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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市场需要，增加标准的有效供给，是中国标准化协

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

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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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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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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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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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普星聚

能股份公司、壳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鼎信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六源印染织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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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指导规范企业开展零碳工厂建设

活动，本文件借鉴不同行业企业在零碳工厂建设方面的经验，从管理体系、碳排放监测与核算、降

碳措施、碳抵消等方面提出零碳工厂创建路径和措施，指导企业减碳行动，提升自主减排能力。此

外，本文件还规定了生产者责任延伸的相关要求，引导工厂采取行动推动产业链降碳。

在零碳工厂评价方面，本文件提出以结果为导向的分级要求，包括基础级、标准级、优秀级和

卓越级，鼓励工厂自主减排，逐步提升零碳工厂建设水平，最终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此外，本文件

在评价过程中引入了区块链技术实施存证。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公开透明、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

追溯等技术特性，确保评价过程数据和结果的安全可信，增强评价过程和结果的可信度。同时，各

相关方可依据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存证信息增强对评价结果的互信程度，有利于促进国内外零碳工厂

建设的可信互认。

区块链作为一种分布式共享数据库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研究方兴未艾，正处于从技术创新到应

用推广阶段。2022年 1月 30日，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中央网信办等十

六部门联合公布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名单》，推进区块链的创新应用。目前，国内采用区块链技

术开展零碳工厂评价活动尚无相关经验可参考，用于零碳工厂评价活动的区块链服务平台较少，考

虑零碳工厂评价内容（指标）的普适性，对于未采用区块链技术开展零碳工厂评价的活动也可参考

本文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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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工厂创建与基于区块链的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零碳工厂创建、基于区块链的零碳工厂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厂开展零碳工厂创建、第三方机构开展基于区块链的零碳工厂评价。非基于区

块链的零碳工厂评价也可参考本文件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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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 1 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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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house gases — Part l: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movals）

ISO 1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的要求和指南（Greenhouse gases —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0、ISO 14064-1、ISO 1406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零碳工厂 zero-carbon factory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内，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以年度为单位）生产、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温室

气体直接排放量和间接排放量，按照二氧化碳当量（CO2e）计算，在自主减排的基础上，剩余排放

量实现由核算边界外的减排项目清除，和（或）相应数量的碳信用、碳配额抵消的工厂。

注：直接排放量和间接排放量分别指 ISO 14064-1中类别 1和类别 2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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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GHG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人为产生的，吸收并放射出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中产生发出红外

辐射光谱中特定波长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 1：关于温室气体清单，请参见最新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

注 2：水汽和臭氧既是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温室气体，也是自然存在的温室气体，但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很

难将大气中存在的因人类所导致全球变暖的成分与它们的自然存在成分相分离，因此它们没被列入人们

所公认的温室气体之列。

[来源：ISO 14064-1:2018，3.1.1]

3.3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GB/T 32150—2015，3.6]

3.4

温室气体源 greenhouse gas source
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物理单元或过程。

[来源：GB/T 32150—2015，3.5]

3.5

温室气体汇 greenhouse gas sink
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的过程。

[来源：ISO 14064-1:2018，3.1.3]

3.6

温室气体清除 greenhouse gas removal
通过温室气体汇将某一温室气体从大气中撤除。

[来源：ISO 14064-1:2018，3.1.6]

3.7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CFP
基于使用气候变化单一影响类别的生命周期评价的产品系统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

量之和，单位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注 1：可将产品碳足迹分解为一组数字，用于确定具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产品碳足迹也可以分解为

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注 2：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记录在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单位以每个功能单位的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来源：ISO 14067:2018，3.1.1.1]

3.8

碳信用 carbon credits
项目主体根据相关方法学，开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经过第三方的审定和核查，依据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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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化效果所获得批准的减排量。

注 1：批准可以是根据相关自愿减排机制进行的签发、登记、备案。

注 2：1个额度碳信用相当于 1吨二氧化碳当量。

[来源：JR/T 0244—2022，3.8，有修改]

3.9

碳配额 carbon allowance
主管部门基于国家或地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要求，向被纳入温室气体减排管控范围的重

点排放单位分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

注：1个单位碳配额相当于 1吨二氧化碳当量。

[来源：JR/T 0244—2022，3.2，有修改]

3.10

碳抵消 carbon offset
以购买的碳信用、碳配额抵消边界内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

3.11

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响相关

联的系数。

注：关于全球变暖潜势，请参见最新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

[来源：GB/T 32150—2015，3.15，有修改]

