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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企业以其高耗能、高碳排放的特有属性已成为落实“双碳”战略的重要主体。开展企业碳排放核算

工作，可为企业碳排放管理、国家碳减排政策的制定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高效运营提供数据支撑。

本文简述了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梳理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演变，并针对目前我国工业企

业碳排放核算管理存在的诸多不足，提出了相应改进建议：从国家层面，应加强碳排放基础数据库的建

设、加大碳排放管控行业企业覆盖范围；从行业层面，应构建协调统一的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核查

标准体系，并针对一般碳排放单位建立企业碳排放分级评价制度；从企业层面，应加强碳排放数据在线

监测管理并对其进行数字化赋能，提升全员碳排放管理意识，设置碳排放管理核算专职人员。整体统筹

部署，增强碳排放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可比性、可追溯性，提升碳排放核算工作效率，助力推进我国“双

碳”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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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carbon emissio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
tr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can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and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proposal of the global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comb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ie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in the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carbon emission database and increase the coverag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t the industry level, a coordinated and unified enterprise car-
bon emission account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standard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 hierarchical evaluation system of enterprise carbon emiss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general 
carbon emission units.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online monitoring and digi-
tal management of carbon emission data,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of all employees, and set up full-time personnel for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 
Through overall planning and deployment, enhance the accuracy, comparability and traceability 
of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result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and 
help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goal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z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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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

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

现碳中和”。正式拉开了我国“双碳”发展的序幕，“碳达峰”代表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碳中和”

代表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双碳”目标一经提出，受到了全国各行各业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在我国，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仍存在高度耦合关系。在此国情背景下，我国要在保证经济高速稳健发展的同时，控

制碳排放总量，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国工业企业碳排放量约占总碳排放量的 70%以上[1]。由此可见，

加快我国工业企业“双碳”发展进程对我国整体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实现“双碳”目标，要科学地把握发展节奏，聚焦重点地关键技术。要着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

化调整，开展绿色低碳发展技术攻关与推广、构建碳排放全交易市场化运营机制、健全绿色低碳政策体

系、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立协调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报告核查体系等。其中，准确进行碳排放核算，

是摸清我国碳排放底数，制定相关碳减排政策[2]，开展上述重点工作的基础。基于此，本文简述了全球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梳理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演变，并在重点总结我国工业企业碳排放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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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2. 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工业发展的传统模式高度依赖“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与物质资源，长此以往的发展，致使全球气

候变暖。如不加以控制，预计到 21 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将很有可能超过工业化前水平 4℃。有研

究指出，未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一旦超过 2℃，人类将很有可能面临难以预估的危险。《巴黎协定》在

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该《协定》是全球层面针对气候变化商讨的协定，由全世界 178 个缔约方共同签署，

该《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上升幅度控制在 2℃以内，并争取将上升幅

度限制在 1.5℃以内[3]。有研究表明，只有全球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才有可能实现这

一目标。该《协定》正式发布实施后，国际社会积极采取行动，并做出相应承诺，见表 1。 
 

Table 1. List of commitments of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表 1. 全球主要工业国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一览表 

发表时间 国家/组织 承诺实现时间 承诺性质 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 

2017 年 6 月 瑞典 2045 年 法律规定 约 55 年 

2019 年 6 月 英国 2050 年 法律规定 约 80 年 

2019 年 12 月 欧盟 2050 年 提交联合国 约 60 年 

2020 年 9 月 中国 2060 年 政策宣示 约 30 年 

2020 年 10 月 日本 2050 年 政策宣示 约 40 年 

2020 年 10 月 韩国 2050 年 政策宣示 约 40 年 

2020 年 11 月 加拿大 2050 年 政策宣示 约 45 年 

2021 年 1 月 美国 2050 年 政策宣示 约 45 年 

2021 年 5 月 德国 2045 年 法律规定 约 55 年 

 
目前，全球范围内有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已达峰值，实现了“碳达峰”[4]，已有 125

个国家和地区作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其碳排放量总和约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75%。

