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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生态环境部关于

进一步强化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建设

行动方案（2024—2025年）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厅、委）、生态环境厅

（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深入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计

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落实《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各项任务

部署，充分发挥计量、标准作用，有效支撑我国碳排放双控和碳定价政策体系建设，制定本行动方

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按照系统推进、急用先行、开放协同的原则，围绕重点领域研制一批国家标准、采信一批团体

标准、突破一批国际标准、启动一批标准化试点。2024年，发布70项碳核算、碳足迹、碳减排、能

效能耗、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国家标准，基本实现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全覆盖。2025年，

面向企业、项目、产品的三位一体碳排放核算和评价标准体系基本形成，重点行业和产品能耗能效

技术指标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设100家企业和园区碳排放管理标准化试点。

  按照统筹发展、需求牵引、创新突破的原则，加强碳计量基础能力建设，完善碳计量体系，提

升碳计量服务支撑水平。2025年底前，研制20项计量标准和标准物质，开展25项关键计量技术研

究，制定50项“双碳”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关键领域碳计量技术取得重要突破，重点用能和碳

排放单位碳计量能力基本具备，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相关仪器设备检定校准工作稳步推进。

  二、重点任务

  （一）加快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研制。加快推进电力、煤炭、钢铁、有色、纺织、交通运输、

建材、石化、化工、建筑等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研究及制修订，制定温室气

体审定核查、低碳评价等相关配套技术规范，支撑企业碳排放核算工作，有效服务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建设。制定面向园区的碳排放核算与评价标准。

  （二）加强产品碳足迹碳标识标准建设。发布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通则国家标准，统一具体

产品的碳足迹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等要求。加快研制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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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国家标准，服务外贸出口新优势。开展电子电器、塑料、建材等重点产品碳足迹标准研制。

研究制定产品碳标识认证管理办法，研制碳标识相关国家标准。

  （三）加大项目碳减排标准供给。开展能效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余能利用、甲烷减排与利

用等典型项目碳减排量核算标准研制工作。条件成熟时，推动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纳入国家标准体系，支撑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和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

G）信息披露等应用场景。

  （四）推动碳减排和碳清除技术标准攻关。加快氢冶金、原料替代、热泵、光伏利用等关键

碳减排技术标准研制，在降碳技术领域采信一批先进的团体标准。制定生态碳汇、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等碳清除技术标准，尽快出台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量化与核查、相关术语等通用标准。抓紧构建二

氧化碳捕集、运输、地质封存全链条标准体系。

  （五）提高工业领域能耗标准要求。修订提高钢铁、炼油、燃煤发电机组、制浆造纸、工业烧

碱、稀土冶炼等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全面提升能效水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修订完善能源计量、监测、审计等节能配套标准。

  （六）加快产品能效标准更新升级。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修订升级工业通用设备、制冷和供暖

设备、办公设备、厨房电器、照明器具产品能效标准，扩大能效产品覆盖范围，加快研制电动汽车

充电桩、第五代移动通信（5G）基站设备等新型基础设施能效标准，将高压电机、服务器等产品纳

入能效标识管理，研究出台数据中心能效标识实施细则。

  （七）加强重点产品和设备循环利用标准研制。制定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回收拆解

标准，研究制定农用机械零部件回收利用相关标准。开展退役光伏设备、风电设备、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标准研制，加大新能源产品设备的绿色设计标准供给，加快研制再生塑料、再生金属标准。按

照《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通则》要求，研制钢铁、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评价系列国家

标准。

  （八）扩大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供给。修订绿色产品评价通则，增加低碳指标，建立分级评价指

标体系。研究制定绿证和绿色电力消费相关标准。在消费品基础上，制定钢管、建材、染料等工业

品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修订卫生陶瓷、建筑陶瓷、纸和纸制品等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充分利用

