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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

《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要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标准提出背景

“双碳”目标下，化工园区作为石化化工企业的集合体，是行业、地方政府、

企业开展双碳工作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各部门开展双碳工作的重要支撑。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时隔一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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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制定石化化工行业和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推动石化化工行业碳达峰。2022 年

年初，工信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指出“十四五”期间，将引导化工项目进区入园，促进高水平集聚发

展，推动化工园区规范化发展，将形成 70 个左右具有竞争优势的化工园区，到

2025 年，化工园区产值占行业总产值 70%以上。同年 7 月，《工业领域碳达峰

实施方案》重申要制定石化化工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信息系统是各方推进“双碳”管理的重要工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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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加强重点用能单

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提高节能管理信息

化水平，完善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要

求建立数字化碳管理体系，包括加强信息技术在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领域的开发部

署，提升碳排放的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管控水平，促进企业构建碳

排放数据计量、监测、分析体系，打造重点行业碳达峰碳中和公共服务平台。彼

时，恰逢《化工园区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指南》（T/CPCIF 0300—2023）在稳步推

进中，该指南提出化工园区宜建设碳排放管理信息平台。

综上所述，本标准旨在通过规定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和标准化

建设过程，与《化工园区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指南》共同发挥作用，服务园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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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等多主体进行双碳管理，实现节能降碳、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履约成本

等多重目的，为化工园区建设双碳信息化平台提供指引，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

现。 

2. 任务来源及起草人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2022 年第二批下达的团

体标准项目计划，其中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将牵头组

织《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要求》编制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

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3. 主要工作过程 

（1）2023 年 1 月，《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要求》通过 2022 年

第二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 

（2）2023 年 2 月，石化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启动编制组征集工作，

与有关专家讨论标准大纲。 
（3）2023 年 4 月 20 日，以线上形式召开了标准启动会。包括化工园区、技

术单位在内多家参编单位，会议议程主要有： 

1）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冯媛媛副处长讲话，阐

明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 

2）标准主编单位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介绍标准编制的总体情况。介绍内容主要分为：标准编制背

景及目标、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工作计划。 

3）讨论标准编制纲要和分工内容：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化工园区工作委员会李连飞主任介绍了标准章

节编制分工与时间节点，标准编制分为七个编制小组，针对性开展各章节编制。 

（4）2024 年 2 月 26 日，针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全体编制组参与的线上标

准讨论会，会上及会后编制组各成员对标准讨论稿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5）在起草过程中，多次召开内部会议，并请行业相关专家，对标准的范

围、内容、框架、定义等内容展开讨论，广泛交流意见。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确定本标准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团体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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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1. 编制原则 

按照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

制定该项团体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遵循了三个总体要求： 

（1）科学性：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要求下，对国内众多行业企业

能/碳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标准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制定本标

准，作为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功能和技术要求的指导准则。 

（2）适用性：根据我国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实际情况，充分

借鉴企业和园区推进双碳管理信息系统的经验教训，制定适用性强、适度超前的

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要求指南。 

（3）先进性：本标准针对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技术制定了全面、系

统性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填补了国内关于化工园区双碳信息系统建设标准和规范

的空白。 

2. 主要内容 

本标准针对“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展开专项研究，结合各技术单位的

双碳管理经验，确定化工园区的双碳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包括能源和碳排放信息

采集、碳排放核算与分析、碳减排管理、碳资产管理和双碳目标管理，服务于园

区、行业、企业等多维度的碳排放管理。本标准规定了化工园区建设双碳管理信

息系统的系统架构、系统功能、性能要求、安全要求、质量要求、运行维护要求，

适用于指导各类化工园区建设双碳管理相关的信息系统。 

3.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标准主要内容确定的依据有： 

[1]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2] GB/T 8566-2007 信息技术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3] GB/T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4] GB/T 9385-2008 计算机软件需求规格说明规范 

[5] GB/T 9386-2008 计算机软件测试文档编制规范 

[6] GB/T 11062 天然气 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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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B/T 12501-1990 电工电子设备防触电保护分类 

[8] GB/T 13423-1992 工业控制用软件评定准则 

[9] GB/T 14394-2008 计算机软件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管理 

[10] GB/T 15532-2008 计算机软件测试规范 

[11]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12]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13] GB/T 20009-2005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评估准则 

[14] 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15]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16]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通用技术要求 

[17] GB/T 20272 信息安全技术 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18] GB/T 20273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19] GB/T 2027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和终端设备隔离部件安全技术要求 

[20] GB/T 20282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工程管理要求 

[21] GB/T 20917-2007 软件工程软件测量过程 

[22] GB/T 21367 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23] GB/T 22239-2019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24] GB/T 34286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测量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 