3.12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 32150—2015，3.16]

3.13

区块链 blockchain
使用密码技术链接将共识确认过的区块按顺序追加形成的分布式账本。

[来源：GB/T 42752—2023，3.12]

3.14

上链 record on-chain
将信息写入到区块链的过程。

[来源：GB/T 42571—2023，3.5]

3.15

区块链存证 blockchain proof of existence
为保证存证信息（电子数据）完整性和真实性，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多节点共识的存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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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加密 encipherment encryption
对数据进行密码变换以产生密文的过程。

[来源：GB/T 25069—2022，3.278]

3.17

存证过程 proof of existence process
在区块链网络中，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的过程。

3.18

预期使用者 intended user
被识别为预期使用零碳工厂评价结果信息进行决策的个人或组织。

注：预期使用者可以是委托方、监管者、金融机构或其他利益相关方，比如当地的社区、政府部门或非政府组

织。

[来源：ISO 14064-3:2019，3.2.4，有修改]

4 零碳工厂创建

4.1 创建原则

4.1.1 减排优先

零碳工厂创建优先实施降碳措施，尽量减少自身碳排放量。

4.1.2 完整准确

工厂基础设施及生产生活系统等全部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包括在内，对温室气体排放

和清除的量化是准确的、可验证的，并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4.1.3 公开透明

以公开的形式披露零碳工厂创建的相关信息，信息是透明的、可准确理解的。

4.1.4 持续改进

零碳工厂保持减碳策略长期执行，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保障零碳策略稳定。

4.2 管理体系

4.2.1 通则

工厂应建立、实施、保持并持续改进管理体系，并确保其有效性，以逐步实现净零排放。

注：管理体系可参考 T/CAS 612中的相关要求。

4.2.2 领导作用和承诺

4.2.2.1 最高管理者

最高管理者应通过以下方面证实其领导作用和承诺：



T/CAS 764—2023

5

a） 确保建立创建零碳工厂的方针、目标和指标；

b）授权具有相应能力的人员负责零碳工厂创建工作，并按规定的时间向最高管理者报告零碳

工厂创建及碳排放关键绩效指标改进情况；

c） 确保组建零碳工厂管理团队，并在各层级配置相关管理人员；

d）确保提供创建零碳工厂所需的资源；

e） 确保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得到合理分配、沟通和理解；

f） 确保将零碳工厂管理融入生产运营过程；

g）就零碳工厂建设的重要性与员工进行沟通。

4.2.2.2 角色、职责和权限

工厂应明确职能部门岗位、职责和权限，包括以下内容：

a） 最高管理者应委派专人负责零碳工厂创建工作，建立所需的管理体系和制度，确保零碳工

厂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

b）在最高管理者管理或授权下，工厂应建立零碳工厂管理部门或赋予现有部门零碳管理职能，

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配合并共同参与创建零碳工厂活动；

c） 碳管理部门应定期向领导层和相关部门同步碳管理目标、碳排放关键绩效指标及国家、地

区、行业双碳政策法规等信息。

4.2.3 管理团队

管理团队由代表工厂不同部门的人员组成，确保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应：

a） 实施行动计划，提高碳排放绩效；

b）监视组织的碳排放绩效和措施计划的状态；

c） 定期交流碳排放绩效和成果；

d）定期向最高管理者报告管理体系的推进和碳排放绩效的改善情况。

4.2.4 碳评审

工厂应定期开展和实施碳评审，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识别温室气体源和汇，确认完整性；

b）评价过去和现在的碳排放水平，包括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等；

c） 确定碳绩效改进机会，并进行排序；

d）评估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

工厂可基于产品种类开展碳足迹分析，识别关键排放，寻找工艺优化方案。

当组织的业务活动、与业务活动有关的排放源和汇发生重大变化时，如工艺技术革新、关键装

备升级、产品结构调整、产能扩建等，应及时开展碳评审。

4.2.5 目标与路径

4.2.5.1 目标

工厂应制定零碳愿景目标，包括下列内容：

a） 设定零碳目标，包括目标实现年度和方式；

b）围绕零碳目标的实现，基于碳评审结果，制定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指标，包括：基准年、

基准值、目标值、碳减排总量和碳排放强度降低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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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 路径

工厂应基于碳评审结果及碳减排目标，明确减碳措施，并对措施减碳量、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

