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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参考有关国内外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文件。 

本文件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提出并归口解释。 

本文件主编单位： 

中国绿发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企业绿色发展（海口）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 

周晋峰、吴乐斌、程虹、马勇、肖青、刘夏明、秦秀芳、谷雨、汪明睿、 

冯璐、李晓月、张凯、张帆、王正、张思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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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的工作目标，贯彻落实国务院《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推

动企业从“需求侧牵引供给侧创新减碳机制”入手，促进企业碳中和长远目标

的达成，制订本评价标准。 

本文件从战略、产品、组织行为、研发投入及生产技改、供应链、碳公

益、信息披露七个方面提出了评价的原则和方法，有利于科学指导企业开展碳

评价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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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HIJBC$

%$ST$

本文件提出了企业碳评价的指标体系，规定了参与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方

法和评价流程等内容。 

本文件遵从“需求侧牵引供给侧减碳机制”，适用于具有实际生产过程的企

业开展涉碳活动的评价。 

($US5RVWX$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

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DB11/T 1370 北京市低碳企业评价技术导则 

DB11/T 1861 企事业单位碳中和实施指南 

DB11/T 1862 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 

DB11/T 1860-2021电子信息产品碳足迹核算指南 

ISO 14064-1 组织层面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ISO 14065 环境信息 验证机构的一般原则和要求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39256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信息化管理平台规范 

GB/T39257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规范 

GB/T39258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采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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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9259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物料清单要求 

&$YZ[\]$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d%$

H��$equal rights of carbon 

碳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碳排放权，也共同承担减

碳责任。 

&d($

H�$carbon coupon  

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派发给个人，可用于其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碳额

度，个人剩余的碳额度可进行交易，出售给消费超额的个人。 

&d&$

"FG9B�"green label of enterprise"

企业经过本文件制定的“碳评价”审核，满足各指标项的加权得分超过

60 分，而获得的绿色认证。 

&dM$

$H��"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以温室气体排放配额或温室气体减排信用

为标的物的交易。 

&dK$

"0����A������� 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

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

气体减排量。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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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 

企业单位产品产量(产值)或服务量的碳排放量。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D =
𝐸
P
 

式中： 

D——碳排放强度； 

E——企业年碳排放量，单位为 kgCO2； 

P——年产品产量（产值）或服务量，单位根据行业特征确定。 

  注: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吉焦(GJ)等，产值单位为万元等，服务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平方米(m
2
)、万人次等。 

M$IJ^_$

4.1 战略的评价应遵循客观性、科学性和可达性原则。 

4.2 组织行为的评价应遵循先进性和实用性原则，保障企业自身控制碳排放。 

4.3 产品的评价应遵循合规性原则，规范企业碳排放行为，降低碳排放规模。 

4.4 研发投入及生产技改的评价应遵循创新性、协调性和安全性原则，鼓励企

业创新和能源转型。 

4.5 供应链和碳公益的评价应遵循公平、公开的原则。 

4.6 信息披露的评价应遵循合法性原则，规范企业信息披露内容及方式。 

K$IJ`a[IJbc$

Kd%$IJ`a$

5.1.1 评价工作依据于本文件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 

5.1.2 评价的各项指标参见附录 A，评审专家组根据附录 A对企业进行碳评

价。 

5.1.3 计算评价指标体系下各指标项的加权得分，加和后得到碳评价总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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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IJbc$

评价应组建评审专家组，由评审专家组负责评价和审定各项事宜，专家组

人数不少于 5人，并确定 1位评审专家组组长。评审专家组成员应符合以下条

件： 

——熟悉碳排放、碳交易、碳达峰和碳中和等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充分了解评估方法与内容，并提出评价工作方案。 

——全面、公正、客观的对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审核。 

——对企业碳减排起到引导和积极推动的作用。 

D$IJeBAf$

Dd%$IJghiIJjk$

6.1.1 评价边界 

本文件规定评价边界应以企业运营控制范围为边界。 

6.1.2 评价时间 

本文件规定应以申请评价前 12 个月或上一年度作为评价时间。 

Dd($IJeBlm$

6.2.1 战略，包括减排目标、分步行动路径、目标年度完成度、碳交易计划； 

6.2.2 产品，包括产品碳码、绿色包装、绿色物流、循环利用、低碳产品销售

额占比、低碳产品销售额增长率； 

6.2.3 组织行为，包括碳票机制、低碳办公、低碳消费； 

6.2.4 研发投入及生产技改，包括低碳技术应用、数字智能化运用、污染协同

治理、减少含碳原料使用、碳减排研发投入、低碳技术改造投入； 

6.2.5 供应链，包括供应商低碳管理、低碳采购额占比、向低碳供应商有倾斜

的特惠政策； 

6.2.6 碳公益，包括企业参与公益项目产生的碳汇、企业公益碳汇项目购买的

减排量； 

6.2.7 信息披露，包括主动披露、信息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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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Jop$

nd%$IJqr$

7.1.1 成立企业碳评价工作组，负责具体碳评价工作。 

7.1.2 碳评价工作组应根据申报企业的具体情况编制评价方案，评价方案应包

括但不限于评价目的、评价范围、评价要求、评价文件及数据和评价流程。 

nd($IJNO$

7.2.1 文件及基本要求 

评价工作组针对申报企业提供的文件和数据进行初步评价，并做公开信息

筛查，确保申请企业在评价期内： 

（1）没有因生态环境违法受到行政处罚； 

（2）没有发生重大、特大环境事件。 

初评后交由评审专家组进一步评审，给出是否进入现场调查的建议和意

见，如果通过，则需说明现场调查的重点关注内容。 

7.2.2 现场详尽调查 

现场详尽调查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与申报企业核实调查内容，确认各项

行动的实施情况，确认相关数据的真实性，进行评价会谈。 

s$IJto[uv$

sd%$IJto$

    评价流程包括：申请、制定评价方案、企业材料收集和现场调研、评估并

确定评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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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碳评价技术路线图 

