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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农业大学、清华大学、能源与交通创新中心、中国可再生

能源学会、上海旌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道兰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全国

生物柴油行业协作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晓涛、刘昭、张宝贵、常世彦、康利平、肖明松、刘开成、刘疏桐、霍丽丽、

宁守俭、孟维、刘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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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生物质能是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其生产和利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解决能源供需矛盾、保护生态

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生物质能,已成为许多国家推进能源转型、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

手段。国际社会围绕生物质能原料生产收集、加工转换、生产销售、终端使用等全过程,制定并实施了一

系列生物质能可持续发展政策、标准和认证制度,涵盖了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要求,这些政策、标
准和认证制度在推动生物质能实现能源替代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同时,有效避免了产业给土地、生态、环
境、经济、社会等方面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生物质能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等三方面的均衡可持续

发展。
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发利用规模不断扩大,发展生物质能将成为优化能源结

构、改善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本标准结合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实际,从环境、社会和经济

等方面,秉承科学性、可操作性原则,提出并制定我国生物质能可持续性认证指标,规范生物质能生产和

利用过程,推动并保障我国生物质能可持续发展,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生物质能可持续性认证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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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可持续性认证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开展生物质能可持续性认证的一般原则,基于环境、社会和经济三维度的可持续性认

证具体指标及保障生物质能可持续性经营的追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对生物质能经营者开展生物质能可持续性认证等外部评价活动,也可以用于生物质

能经营者开展自我评价和自我声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0366—2013 生物质术语

NY/T1579—2007 天然草原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ISO13065:2015 生物质能可持续性准则(Sustainabilitycriteriaforbioenergy)

ISO/TS1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与信息交流的要求与指南(Greenhousegases—

Carbonfootprintofproducts—Requirementsandguidelinesforquantificationandcommunic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T30366—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30366—2013中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生物质 biomass
一切直接或间接利用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机物质,包括除化石燃料外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

以及由这些生命体排泄与代谢所产生的有机物质等。可分为农业生物质、林业生物质、城市固体废弃

物、动物废弃物等。
[GB/T30366—2013,定义2.1.1]

3.2 
生物质能 bioenergy
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是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直接或间接地来

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可转化为常规的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是一种可再生能源。
[GB/T30366—2013,定义2.4.2]

3.3 
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既能满足当代需求,又不影响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ISO13065:2015,定义3.48]

3.4 
生物质能供应链 supplychainofbioenergy
从生物质原料获取到生物质能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原料的生产、收集、储存、运输,以及生物质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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