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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为助力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根据《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于 2022 年 4 月提

出新标准立项建议，并于 2022 年 6月正式通过标准立项计划。

1.2 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组

按照新标准立项计划，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并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牵头标准的起草工作。

（2）编制调研

工作组搜集了国内外相关的政策、法规、标准或技术资料，通过

座谈、走访、查阅资料等多种方式开展调研，在此基础上确立标准框

架和思路，编制形成《环保咨询服务机构碳中和服务能力评价技术规

范》草案。

（3）标准立项

2022 年 5月 28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召开标准立项评审会，

对立项材料进行技术审查，经过专家论证，同意以《碳排放管理咨询

服务能力评价技术规范》的名称立项，并对标准下一步的研编工作进

行了指导、明确了方向。

（4）标准编制

2022 年 7月 12 日，标准编制组召开所有参编单位工作讨论会，

制定了标准研制计划，部署了工作任务及任务分工。2022 年 7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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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编制组多次召开编制内部讨论会以及征求相关外部专家的意见，

对标准草案稿进行深度研讨、修订，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10 月 13 日，标准编制组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

咨询外部专家意见。专家建议就征求意见稿邀请多家企业开展实测以

反馈相关问题。

2022 年 10 月～11 月，标准编制组邀请多家企业结合征求意见稿

进行试打分，采纳了多家企业在试打分过程中反馈的意见。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3 月，标准编制组结合专家建议和企业反

馈情况，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完善。

2.标准编制原则

（1）科学性：设计科学的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

系准确反映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的内容与特征。

（2）引导性：指标体系能够用于引导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机构

向专业、规范、创新等方向提升服务能力与质量。

（3）发展性：指标体系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以满足碳排放

管理咨询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

（4）易操作性：指标体系具有合理的层次结构，易于量化与信

息获取。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程序应可执行。

3.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主要包括引言及正文内容两大部分内容：

其中引言部分主要包括制定本标准的背景、目的、原则、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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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评价程序以及结果应用等 8个

章节内容。

0 引言

标准编制的背景介绍，以及标准主要编制思想。

1 范围

明确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能力评价的内容和适用组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或参考的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标准中需要解释的术语和定义。

4 评价原则

设计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能力评价指标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5 评价指标体系

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指标与要素。

6 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

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的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方式。

7 评价程序

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评价启动、评价实施和形成结果的过程。

8 结果应用

基于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评价结果发证和证书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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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本文件的内容不涉及试验。

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为确保其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编写组邀

请了行业专家、相关咨询服务机构，各咨询服务机构进行模拟打分，

并对指标体系中有关定性、定量的指标进行了调整。

5.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本文件无规范性引用文件。

6.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本文件在“术语和定义”章节适当借鉴了 ISO 国际标准，并就术

语和定义结合我国的特点进行了优化，具有较好的阅读性，符合我国

的习惯。

7.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无重大意见分歧。

8.标准推广应用措施及预期效果

（1）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争取标准颁布实施后尽快在行业推广。

（2）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开展标准的应用试点，有重点、有

计划的推行本标准。

（3）定期对本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调查，掌握动态，并对实施效

果进行跟踪评估，及时解决实施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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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9.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工业园区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指南
	工业园区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指南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与工业园区及其系统边界相关的术语
	3.2　与管理体系有关的术语
	3.3　与碳有关的术语

	4　工业园区所处的环境
	4.1　了解工业园区及其所处的环境
	4.2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4.3　确定碳排放管理体系的范围
	4.4　碳排放管理体系 

	5　领导作用
	5.1　领导作用和承诺
	5.2　碳管理方针
	5.3　组织的角色、职责和权限

	6　策划
	6.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6.2　碳管理目标、指标及其实现的策划
	6.3　碳评审
	6.4　碳管理绩效参数
	6.5　碳管理基准
	6.6　合规义务
	6.7　变更的策划

	7　支持
	7.1　资源配置
	7.2　能力和意识
	7.3　文件和记录

	8　实施和运行
	8.1　总则
	8.2　设计
	8.3　变更控制
	8.4　碳数据管理

	9　绩效评价
	9.1　管理体系的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
	9.2　适用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合规性评价 
	9.3　内部审核 
	9.4　不符合、纠正、纠正措施及预防措施
	9.5　管理评审

	10　改进
	10.1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10.2　持续改进

	附录A（资料性）工业园区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流程文件参考

	工业园区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指南
	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2.标准编制原则
	3.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5.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6.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7.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8.标准推广应用措施及预期效果
	9.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碳排放管理服务能力评价技术规范
	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能力评价技术规范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评价原则
	4.1　科学性原则
	4.2　易操作原则
	4.3　引导性原则
	4.4　发展性原则

	5　评价指标体系
	6　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
	6.1　评价方法
	6.2　评价等级划分

	7　评价程序
	7.1　评价启动
	7.2　评价实施
	7.3　评价结果

	8　结果应用
	8.1　评价证书有效期
	8.2　评价证书的撤回

	附  录 A（资料性）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能力评价量表参考示例
	附  录 B（资料性）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参与评价表参考示例
	附  录 C（资料性）评价工作流程图
	附  录 D（资料性）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机构能力评价证书

	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能力评价
	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1.2 编制过程

	2.标准编制原则
	3.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4.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5.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6.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7.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8.标准推广应用措施及预期效果
	9.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工业园区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指南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与工业园区及其系统边界相关的术语
	3.2　与管理体系有关的术语
	3.3　与碳有关的术语

	4　工业园区所处的环境
	4.1　了解工业园区及其所处的环境
	4.2　理解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4.3　确定碳排放管理体系的范围
	4.4　碳排放管理体系 

	5　领导作用
	5.1　领导作用和承诺
	5.2　碳管理方针
	5.3　组织的角色、职责和权限

	6　策划
	6.1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6.2　碳管理目标、指标及其实现的策划
	6.3　碳评审
	6.4　碳管理绩效参数
	6.5　碳管理基准
	6.6　合规义务
	6.7　变更的策划

	7　支持
	7.1　资源配置
	7.2　能力和意识
	7.3　文件和记录

	8　实施和运行
	8.1　总则
	8.2　设计
	8.3　变更控制
	8.4　碳数据管理

	9　绩效评价
	9.1　管理体系的监视、测量、分析和评价
	9.2　适用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合规性评价 
	9.3　内部审核 
	9.4　不符合、纠正、纠正措施及预防措施
	9.5　管理评审

	10　改进
	10.1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10.2　持续改进

	附录A（资料性）工业园区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流程文件参考

	碳排放管理服务能力评价技术规范
	前言
	引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评价原则
	4.1　科学性原则
	4.2　易操作原则
	4.3　引导性原则
	4.4　发展性原则

	5　评价指标体系
	6　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
	6.1　评价方法
	6.2　评价等级划分

	7　评价程序
	7.1　评价启动
	7.2　评价实施
	7.3　评价结果

	8　结果应用
	8.1　评价证书有效期
	8.2　评价证书的撤回

	附  录 A（资料性）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能力评价量表参考示例
	附  录 B（资料性）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参与评价表参考示例
	附  录 C（资料性）评价工作流程图
	附  录 D（资料性）碳排放管理咨询服务机构能力评价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