[25] DL/T 567.8 火力发电厂燃料试验方法 第 8 部分：燃油发热量的测定 

[26] DL/T 2376 火电厂烟气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27] HJ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28]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29]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

求及检测方法 

[30]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31] HJ 870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32]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 

[33] HJ 124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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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34] T/CAEPI 48 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35] DB 44/T 1944—2016 碳排放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6] DB 33/T 2318—2021 重点用能单位数字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要求》是立足化工园区碳排放管理现状、

国内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相关标准缺失现状，在借鉴国内外企业的

能/碳管理实践、管理系统建设的先进经验基础上，总结化工园区和企业在碳排放

管理上的实际需求所制定的。 

在该标准制定过程中，调研多家化工园区，咨询并采纳政府、企业以及相关

专家的建议，面向企业一线，具有可操作性。该标准能加强化工园区双碳管理工

作实施的可操作性，规范化工园区双碳管理工作开展的流程和手段，有助于提高

企业和园区的双碳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乃至提高市场竞争力、打造良好的

品牌形象等；为行业和地方管理部门提供参考依据，对化工园区双碳管理工作的

合理规划和实施意义重大。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此标准以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为依据，具体条文、指标等符合

相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团体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草案通过审查后，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八、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

容） 

建议标准发布后，由相关部门组织宣贯活动，使化工园区双碳工作所涉单位

了解标准，使用标准，同时反馈标准使用过程中的建议和问题，为标准的修订提

征求意见稿



6 

供基础。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第 4章 系统架构（中创碳投） 

（1）本文本条款 4.1，明确系统总体目标是服务于经济发展需要，以双碳目

标为抓手实现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 

（2）本文本条款 4.3，参考 2021 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纠正运动式

“减碳”，先立后破的要求，明确化工园区应注意防范各类风险、确保安全降碳。 

（3）本文本条款 4.4，考虑到我国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正在构建，关于碳达

峰碳中和的核算要素仍未确定，因此标准中未对此作具体规定，要求化工园区在

核算时与国家要求保持统一。 

2、第 5章 系统功能 

1.能源和碳排放信息采集 

1）本标准条款 5.1.2 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数据采集参考 GB 17167、GB/T 

21367、《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五

核算方法”“(一)燃料燃烧 CO2 排放”“2. 数据的监测与获取”的相关要求。 

2）本标准条款 5.1.3 净购入、输出热力碳排放数据采集参考《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2022 年修订版）》、《中国石油化工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五核算方法”“(五)净购入电力

和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2. 数据的监测与获取”的相关要求。 

3）本标准条款 5.1.4 净购入、输出电力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采集参考《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2022 年修订版）》、《中国石油

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五核算方法”“(五)净

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 排放”“2. 数据的监测与获取”的相关要求。 

4）本标准条款 5.1.5 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数据采集参考《中国石油化工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五核算方法”“（三）工业生产

过程 CO2 排放”“数据的监测与获取”的相关要求。 

5）本标准条款 5.1.6 废弃物处理处置工程排放数据采集参考《2006 年 IPCC

征求意见稿



7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 2019 修订版第 5 卷固体废弃物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

相关要求。 

6）本标准条款 5.1.7 固定污染源温室气体排放活动水平数据参考《固定污染

源二氧化碳连续监测技术规范》（T/CAEPI 48）、《火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自动

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火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自动监测数据联网试点工

作指南（试行）》（环办便函[2022]457 号）的相关要求。 

7）本标准条款 5.1.8 CO2 回收利用量数据参考《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五核算方法”“（四）CO2 回收利用量” 

“2. 数据的监测与获取”的相关要求。 

2.碳排放核算与分析 

1）本文本条款 5.2.1碳排放核算 

内容的编制主要参考了发改委发布的 24 个行业温室气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同时参考《产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采用核算的方法对

整个园区碳排放核算和园区内企业的碳排放核算，具体标准如下： 

① 《产业园区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② 《中国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③ 《中国电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④ 《中国钢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⑤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⑥ 《中国电解铝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⑦ 《中国镁冶炼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⑧ 《中国平板玻璃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⑨ 《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⑩ 《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11 《中国民航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格式指南（试行）》 

12 《中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13 《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14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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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煤炭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16 《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17 《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 

18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19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0 《矿山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1 《食品、烟草及酒、饮料和精制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 

22 《公共建筑运营单位（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

行）》 

23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4 《氟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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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条款 5.2.2碳排放监测 

内容的编制主要参考了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HJ-75《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技术规范》和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发布的《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排放连续