等开展评估，确定优先级，规划减碳路径方案。

4.2.6 能力、意识和绩效考核

4.2.6.1 人员能力

工厂应确保相关人员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技能推进零碳工厂创建工作：

a） 明确人员能力需求；

b）基于适当的教育、培训、技能或经历，确保人员能够胜任工作；

c） 适用时，采取措施以获取所需的能力，并评价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

4.2.6.2 意识

工厂应宣导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

工厂应确保相关人员意识到其职责、权限及活动对于零碳工厂目标实现的影响和贡献。

4.2.6.3 绩效考核

工厂应将碳排放绩效指标完成度纳入部门和人员的绩效考核体系。

4.2.7 制度建设

工厂应建立零碳工厂管理规范，完善规章制度。

工厂可通过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碳（中和）管理体系，持续完善零碳工厂管理制度。

4.2.8 绩效改进评价

工厂应对实现绩效和目标的措施计划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建立定期追踪及汇报机制，对绩效

改进效果进行评价。

4.2.9 信息沟通和披露

工厂应确定与零碳工厂建设有关的内外部信息沟通及披露机制，如：

a） 定期在各职能和层级间就零碳工厂建设相关信息进行内部沟通交流；

b）鼓励员工为建设零碳工厂提出合理化的改进建议；

c） 按照政策法规等要求向政府主管部门上报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等信息；

d）按照合规性要求、自愿性协议、相关方及自身要求等，通过发布组织动态、能源数据、可

持续发展报告等形式定期向外部披露碳排放现状、碳减排成果及碳目标实现情况等信息。

4.3 监测、核算与报告、核查

4.3.1 监测

4.3.1.1 工厂应按照 GB 17167和相关行业标准配备计量器具和装置，宜采用智能表计自动实时采

集用能数据。

4.3.1.2 工厂应定期监测、记录和统计碳排放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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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核算与报告

工厂应采用国家或国际通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确定温

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边界与核算方法，定期对其范围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盘查，并编写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报告内容宜包括核算依据、覆盖时间段、核算边界及范围、排放类型和数量、具体

核算方法、核算结果等信息。

采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应按以下优先顺序：

a） 区域发布的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要求的标准；

b）国家发布的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c） 国际公认或通用的相关温室气体量化标准。

4.3.3 核查

工厂宜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查，确保排放量核算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

4.4 降碳措施

4.4.1 通则

工厂应围绕零碳目标实现，采取能源结构调整、能效提升、工艺改进、碳清除及相关措施进行

降碳。

4.4.2 能源结构调整

4.4.2.1 燃料清洁低碳化

工厂应在生产运营中使用低碳清洁能源，推进化石燃料替代，可通过采用生物质燃料或氢燃料

替代、用能设备电气化等途径降低燃料燃烧排放。

4.4.2.2 开发可再生能源

工厂应因地制宜开发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并开展减碳、环境效益评价。可采

用下列方式：

a） 合理部署太阳能光伏系统、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

b）合理部署太阳能集热装置、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供热（冷）设施。

4.4.2.3 采购厂外清洁能源

工厂宜采购清洁能源，从源头确保清洁绿色，包括但不限于绿色电力，使用可再生能源、余热

回收方式制取的热力。

4.4.3 能效提升

4.4.3.1 设备设施

4.4.3.1.1 工厂应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宜达到 2级及以上或节能评价值，节能型

设备使用功率占比不低于 50%。

4.4.3.1.2 工厂新建、改扩建项目，专用设备应选择行业先进的生产设备，通用设备应达到 2级及

以上或节能评价值。

4.4.3.1.3 工厂设备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参数应满足经济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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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1.4 厂区、车间及场所采用节能型照明设备占比不低于 50%，建筑照明功率密度应符合

GB 55015的规定。

4.4.3.2 信息化平台

工厂应建立智能化、数字化管理系统平台，对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记录，动

态监控碳排放来源相关数据，并具备碳排放统计、核算处理、分析评估、预警等功能，通过信息化

手段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精准管理。系统平台要求为：

a） 系统硬件：在关键设备设施上应安装具备数据采集和发送功能的智能数显表计，将智能表

计的数据通过Modbus、BACnet 等通讯协议，或 OPC、API 方式将耗能数据发送和接入到

数字化管理系统；

b）数据采集：数据上传频率最低应为每小时上传 1次；

c） 数据质量：数据应完整、准确且可靠，具备必需的数据质量和分析模块，识别并修正设备

调试、故障及通信问题产生的数据异常等常见错误；

d）系统应满足网络安全相关要求。

4.4.3.3 余热余能利用

可行时，工厂应充分利用余热、余冷和余压。

4.4.3.4 工厂建筑

工厂宜按 GB/T 50378、GB/T 50878打造绿色建筑。

4.4.4 工艺改进

工厂应推进工艺技术（装备）改进，降低生产过程碳排放，可采用下列方式：

a） 采用行业领先的绿色工艺技术（装备）；

b）优化工艺，减少或替代高碳原辅料的使用；

c） 采用绿色制冷剂、清洗剂等减少逸散（泄漏）排放。

适用时，工厂可通过设备运行状态监测及预测性维护等方式，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设备运