市场资源，将技术领先、市场成熟度高的团体标准纳入绿色产品评价标准清单。

  （九）加强碳计量基础能力建设。面向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和碳监测的需要，布局建设一批计

量标准和标准物质，加快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建设，建立碳达峰碳中和相关计量基

准、计量标准和标准物质名录，持续做好碳相关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工作。

  （十）加强“双碳”相关计量仪器研制和应用。加快高精度多组分气体快速分析探测仪、光

谱仪等碳核算、碳监测相关计量仪器的研制。组织对国产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CEMS）开展计量性

能测试评价。

  （十一）加强计量对碳排放核算的支撑保障。制定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

范，推动企业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优化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强化碳核算数据

优先来源于计量器具的要求。充分发挥国家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作用，鼓励企业利用第五代移动通信

（5G）、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建立能源和碳排放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按照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

据库建设需求，探索建立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计量实测验证平台。

  （十二）开展共性关键碳计量技术研究。开展碳排放在线监测计量不确定度评定方法研究，

持续开展基于激光雷达、区域和城市尺度反演等碳排放监测计量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展烟气捕集端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关键计量技术研究，为碳排放统计核算、碳排放在线监测、低碳技术研究等提供

计量支撑。

  （十三）加强重点领域计量技术研究。推动加强火电、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等重点

行业和领域碳计量技术研究，开展碳排放直测方法与核算法的比对研究、天然气排放因子实测研究

等，在火电领域研制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气体浓度校准装置，不断提升碳排放和碳监测数据准确

性和一致性。

  （十四）加强碳计量中心建设。推动国家碳计量中心建设，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国家碳计量中



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强化国家碳计量中心顶层制度设计和建设任务推进。研究制定碳计量能力建

设指导目录，指导计量技术机构和重点排放单位加强碳计量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碳计量能力水平。

  （十五）完善“双碳”相关计量技术规范。加强“双碳”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编制重点排

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校准、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

配置与管理等计量技术规范。

  （十六）加强能源计量监督管理。组织各地区对建筑建材、石化化工、能源、钢铁等传统行业

以及数据中心、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开展能源计量审查，帮助用能单位解决节能减排降碳计量难

题，不断提升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水平和能力。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落实“双碳”有关协调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在碳达峰碳

中和政策文件制定中强化相关计量、标准要求，推动各项政策要求落地见效。充分发挥国家碳达峰

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及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作

用，各有关部门结合分管领域加强协同联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集中推进重点任务落实，有效

形成工作合力。

  （二）强化宣贯培训。开展碳核算、碳减排相关计量、标准知识的宣贯培训，增强企业计量意

识和能力水平，在企业形成学标准、用标准的氛围。推动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建立碳排放管理制

度，设立用能和碳排放管理岗位以及专门的计量、标准化人员。鼓励企业与相关高校、专业机构合

作举办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标准方面的专业人才培训班。

  （三）开展先行先试。面向企业和园区开展碳排放管理标准化试点，鼓励企业建立碳排放标准

管理体系，助力碳排放“算得出、算得准”，引导企业应用先进减排技术，推动碳排放“减得掉、

减得下”，到2025年建设100家试点企业和园区。推动企业加强碳计量体系建设，强化碳计量要

求，在山东、浙江等地组织200家以上企业开展碳计量审查试点。组织开展零碳园区计量试点和能

源资源计量经验交流。

  （四）加大经费支持。各级财政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等方式加大对碳计量基础能力建设、基础通

用和急用先行标准的支持力度。统筹利用资金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支持碳排放统计核算

和碳监测关键计量技术研究、仪器设备研发和应用、计量技术规范制定等。

  （五）深化国际合作。持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计量、标准领域国际合作，充分发挥我国专家在

国际计量和标准化组织中关键作用，不断提升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持续

开展国际标准适用性分析，在电动汽车、新型电力系统、生态碳汇等领域提出一批国际标准提案，

加强新领域新技术国际合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生 态 环 境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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