全球已正式步入“碳中和时代”[5]。 
我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于国内发展、国际影响均具有积极意义与深远影响。从国内维度来看，

此次声明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加明确的高要求，推进建设美丽中国进程。

从国际维度看，这一声明充分体现了我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担

当，为全球各国树立了典范[6] [7]。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在未来 40 年间先后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也面临着相当艰巨的挑战。 

3.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演变 

我国出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6 年 3 月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

该文件提出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指出我国要在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

耗降低 20%左右；随后，2007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正式拉开了我国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出台具体措施的序幕。2008 年 10 月，我国印发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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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2008)》白皮书，全面系统梳理了我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该文件成为了我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纲领性文件。随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成效的积累，以及全球气候与时俱进的变化，该文件分

别于 2011 年 11 月、2021 年 10 月进行了更新；2009 年 12 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国向全球首次

提出了“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的重要承诺；2011
年 3 月，我国发布了《“十二五”规划纲要》，文件明确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与任务，使气

候变化议题开始进入我国顶层设计，同年发布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方案》

提出“到 2015 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0 年下降 17%”。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将碳排放权合理商品化，并选定北京、广东、深圳、

天津、重庆、上海及湖北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8]，率先开启碳排放权交易；2012 年 6 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此举措标志着我国自愿碳减排交易的开始；

2013 年 6 月，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开始交易。同年 11 月，我国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

化战略 2013》，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标志着我国首次将适应气候变化提

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对提升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综合实力具有重大意义；2015 年 6 月，我国在向《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提出“到 2030 年，我国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 2005 年下降 60%~65%”；2016 年 3 月，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布，

《纲要》提出“要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同年 10 月，在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5 年下

降 18%”；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为

中国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双碳”目标提出后，2021 年 1 月 5 日，我国生态环境

部印发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明确了支撑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两大系统；

2021 年 3 月 15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把“双碳”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随后，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在 7 月 16 日正式启动上线交易。10 月 24 日、26 日，国务院先后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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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对推进“双碳”

工作作出总体部署。为保证顺利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的目标，《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我国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 2020 年下降 18%；到 203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 
近期，我国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0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指出：“2020 年和‘十三

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5 年下降 18.8%，超额完成

了‘十三五’下降 18%的目标。”标志着我国“碳达峰”行动正在按计划有序开展实施中。 

4. 工业企业碳排放核算实践 

我国高度重视碳排放核算体系的构建[9]，“十二五”期间便着手部署相关工作。2013 年 5 月，出台

的《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统计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制度，

加快构建国家、地方和重点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与核算体系[10]。同时，为助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于 2013 年 10 月、2014 年 12 月、2015 年 7 月分三批先后发布了发电、钢

铁、化工等23个行业和工业其他行业企业通用的共24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鉴于发电设施的高碳排放属性，国家生态环境部于 2021 年 3 月发布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 发电设施》，截止目前，我国共发布了 25 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文件，

让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有标可依。2014 年 1 月，我国开始实行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送制

度，规定的报告主体与报告内容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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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目前我国针对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 8 大重点排放行

业中的重点排放单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碳排放核算、报告与核查制度，夯实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

额分配的数据基础，也为国家制定碳减排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撑[11]。而符合管控范围的重点排放单

位目前只有约 10000 家，大量的一般碳排放单位目前尚未覆盖，亟需出台相应管控措施，强化企业碳排

放管理主体意识，总体推进我国“双碳”发展进程。 
 

Table 2. List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submission requirements of key emission units in China 
表 2. 我国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报送要求一览表 

发文名称 报告年份 报告主体 温室气体 报告内容 

《关于组织开展重点企(事)
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

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4] 
63 号) 

2013 
2014 
2015 

2010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13000吨二氧化碳当

量，或 2010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 5000 吨

标准煤的法人企(事)业单位，或视同法人的独

立核算单位。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报告主体基本情况、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其他相关的情况等 

《关于做好 2016、2017 年度

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

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发
改办气候[2017] 1989 号) 