行能耗。

4.4.5 碳清除

4.4.5.1 固碳技术应用

工厂应基于自身情况，应用碳捕集、碳利用与碳封存技术（CCUS）。

4.4.5.2 新建林业碳汇

工厂可通过新建林业碳汇项目产生的碳汇量实现温室气体清除。

4.5 碳抵消

工厂可通过购买碳信用、碳配额进行碳抵消以满足不同等级的零碳工厂评价要求。



T/CAS 764—2023

9

4.6 生产者责任延伸

4.6.1 产品生态设计

工厂宜生产符合生态设计的产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按照生态产品设计原理，改进产品设计和优化生产工艺；

b）最大化使用绿色低碳原料，降低原料消耗和生产环境的能源消耗，并通过设计减少产品使

用阶段碳足迹。

4.6.2 供应链降碳

工厂宜从供应链方面采取下列措施：

a） 要求供应商定期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并将供应商碳排放指标纳入工厂碳管理体系；

b）对核心供应商提出可量化的降碳要求，并纳入供应商管理，带动供应链协同减碳；

c） 制定并实施采购准则，在采购预期对碳排放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的设备设施、服务和能源时，

评价其预期的碳排放绩效；

d）推动上下游物流运输节能减碳。

4.6.3 产品循环利用

工厂宜建立产品（含包装材料）回收、再生、重复利用的机制，并符合下列规定：

a） 通过产品设计、文字标识或指导文件等指导产品废弃回收处置；

b）建立资源回收体系。

4.6.4 产品碳足迹

工厂宜核算并公示产品碳足迹信息，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依据适用的标准规范对主要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

b）披露产品碳足迹或相关环境影响评价。

5 基于区块链的零碳工厂评价

5.1 评价原则

零碳工厂评价遵循客观独立、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专业严谨的原则，依据相关标准和技术规

范开展。

5.2 基本要求

申请零碳工厂评价的工厂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a） 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应遵守国家和地方节能、绿色低碳等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

b）碳排放指标应满足国家或地方政府对企业碳排放控制要求；

c） 正常运营，且正常运营期不低于 12个月。

5.3 评价指标

零碳工厂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应符合附录 A中的相关规定。



T/CAS 764—2023

10

5.4 评价等级

根据评价指标分值、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和排放量抵消情况对零碳工厂创建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确定评价等级。评价等级及要求见表 1。

表 1 零碳工厂评价等级及要求

等级
要求

分值 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 排放量

基础级 ≥60分 — —

标准级 ≥75分 ≥60% —

优秀级 ≥85分 ≥80% 100%抵消

卓越级 ≥90分 100% 100%清除

5.5 评价程序

5.5.1 参与者与身份认证

零碳工厂评价过程中，参与者包括评价方、委托方及预期使用者。参与者通过区块链的可信身

份认证，确保其身份的真实性。身份认证获取过程包括下列内容：

a） 评价方与委托方向区块链服务平台申请可信凭证及链上数字身份；

b）区块链服务平台进行数字身份审核并对公钥上链，保证身份信息的透明性及真实性；

c） 审核通过后成为区块链服务平台用户，获得区块链上数字身份。

注：预期使用者可自愿选择是否获取链上数字身份。

5.5.2 申请与受理

委托方应提出申请并将评价所需的相关材料采用私钥加密后提交。

评价方对申请方是否满足 5.2中的基本要求进行符合性评价，确认符合要求后，受理申请。

5.5.3 组建评价组

评价方应指定评价组开展评价，评价组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评价组由不少于两人组成，其中一人为组长；

b）评价组具备开展零碳工厂评价的能力，包括必要的知识、技能等。

5.5.4 文件评审

评价组应基于委托方提供的申请材料，按本文件规定，评价是否满足零碳工厂要求，并识别现

场评价重点。

文件评审工作应贯穿评价工作的始终。

5.5.5 现场评价

评价组可通过走访生产现场、访问人员、查阅文件和记录等方式开展现场评价，进一步完善并

核实评价证据，确保证据充分完整、真实有效，满足评价要求。

评价组应编制现场评价计划，包括评价目的、评价依据、评价范围、评价内容、人员分工、日

程安排等。现场评价可按照召开首次会议、介绍评价计划、搜集和验证信息、召开末次会议介绍评

价发现和结论等步骤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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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评价后，评价组应针对在文件评审和现场评价过程中发现的疑问以及未获取的数据或证明

