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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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修改采用 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本文件与 ISO14067：2018 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第 3 章对应 ISO 14067：2018 的 3.1；
——删除了 ISO 14067：2018 的 3.2；
——增加了 6.2.1、6.3.3、6.3.8、6.5.3；
——6.2.2、6.3.4~6.3.7、6.3.9、6.3.10 分别对应 ISO 14067：2018 的 6.2、6.3.3~6.3.6、6.3.7、6.3.8；
——7.3 对应 ISO 14067：2018 中的 7.3 和 7.4；
——增加了第 9 章；

——增加了第 10 章。

本文件与 ISO 14067：2018 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的 GB/T 24025—2009、GB/T 24040—2008、GB/T 24044—2008、GB/T 32150—
2015 和 ISO/TS 14027：2017，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增加了 6.2.1“产品碳足迹⁃产品种类规则的编制要求”，增加可操作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6.3.2“产品碳足迹的研究范围”e）中增加了数据地理边界，增加可操作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增加了 6.3.3“产品系统及其功能”，便于功能单位和声明单位的理解和确定；

——增加了 6.5.3“产品碳足迹计算公式”，增加可操作性，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7.3 中更改了产品碳足迹报告的内容，并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增加地理格网划分的相关内容，

方便对产品碳足迹报告的应用。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3.1.7 的注 2 增加了 ISO 14021 的修正内容；

——删除了 ISO 14067：2018 的 3.1.1.9 中注 3；
——3.2.1 中增加了注，删除了 ISO 14067：2018 的 3.1.2.1 中注 1、注 2 和注 3；
——3.2.2 中增加了注，删除了 ISO 14067：2018 的 3.1.2.2 中注 1、注 2 和注 3；
——删除了 ISO 14067：2018 的 3.1.2.4 中注 1 和注 2；
——删除了 ISO 14067：2018 的 3.1.3.7 中注 1；
——5.2 中增加了注 3；
——6.1 中增加了基于地理位置开展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形式和具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编制

依据；

——6.3.5.3 中增加了取舍原则中取舍比例的描述；

——6.3.8 中增加了增加数据地理边界的解释说明，以及选择地理格网划分规则和格网级别的

说明；

——6.4.1 中增加了注释；

——6.4.4 中增加了注 2；
——6.4.9.4.4 中删除了列项 5 以及与小岛屿国家的相关内容；

——6.4.9.6 中注 6 将“ISO 10381（all parts）”更改为“ISO 18400⁃101”；
——6.6 中“结果解释宜包括以下内容”中增加了列项  “描述地理格网的划分方法及地理格网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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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求原则（如适用）”；

——增加了第 9 章“产品碳足迹声明的相关要求”；

——增加了第 10 章“具体产品碳足迹标准框架”；

——增加了附录 F（资料性）“GWP 参考值”；

——增加了附录 G（资料性）“产品碳足迹报告（模板）”；

——增加了附录 H（资料性）“具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标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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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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世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在未来几十年将持续影响人类和自然系统，

并对资源可用性、经济活动和人类福祉产生显著影响。对此，全社会正在制定和执行国际、区域、国家

和地方的举措，以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GHG）浓度，并促进适应气候变化。

因此，需要基于现有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威胁采取有效和先进的应对。本文件

有助于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

GHG 减排措施依赖于对 GHG 排放和/或清除的量化、监测、报告和核查。

GHG 可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排放和清除，包括原材料的获取、设计、生产、运输/交付、使用和

生命末期处置处理。产品碳足迹的量化将有助于理解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GHG 清除增加和

GHG 减排，并采取行动。本文件详细说明了商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内 GHG 排放和清除量化（产品碳

足迹）的原则、要求和指南，并提供了产品部分碳足迹量化的要求和指南。产品碳足迹或产品部分碳足

迹相关的信息交流的要求见 ISO 14026，产品种类规则的制定见 ISO/TS 14027。
本文件基于现有生命周期评价相关国家标准 GB/T 24040 和 GB/T 24044 中确定的原则、要求和

指南，旨在为产品碳足迹和产品部分碳足迹量化设置具体要求。

本文件通过提供明确和一致的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将使组织、政府、行业、服务提供商、社

区和其他相关方从中受益。具体而言，在本文件中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将气候变化作为单一环境影

响类型进行量化的工作，有利于：

——避免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或在产品生命周期之间的重复计算；

——提供产品碳足迹量化的要求；

——有助于 GHG 减排方面的产品碳足迹绩效跟踪；

——更好地了解产品碳足迹，以便确定 GHG 清除增加和 GHG 减排的潜在环节；

——帮助促进可持续的低碳经济；

——提高产品碳足迹量化和报告的可信度、一致性和透明度；

——促进对替代产品设计和采购方案、生产和制造方法、原材料选择、运输、回收和其他生命末期

处置过程的评估；

——促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GHG 管理策略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供应链中额外效益的

发现；

——准备可靠的产品碳足迹信息。

注： 遵循 ISO 14026 中有关足迹信息交流的术语的表述，气候变化被视为“受关注领域”的一个样例。

基于本文件开展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见附录 A。

为便于国内国际交流，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有关要求,本文件的量值

单位使用“国际量值单位+物质 (元素)”的形式进行表示，如  kgCO2 表示千克二氧化碳、kgCO2e 表示千

克二氧化碳当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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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采用与生命周期评价标准（GB/T 24040 和 GB/T 24044）一致的方式，规定了产品碳足迹

和产品部分碳足迹量化和报告的原则、要求和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产品碳足迹相关研究，其结果可应用于不同的场景。碳抵消以及产品碳足迹或产品

部分碳足迹信息交流不在本文件的范围内。

本文件仅针对单一环境影响类型，即气候变化，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产生的其他潜在环境影响，也

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内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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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4025—2009　环境标志和声明　Ⅲ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ISO 14025：2006，IDT）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ISO 14040：2006，IDT）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ISO 14044：2006，IDT）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ISO 14026　环境标志和声明　足迹信息交流的原则、要求和指南（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
rations—Principle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communication of footprint information）

ISO/TS 14027：2017　环境标志和声明　产品种类规则的制定（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
tions —Development of product category rules）

ISO/TS 14071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鉴定性评审过程和评审员能力：ISO 14044：2006 的

附加要求和指南（Environmental management—Life cycle assessment—Critical review processes and re⁃
viewer competencies：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to ISO 14044：2006）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25—2009、GB/T 24040—2008、GB/T 24044—2008、GB/T 32150—2015 和 ISO/TS 14027：
201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产品碳足迹的量化

3.1.1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a product；CFP
产品系统中的 GHG 排放量和 GHG 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

环境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注 1： 产品碳足迹可用不同的图例区分和标示具体的 GHG 排放量和清除量（见表 1），产品碳足迹也可被分解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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