2016 
2017 

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

航空等 8 大重点排放行业中 2013 至 2017 年任

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符合上述

条件的自备电厂(不限于以上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

关数据、指南中未涉

及的其它相关基础数

据、排放监测计划等 

《关于做好 2018年度碳排放

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

制定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函[2019] 71 号) 

2018 

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

航空等 8 大重点排放行业中 2013 至 2018 年任

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符合上述

条件的自备电厂(不限于以上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

关数据、指南中未涉

及的其它相关基础数

据、排放监测计划等 

《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

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

排放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

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 
943 号) 

2019 

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

航空等 8 大重点排放行业中 2013 至 2019 年任

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符合上述

条件的自备电厂(不限于以上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相

关数据、指南中未涉

及的其它相关基础数

据、排放监测计划等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候[2021] 9 号) 
2020 

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

航空等 8 大重点排放行业的 2013 至 2020 年任

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

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纳入 2019~2020 年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

确定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以及 2020 年新

增的重点排放单位。(2018 年以来，连续两年

温室气体排放未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的，或因停业、关闭或者其他原因不再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单位除外)。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有关生产数据及支 
撑材料等 

注：报告的温室气体应包括：CO2 为二氧化碳；SF6 为六氟化硫；N2O 为氧化亚氮；PFCs 为全氟化碳；CH4 为甲烷；

HFCs 为氢氟碳化物；NF3 为三氟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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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积极发挥标准的规范引领作用，陆续将 25 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文件转变为国家标准，并根据行业发展需要新增了纺织服务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要求，

截止目前已形成国家标准 13 项，具体信息见表 3。 
 

Table 3. List of current national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表 3.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现行国家标准一览表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1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2015-11-19 2016-06-01 

2 GB/T 32151.1-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 部分：发电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3 GB/T 32151.2-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2 部分：电网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4 GB/T 32151.3-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3 部分：镁冶炼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5 GB/T 32151.4-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4 部分：铝冶炼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6 GB/T 32151.5-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5 部分：钢铁生产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7 GB/T 32151.6-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6 部分：民用航空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8 GB/T 32151.7-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7 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9 GB/T 32151.8-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8 部分：水泥生产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10 GB/T 32151.9-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9 部分：陶瓷生产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11 GB/T 32151.10-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0 部分：化工生产企业 

2015-11-19 2016-06-01 

12 GB/T 32151.11-201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1 部分：煤炭生产企业 

2018-09-17 2019-04-01 

13 GB/T 32151.12-201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2018-09-17 2019-04-01 

 
由以上可知，目前，我国只针对发电、钢铁、化工等 24 个高碳排放行业大类出台了企业碳排放核算

报告指南文件与国家标准，而工业其他行业企业的碳排放核算笼统由《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或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国家标准给

出的核算报告方法参照执行。但是工业其他行业企业覆盖范围较广，按照通用的要求进行核算报告，单

一行业内的企业很难采用一致的核算边界、排放源、排放因子等，致使同行业内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不具

备可比性，失去了碳排放核算结果提供对比基础、指导决策的意义。而且，现有出台的 24 个行业企业碳

排放核算报告的指南文件或国家标准由于不同行业的编制主体不同，致使在编制文件时，核算边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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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基础数据等也不尽相同，直接影响了核算结果，使得很难对不同行业的碳排放整体情况进行横向比

较，未能对碳减排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支撑。例如：钢铁生产企业碳排放核算明确提出应计算生产出的

固碳产品所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其他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指导文件中并未对此进行特别说明。 

5. 工业企业碳排放发展建议 

工业企业作为“双碳”政策的落实主体，做好企业碳排放核算工作至关重要。理想的碳排放核算结

果可为企业碳减排目标的设定、碳排放过程的管理以及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价等提供依据，为我国碳减排

政策的制定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提供数据支撑。提高碳排放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可比性、

可追溯性，提升碳排放核算工作效率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重点，结合目前碳排放核算存在的问