等开具澄清要求给委托方，并要求委托方在规定时间内澄清或补充相关证据资料。

5.5.6 报告编制

评价组在委托方对相关疑问进行澄清或补充证据后，应及时完成评价报告编制工作。

评价报告应体现评价的实施过程，内容简要、证据充分支撑评价结论。针对每项评价要求，应

阐述判定工厂符合情况的充分依据，对引用的关键内容给出证据文件来源，对计算给出计算过程和

数据依据，做到证据和信息可信、内容精要、判定准确。

评价报告编制完成后，应安排至少一名具备能力的非评价组成员对报告进行技术评审。

评价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B。

5.6 评价证书

零碳工厂证书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工厂基本信息；

b）工厂边界范围；

c） 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占比；

d）温室气体抵消方式及抵消量；

e） 零碳工厂覆盖的时间段；

f） 零碳工厂实现等级；

g）证书有效期。

5.7 存证共享

5.7.1 信息存证

零碳工厂评价过程及结果的信息存证应采用区块链技术，确保评价的可信性、真实性、可溯源

性以及评价结果的可信验证。

存证应包括以下活动：

a） 过程存证：评价机构应将全过程数据资料进行上链存证留痕；

b）证书存证：工厂通过评价后，由评价方颁发证书，计入区块链平台的分布式账本进行存证，

确保该证书的查看及可信溯源。

5.7.2 信息共享

委托方基于自身目的用途可通过委托/授权进行共享交互。数据的授权、共享、操作等应通过基

于数字证书的双向认证，采用加密安全通道进行交互。

5.7.3 应用全景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零碳工厂评价流程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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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零碳工厂评价指标表

零碳工厂评价指标见表 A.1，评分根据各指标得分及权重计算获取。

表 A.1 零碳工厂评价指标表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分值 权重

1 管理要求

领导作用和

承诺

最高管理者通过以下方面证实其领导作用和承诺：（每项 1分）

a）确保建立创建零碳工厂的方针、目标和指标；

b）授权具有相应能力的人员负责零碳工厂创建工作，并按规定的时间向最

高管理者报告零碳工厂创建及碳排放关键绩效指标改进情况；

c）确保组建零碳工厂管理团队，并在各层级配置相关管理人员；

d）确保提供创建零碳工厂所需的资源；

e）确保相关角色的职责和权限得到合理分配、沟通和理解；

f）确保将零碳工厂管理融入生产运营过程；

g）就零碳工厂建设的重要性与员工进行沟通

7

10%

工厂明确职能部门岗位、职责和权限，包括以下内容：（每项 1分）

a）最高管理者应委派专人负责零碳工厂创建工作，建立所需的管理体系和

制度，确保零碳工厂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

b）在最高管理者管理或授权下，工厂应建立零碳工厂管理部门或赋予现有

部门零碳管理职能，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配合并共同参与创建零碳工厂

活动；

c）碳管理部门应定期向领导层和相关部门同步碳管理目标、碳排放关键绩

效指标及国家、地区、行业双碳政策法规等信息

3

管理团队

工厂组建零碳工厂管理团队，推进零碳工厂创建工作：（每项 2分）

a）实施行动计划，提高碳排放绩效；

b）监视碳排放绩效和措施计划的状态；

c）定期交流碳排放绩效和成果；

d）定期向最高管理者报告管理体系的推进和碳排放绩效的改善情况

8

碳评审

工厂定期开展碳评审，包括：（每项 2分）

a）识别温室气体源和汇，确认完整性；

b）评价过去和现在的碳排放水平，包括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等；

c）确定碳绩效改进机会，并进行排序；

d）评估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

8

目标与路径

工厂设定零碳愿景目标，并制定阶段性目标，包括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

且可量化
15

工厂明确减碳措施，规划减排路径、实施方案 20

能力、意识和

绩效考核

工厂加强人员能力建设，提供零碳工厂相关教育和培训，并对培训效果进行

考核评估，以确保人员满足能力要求
8

工厂设定碳减排绩效指标，并纳入考核体系 8

制度建设 工厂建立零碳工厂管理规范、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等规章制度 10

绩效改进评

价

工厂对实现绩效和目标的措施计划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建立定期追踪及汇

报机制，对绩效改进效果进行评价
8

信息沟通和

披露

工厂开展内外部信息沟通，定期披露碳排放现状、碳减排成果及减碳目标完

成情况等信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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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零碳工厂评价指标表（续）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分值 权重

