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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为发挥标准在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引领和规范作用，2021 年

12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 2021 年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行

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1 年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其中包括了石化化工、钢铁、建材行业等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行业。本批项目均为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重点标准,重点支持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建立基础通用、核

算核查、技术与装备类等标准。 

其中提出《石化化工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编制导则》的标准制定计划，

项目正式立项，组建起草组。标准计划号为： 2021-1734T-HG/SH。 

2、项目意义 

标准体系建设是“双碳”工作的重要基础。标准作为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

要方面，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作用。加快健全

双碳标准体系，既是双碳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完善重点领域绿色发展标准化保障，实现标准化生态效益的具体任务。 

《石化化工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编制导则》这一标准的制定，将为石

化化工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的编制起到指导作用，为推动国家能耗“双

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基础。为石化化工行业重点产品，如

甲醇、电石、合成氨、炼油、乙烯等产品的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的编写提供

了依据，对石化化工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的内容进行了规范化要求。 

3、编制过程 

标准立项下达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化工节能技术协会迅

速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化工节能技术协会共

同牵头标准的起草工作。工作组根据本任务制定了标准研究编制计划，并进行分

工部署，明确工作组成员职责任务。 

工作组首先以材料数据收集、文献调研、会议座谈等多种方式开展了对不

限于石化化工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指导性原则方面相关政策、标准及技术资



料的研究与学习，重点对我国石化化工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指导性原则进行

了解、学习。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本标准的草案。 

（1）2021年 12月 22 日，《石化化工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编制导则》

标准正式立项。标准立项下达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化工节能技

术协会正式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2）2022 年 9 月 15 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化工节能技术

协会针对标准内容召开了标准起草会，讨论了标准的基本内容。 

（3）2022 年 11 月 25 日，起草组完成标准草案。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和分析 

1、标准的适用范围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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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0251 炼油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31570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151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石油炼制行业碳排放基准 

现代煤化工行业碳排放基准。 

2、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石化化工行业企业的单位产品碳排放量核算

的工作基础情况。 

本标准适用于石化化工行业单位产品或单位服务量碳排放限额标准的编制。

主要分为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的内容、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的编制依据

和原则、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的取值原则： 

4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的内容 

4.1 除标准应包含的一般内容外，碳排放限额标准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术语和定义 



--单位产品碳排放3级指标 

--单位产品碳排放2级指标 

--单位产品碳排放1级指标 

--碳排放统计范围 

--碳排放核算方法 

--减排措施 

--附录：燃料低位发热量、排放因子表等 

5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的编制依据和原则 

5.1 编制依据 

编制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应主要依据以下内容： 

a)  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 

b)  近 3～5 年行业碳排放水平和相关的数据分析资料； 

c)  现有生产装置、工艺技术和排放设施的碳排放现状； 

d)  主要生产装置、工艺技术和排放设施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减排潜力； 

e)  实施减排项目的经济可行性。 

5.2 编制原则 

5.2.1 编写原则 

5.2.1.1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的格式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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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5.2.1.2  应以统计和计量资料为基础的分析法确定碳排放指标，统计计量样本

应有代表性，且有足够数量，其覆盖的产品产量（服务量）原则上应占全行业

比例的 60%以上或碳排放量应占行业总排放量 70%以上。 



5.2.1.3  应依据国家有关产品产量（服务量）和碳排放量的统计规定，明确主

要生产系统、辅助和附属生产系统中应纳入碳排放统计范围的工艺（工序）、

装置、设施和设备。  

5.2.1.4  不同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应制定相应的产品的种类规则及相

应的修正系数，以对应不同细类产品的碳排放限额指标。 

5.2.1.5  应明确产品产量（服务量）和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并确保计算方法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计算方法所涉及的范围要明确。碳排放的核算方法应符合

GB/T 32150 的规定。主要公式应写在正文中，次要公式宜放在附录中。 

5.2.1.6  统计和计算过程中各种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

率，相关物料的排放因子应优先采用企业报告期内的实测值，没有实测条件

的，可分别参考 GB/T 32151.1、GB/T 32151.2、GB/T 32151.3、GB/T 32151.4、

GB/T 32151.5、GB/T 32151.6、GB/T 32151.7、GB/T 32151.8、GB/T 32151.9、

GB/T 32151.10、GB/T 32151.11、GB/T 32151.12 中的有关数值。  

5.2.2 修订原则 

应根据国家、地区、行业或企业碳排放水平变化、减排技术发展和碳排放

管理需要，适时对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进行修订。  

6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的取值原则 

6.1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指标应首先满足产品的质量技术要求。 

6.2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指标应同时满足产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的要

求。 

6.3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指标应可促进行业减排技术进步。 

6.4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指标应以现场监测、设计计算、计量和统计资料为基

础，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确定，保证指标的可靠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6.5 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指标应划分为 3 级指标、2 级指标和 1 级指标。 



a)  单位产品碳排放 3 级指标是评价现有生产企业（装置）单位产品是否

满足最低碳排放要求的指标，取值应覆盖本行业统计范围内排放强度前 80%企

业的排放水平。 

b)  单位产品碳排放 2 级指标是评价新建及改扩建企业（装置）单位产品

是否能够达到准入碳排放要求的指标，应基于技术发展趋势和减排潜力分析制

定，取值应覆盖本行业统计范围内前 50%的排放强度水平。 

c)  单位产品碳排放 1 级指标是促进现有生产企业（装置）采用先进技

术，使单位产品碳排放达到先进水平的指标, 取值应覆盖本行业统计范围内前

10%-20%的排放强度水平。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中没有涉及到专利。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未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产生任

何的冲突。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应服从国际公约、国家现行的法

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要求。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八、负责起草单位和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由 XXXXX 提出，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和中国化工节能技

术协会联合归口。本文件由 XXXXX 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工节能技术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XX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