监测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并结合园区企业实际应用需求，设计了关于实时监测、

智能监控、智慧运维等功能，具体标准如下： 

①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② 《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③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④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⑤ 《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监测)系统现场端建设技术规范》 

⑥ 《固定污染源废气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⑦ 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3）本文本条款 5.2.3 能耗与碳排放统计分析 

内容的编制主要参考了《中国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报告》、《2022中国建

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从国家层面了解国家对园区能碳考核的要求，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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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报告中对于能碳的数据分析方法，同时结合园区企业实际需求，设计了多维度

（包括量与强度）的能耗与碳排放分析，同时也设计了一些方便预测的趋势分析

等功能，具体参考材料如下： 

① 《中国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报告》 

② 《2022中国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 

③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4. 碳资产管理 

1）本文本条款 5.4.1，参照全国碳市场和试点碳市场对控排企业的相关政策

文件，规定碳资产管理功能模块应具备的功能，即碳配额核算、碳配额管理、自

愿减排量管理、碳市场履约。同时为方便园区和企业的多方面需求，规定该模块

支持用户自定义和管理。 

2）本文本条款 5.4.2、5.4.3、5.4.4 和 5.4.5，将各模块功能分为两个层面，即

企业和园区。各模块都应符合生态环境部、全国碳市场和试点碳市场的相关规定。 

5.双碳目标 

1）本标准条款 5.5.1 节“一般要求”是对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双碳目

标管理的总体要求。化工园区是产业活动的空间主体，下辖企业是园区双碳工作

的实施主体，因此，双碳目标管理的具体执行对象包括化工园区和下辖企业。双

碳目标管理涉及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目标两个维度的全过程管理，包括目标制定、

分解、跟踪预警和迭代更新等。 

2）本标准条款 5.5.2 节“目标制定”要求根据国家、行业要求以及碳产业方

向，为园区构建目标制定模型。化工园区双碳目标制定原则包括国家主管部门的

管理要求、所在省市及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行业发布的相关标准与技术规范要

求等；宜具有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相关和有时限等特征。 

3）本标准条款 5.5.3 节“目标分解”参考《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规范》目

标管理要求：化工园区应依据自身行业碳排放情况建立低碳运行管理目标，包括

长期、中期、年度低碳运行管理目标，并满足以下要求：目标可包括但不限于碳

排放总量和强度、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可再生能源使用以及基础能力管理和保

障目标等，应与国家或地方低碳发展要求相适应。鉴于此，根据化工园区属性特

征，双碳目标可以从范畴上分为碳减排、碳资产管理以及碳中和等分目标；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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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尺度上，目标具有明确的实现年份及阶段性目标，并可以从时间维度进行可行

性分解建模和人工修正；从管理层级上，支持从园区层面逐级分解，按时空关系、

区域维度、管理层次等可分解至企业的颗粒度。 

4）本标准条款 5.5.4 “目标跟踪预警”参考《化工园区低碳运行管理规范》

和《绿色低碳园区数字化技术应用》中目标管理要求，定期开展低碳运行管理绩

效评价，并提供系统到用户终端设备的告警功能。鉴于此，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

息系统目标管理功能具备目标进展跟踪机制，定期评估双碳目标及各个维度上的

分解目标执行情况，并支持目标预警和超标预警、支持园区和企业定期开展双碳

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同时，为保证双碳目标的实现，支持园区和企业可结合考核

结果及政策技术更新结果，对各维度、各尺度上的目标进行增删改查制定管理。 

3、第 6章 性能要求 

本章内容的编制主要考参考了国家、行业对系统和软件工程的相关标准，结

合化工园区双碳管理信息系统的实际情况，从响应时间、数据稳定性、资源利用

率、可扩展性等角度进行相关要求，具体参考材料如下： 

（1）《系统与软件工程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OuaRE)第 10 部分:系

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2）《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系统与软件工程和评价(SOuaRE)第 51 部分:就

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3）《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指南(试行)》 

4、第 7章 安全要求 

本章内容的编制主要考参考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中国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结合各个化工园区

的信息化程度差异，在满足基本信息化安全的前提下，提出了信息系统安全等级

保护需符合《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中的二级及以上标准。 

5、第 8章 质量要求 

本标准条款 8.1-8.5 参考 GB 17167、GB/T 21367、 DL/T 2376、HJ 75、HJ 

76、T/CAEPI 48、GB/T 34286、HJ 870 、HJ 1240、HJ 38、HJ 1012、《环境空

气中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含氟温室气体手工监测技术规范》、《用能单位能耗在线

监测技术要求》（GB/T 38692）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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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9章 运行维护要求 

本标准条款 9 参考《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技术要求》（GB/T 38692）的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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