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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碳中和评价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由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提出，经中国技术

市场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批准，正式列入 2022 年团体标准制

修订计划，标准名称为《化工园区（厂区）碳中和评价规范》。

（二）项目背景

本文件是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化工园区优化升级，

为更好的规范和指导化工园区节能降碳，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

加强标准能力建设，完善产业的质量体系而特别提出。

（三）目的意义

制定本文件的目的是为顺应国家战略要求，加强化工园区自

律，促进化工园区优化升级，推动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

规范和指导化工园区可持续发展，实现碳中和。

（四）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名单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本文件起草人：刘艳军、骆彩萍、刘俊霞等。

（五）主要起草过程

1.文本调研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6 月启动了文本的调

研工作，并于 2022 年 8月完成了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

2.标准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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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9 月向中国技术市场协

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申请，于 2022 年 11 月获得中国技术市场协

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批准立项。

3.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11 月 21 日，召开项目启动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并讨论标准

调研工作事项。

4.形成标准草案

2022 年 12 月 5 日，起草组对资料收集情况进行汇报，并对

进行了线上讨论。

2022 年 1 月 20 日，开展组内讨论，确定了标准框架和主要

内容。

2023 年 2 月 27 日，对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起草的标

准初稿进行现场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2023 年 3 月 20 日，起草组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标

准草案。

2023 年 6 月 7 日，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起草组对草案内

容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9 月 12 日，组织召开了标准草案的研讨会，经起草

组内部研讨建议将标准名称调整为《化工园区碳中和评价规范》。

2023 年 11 月 1 日，按照研讨会意见完成修改稿。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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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团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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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工作程序》的规定起草。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工园区的碳中和评价规范，规定了评价原则，

评价方式，评价方法，评价程序与结果，评价内容与评价报告等

五个方面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化工园区开展自评价、遴选服务供应商及第三

方机构的评价活动。

（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化工园区的碳中和评价规范》共 9 章，主要内容包括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评价方式、评价方法、

评价程序和评价结果、评价内容和评价报告、实现碳中和声明。

1.关于本标准的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化工园区开展自评价、遴选服务供应商及第三

方机构的评价活动。

2.关于本标准的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引用文件为规范性引用，直接引用已有标准中的相

关内容，相关应用文件列入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3.关于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遵循了 GB/T 32150、GB/T 32151.10、GB/T 39217、

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定义了“排放边界”、“园区碳中和”、“碳中

和程度”和“化工园区碳中和评价”。

4.关于评价要求和评价原则

本标准明确，化工园区的碳中和评价在全国和所在省市等上

级行政区的整体碳中和顶层设计下进行，除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外，

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要求评价做到客观独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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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守信、公平公正、专业严谨。

5.关于评价方式

化工园区碳中和评价的方式可以是自我评价，也可以委托符

合要求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价，评价结论可用于化工园区自我声

明，也可作为遴选服务供应商的依据。

6.关于评价方法

化工园区碳中和评价采用打分法，按照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

通过综合打分进行评价。

评价指标分为两级，其中一级评价指标 6项，二级评价指标

21 项。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二级评价指标分为基础项指标、

优选项指标和否决项指标三类，其中 11 个为基础项指标，12 个

为优选项指标，1 个为否决项指标。根据指标可量化程度，评价

指标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其中 14 个为定量指标，10

个为定性指标。

评价指标选取考虑动态性（如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变化），

适时进行调整。

7.关于评价程序和评价结果

第三方评价流程包括评价准备、评价实施、评价报告编制、

报告交付及记录保存等阶段，化工园区自我评价流程可适当简化。

根据评价指标计算评分，指标总分值为 100 分，评价综合得分（P）

为各项二级评价指标值的总和。依据化工园区碳中和评价总得分，

综合评价化工园区碳中和级别，评价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合

格分为碳中和示范化工园区、近零碳化工园区和低碳化工园区。

8.关于评价内容和评价报告

评价内容包括碳中和承诺及碳中和实施计划、温室气体排放



5

量、碳中和实现等。评价报告充分体现评价的实施过程，内容简

要、证据充分支撑评价结论。

9.关于实现碳中和声明

化工园区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在提出阶段性减排目标的

年份，发布对减排目标落实情况的声明。在预计实现碳中和目标

的年份，发布经过第三方评价的碳中和声明。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

效果

碳税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

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

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芬兰、挪

威、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征收碳税的国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征收碳税。进入 21 世纪，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瑞士、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也陆续开征碳税。2010

年以后，冰岛、爱尔兰、乌克兰、日本、法国、墨西哥、西班牙、

葡萄牙、智利、哥伦比亚、阿根廷、新加坡、南非等越来越多的

国家，加入了征收碳税国家的行列。

2023年4月25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又叫碳边境税，是预防碳泄漏的新机制。根据规定，只要是生产

地碳定价低于欧盟碳价的产品，一旦进口到欧盟关税区，就要购

买 CBAM 凭证，补足其间的差额。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现阶段以制造业为首的行业具

有高碳排的特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相关气候政策将不可避

免地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总成本，削减市场竞争力。值得注意的

是，电力、钢铁、水泥、铝、化肥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之中占比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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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CBAM 的推出，将导致中国对欧高碳产品出口成本提升，因

此，通过《化工园区的碳中和评价规范》的编制，引导和规范化

工园区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不仅减少了购买

CBAM 凭证的费用，带来现实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能提高国际形

象，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参考了《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1.10 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要求 第10部分：化工生产企业》、《GB/T 39217-2020 化

工园区综合评价导则》、《JR/T 0244-2022 碳金融产品》等国家

标准相关内容要求。本文件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的采标情况。

五、重大分歧意见处理经过及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七、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相关知识产权。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化工园区碳中和评价规范》

团体标准工作组

2023 年 11 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