题，从国家、行业、企业三个维度提出如下建议： 
1) 在国家层面，第一应加强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完善的基础数据库对提升核算质量、提高核算工作

效率举足轻重。核算过程涉及大量的诸如：排放因子、换算参数、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势值、修正因

子等基础统计数据。可目前即使是官方出台的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文件或国家标准中给出的基础数据的

参考值也不尽相同，未出台官方核算报告指导文件的行业企业在进行碳排放核算选取基础数据时则更具

有随意性，致使核算出的结果不具备可比性，很难给出有指导价值的结果。目前，我国在能源、环境等

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对碳核算相关的基础数据进行挖掘。也可构建基础

数据在线填报系统，广泛、快速收集行业、企业相关的基础数据，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系统分析、研判，

在全国范围内给出统一的、权威的碳排放核算基础数据，构建基础数据库，在最基础层面保障核算的质

量与效率。第二应加大碳排放管控的行业企业覆盖范围。目前，我国只针对发电、钢铁、化工等 8 大高

排放行业中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重点排放单位建立了完善的核算、报告、核

查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制度，针对一般排放单位未提出系统管控要求，致使企业碳排放管理意识薄弱。

“双碳”发展坚持全国“一盘棋”，应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管控强意识，进而带到全行业企业

参与到“绿色低碳”变革中，共促发展。 
2) 在行业层面，第一应构建协调统一的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核查标准体系。目前，我国只出台

了 25 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文件和 13 项国家标准，覆盖 24 个行业大类，且出台

的文件中核算、报告的规则还存有差异，很难进行系统比较，未能有效发挥核算结果的数据支撑作用。

在碳核查方面只印发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文件，对碳排放核查行业的准入要求、

人员要求、工作流程的细化要求并未给出相应标准，很难保障核查结果的可信度。行业层面应全面通盘

考量，在全行业范围内建立协调统一的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核查标准体系，以标准引领行业规范发

展。保障出具的碳排放核算核查结果可信、可比、可支撑。第二应针对一般碳排放单位建立企业碳排放

分级评价制度。重点碳排放单位目前是“双碳”工作主抓的重点，但是“绿色低碳”是时代发展的主题，

针对大量的一般碳排放单位应尽快建立企业碳排放分级评价制度，对同行业内同产量级的企业碳排放进

行纵向对比，分等分级，积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推选碳排放评价优等企业、淘汰末等企业，以评价促

发展，助力全行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 
3) 在企业层面，第一应加强碳排放数据在线监测数字化管理。碳排放核算核查过程中涉及具体的燃

料燃烧、能源使用等活动数据、生产过程中相关的排放数据等。目前大多数企业多采用估算、测算的方

法获取相关数据，直接影响了核算结果的准确性。企业应加强碳排放数据在线监测数字化管理，对相关

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减少中间环节，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增强数据的准确性、可追溯性。让企业碳排

放管理透明化、清晰化、日常跟踪化。同时，在线监测数字化管理也将提高企业应对各级部门监管的响

应速度，整体提升碳排放监管活力。第二应提升全员碳排放管理意识，设置碳排放管理核算专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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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每个企业与个人都应肩负起相应责任，为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作出贡献。

强化碳排放管理意识是开展行动的关键第一步，以意识规范行为，企业应开展相关科普培训，提升全员

“碳素质”。碳排放管理核算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系统性，要求细致严谨。企业应设置碳排放管理

核算专职人员，保障企业碳排放管理相关工作保质保量、顺利开展。 

6. 结语 

“双碳”工作是党和国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绿色低碳”已成为我国未

来 40 年重要发展主题之一。工业企业作为“双碳”政策重点落实主体，应主动承担责任，加强企业碳排

放管理，开展最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碳排放核算工作，可为我国碳减排政策的制定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的有效运行提供数据支撑。目前，企业碳排放核算核查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一定的问题，应从

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作出相应部署与调整，提高碳排放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可比性、可追溯

性，提升碳排放核算工作效率，整体提升我国碳排放监管活力。助力推动全行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加快我国“双碳”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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