2 监测、核算与

报告、核查

监测

工厂按照 GB 17167和相关行业标准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及其他资源

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30

10%
工厂采用智能仪表自动实时采集数据 20

核算与报告 工厂选择适用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标准规范，核算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30

核查 工厂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核查 20

3 降碳措施

能源结构调

整

工厂使用低碳清洁能源，推进化石燃料替代，通过生物质燃料或氢燃料、设

备电气化改造等途径降低碳排放
10

40%

工厂充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光伏发电、空气源/地源热泵、太阳能集

热装置等，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10

工厂采购并使用可再生能源，通过购买绿电等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率 8

能效提升

不使用国家或地方发布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 8

通用设备能效达到 2级及以上能效水平或节能评价值要求：

a）使用功率占比超过 50%，得 4分；

b）使用功率占比超过 80%，得 8分
8

工厂采用高效节能照明设备，其中：

a）占比达到 50%以上，得 1分；

b）占比达到 80%以上，得 2分；

c）占比达到 100%，得 3分

3

工厂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符合经济运行的要求 8

工厂采用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平台，有效管理温室气体监测排放，平台具备

碳排放统计、核算处理、分析评估、预警等功能
10

工厂充分利用余热、余冷或余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6

工厂建筑达到 GB/T 50378、GB/T 50878中绿色建筑星级要求：

a）达到一星等级，得 1分；

b）达到二星等级，得 2分；

c）达到三星等级，得 3分

3

工艺改进

工厂采用行业先进的绿色工艺技术装备，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 10

工厂优化生产工艺，减少或替代高碳原辅料的使用，降低生产过程排放 6

工厂采用绿色制冷剂、清洗剂等减少逸散（泄漏）排放 4

碳清除
工厂采用碳捕集、碳利用与碳封存技术（CCUS）实现温室气体清除 3

工厂通过新建林业碳汇项目产生的碳汇量实现温室气体清除 3

4 减排绩效

减排量核算 工厂按照 GB/T 33760或适宜的方法学对降碳措施开展减排效果评价工作 10

30%
减排指标

工厂开展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和排放水平评价，其中：

a）完成年度减排计划目标，碳排放或能效水平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优于行

业前 5%），得 90分；

b）完成年度减排计划目标，碳排放或能效水平达到行业准入水平（达到行

业前 20%），得 60分；

c）完成年度减排计划目标，碳排放或能效水平达到行业基准水平（达到行

业前 80%），得 30分；

d）未完成年度减排计划目标，得 0分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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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零碳工厂评价指标表（续）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分值 权重

5 生产者责任

延伸

产品生态设

计

工厂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理念，按照 GB/T 24256、GB/T 32161等标

准对产品进行生态设计，优化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降低原料消耗和能源消

耗

10

10%

产品碳足迹
工厂采用 ISO 14067等适用的标准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并利用核算结果

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10

产品循环利

用

工厂通过产品设计或文字标识等指导下游用户使用阶段降碳、以及循环再利

用、回收处理等
30

供应链降碳

工厂推进绿色采购，在采购预期对碳排放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的物料、设备设

施和服务时，评价其预期的碳排放绩效
20

工厂将碳减排要求纳入供应商管理，带动产业链协同降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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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零碳工厂评价报告（样表）

零碳工厂评价报告（样表）见图 B.1。

报告编号：XXXXXX

XXXX
零碳工厂评价报告

申报单位：

评价机构：

报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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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评价目的

1.2 评价范围

1.3 评价准则

2 评价过程和方法

2.1 评价组安排

2.2 文件评审

2.3 现场评价

3 评价发现

3.1 基本要求

3.2 管理体系

3.3 监测核算

3.4 降碳措施

3.5 减排绩效

3.6 责任延伸

4 评价结论

附录1：评价指标表

附录2：参考资料清单

图 B.1 零碳工厂评价报告（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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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零碳工厂评价流程

零碳工厂评价流程见图 C.1。

图 C.1 零碳工厂评价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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