 

sd($IJuv$

评审专家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文件数据以及碳评价工作组现场调研情况对企

业进行评级，综合评分在 85 分以上（不含 85 分）给予企业“AAAAA”评

级；综合评分位于 76 分至 85 分（含）给予企业“AAAA”评级；综合评分位

合格 

不合格 

企业碳评价技术路线图 

企业提出年度评审申请 

受理申请并成立碳评价工作小组 

制定评价方案 

企业提交相关文件和数据 

评审专家组评审 

碳评价工作小组进行现场详尽调查 

评审专家组综合评价得分 

颁发“企业绿标签” 

进行 5A评级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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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60 分至 75 分（含）的给予企业“AAA”评级；评分小于 60 分（不含 60

分）的暂不评级。评级表见下表 1。 

 

$ %"&'()$"

分数 对应评级结果 

85分以上（不含 85分） AAAAA 

76 分至 85分（含） AAAA 

60 分至 75分（含） AAA 

小于 60 分（不含 60 分） 暂不评级 

 

w$IJxy$

评价组结合评审专家组意见以及现场详尽调查情况编制评价报告，评价报

告应尊重事实、公平公正并起到引导和鼓励的作用。评价报告编写提纲请参见

附录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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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A  

�US5�$

FGHIJeBAf$

$

� )$FGHIJeBAf$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评价项 指标性质 

战略 

 

减排目标 4% 
企业订立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阶段

目标。 
定性 

分步行动路

径 
4% 

企业确定实现减排目标的行动路径和

分步实施方案。 
定性 

目标年度完

成度 
4% 

与上年度相比，企业减排目标的年度

完成度。 
定量 

碳交易计划 4% 

企业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的购

入或售出碳配额或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量的计划。 

定性 

产品 

 

产品碳码 2% 

企业在产品上标注对资源和环境的影

响，使产品及其制造过程中对环境的

总体负影响减到最小。 

定性 

绿色包装 2% 

企业在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包装

过程中减少包装物使用，利用再生耗

材，并进行包材的回收再利用。 

定性 

绿色物流 2% 

企业通过降低占用面积、节约使用空

间、数智化物流和车辆安排等手段满

足低碳储运需求。 

定性 

循环利用 2% 

企业降低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能耗和

废物产生量，实现产品废弃后的循环

利用和垃圾处理。 

定性 

低碳产品销

售额占比 
4% 

低碳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

例。 
定量 

低碳产品销

售额增长率 
4% 

企业生产的低碳产品在一个财年内的

销售额增长率。 
定量 

组织行为 

碳票机制 5% 

企业向每位员工分派可用于其购买商

品和服务的碳额度，个人剩余的碳额

度可进行交易，由消费超额的个人购

买。 

定性 

低碳办公 5% 

企业核算并记录员工在线上审批、线

上日志、视频会议、电话会议、日常

通勤等场景下产生的减碳量。 

定性 

低碳消费 5% 

企业倡导员工通过线上购买低碳产品、

低碳出行、减纸减塑、减少出行等低碳

行为积累减碳量。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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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

及生产技

改 

低碳技术应

用 
4% 

企业研究和开发低碳、零碳和负碳技

术，减少碳排放，推进突破性技术创

新。 

定性 

数字智能化

运用 
3% 

企业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减少碳排放。 
定性 

污染协同治

理 
3% 

企业的减排措施与污染治理产生协同

效应。 
定性 

减少含碳原

料使用 
3% 企业减少高碳原料的使用。 定性 

碳减排研发

投入 
4% 

企业在碳减排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开

发费用支出额。 
定量 

低碳技术改

造投入 
4% 

企业对生产设备进行低碳技术和工艺

改造的投资额。 
定量 

供应链 

绿色供应商

管理 
4% 

企业向供应商提出明确的低碳要求，

并建立健全绿色管理体系。 
定性 

低碳采购额

占比 
4% 

企业采购低碳产品的规模占采购总额

的比例。 
定量 

向低碳供应

商有倾斜的

特惠政策 

4% 

企业对于提供低碳产品的供应链商家

给予有倾斜的特惠政策，例如，结账

周期缩短。 

定量 

碳公益 

企业参与公

益项目产生

的碳汇 

5% 
企业参与社会公益项目产生的碳汇总

额。 
定量 

企业向公益

碳汇项目购

买的减排量 

5% 
企业向公益碳汇项目购买减排量，并用

于企业自身的碳抵销。 
定量 

信息披露 

主动披露 5% 

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对企业碳排放情

况和碳减排成果进行主动收集、核

算，并逐年连续发布相关报告。 

定性 

信息完整 5% 

企业从战略、产品、组织行为、供应

链、研发投入与生产技改、碳公益等

方面完整披露碳行动。 

定性 

 

$ $



11 

 

z${ B  

���5�$

FGHIJxy�{$

$

1.概述 

1.1 评价目的 

1.2 评价范围 

1.3 评价准则 

2.评价过程 

2.1 评审专家组名单 

2.2 评价方案与材料清单 

2.3材料评价 

2.4现场调查核实 

3.评价结果 

3.1 评价情况 

3.2 评级结果 

4.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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