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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碳政策背景



u 《巴黎协定》核心目标是：实现与前

工业化时期相比，将全球温度升幅控

制在2℃以内，并争取把温度升幅限

制在1.5℃；

u 中国于2016年9月正式成为缔约国。

目前，已有184个国家加入了《巴黎

协定》；

u 主要国家和地区如中国、俄罗斯、欧

盟、美国（拜登政府加入），于

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

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国际

巴黎协定：全球升温控制到2℃以内，并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制在1.5℃



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国际

注：1、除中国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目前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时间都在2050年。
       2、发达国家基本自然达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已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
已提出碳中和目标但无具体内容
尚未提出碳中和目标

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65%以上和世界经济70%以上的国家已做出碳中和承诺。 目前，英国、日本、
墨西哥、欧盟、韩国、菲律宾、美国加州等国家和地区已经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项法律。

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承诺



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国际

国家行为主体也自下而上地加入碳中和行动中。根据联合国气候雄心网站联盟（Climate 

Ambition Alliance: Net Zero 2050）的统计，截至2021年4月16日，全球已有191个国家、243个地区
、1174家投资者、10748个城市、1985个组织、5031家企业加入该联盟。



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国际

u 2023年5月，CBAM正式通过，2023年10月试运行，进口方需要报告进口商品的碳排放情况，3年过渡期后，2026年全面

实施；涵盖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氢气，特定条件下的间接排放、某些前体以及一些下游产品，例如螺钉和螺栓

以及类似的物品铁或钢。

1、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国际政策或法案的出台，相关产品或者企业的“碳” 标签等环境信息的披露将成为必选项。

2、美国：清洁竞争法案CCA

u 2022年6月，美国民主党提交了《清洁竞争法案》（CCA），2024年开始，对碳排放水平高于美国产品的平均碳含量（基

准线值）的部分征收55美元/吨的碳税。涵盖一些能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如化石燃料、石化产品、纸浆、纸张等；2026年

开始，对进口产品的征税范围将进一步延伸至下游制成品。

3、法国：气候法案

u 2021年4月，法国修改了《气候法案》，立法要求服装和纺织品添加“碳排放分数”标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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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20年9月22日）

    中国陆续发布了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支撑措施，构

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持续推进能源、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行业、企业

率先达峰，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的努力作出积极贡献。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上的讲话（2021年10月31日）

国际承诺

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中国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

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

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22年10月16日）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

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

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2021年9月21日）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
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森林蓄积量

达到180亿立方米，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

       2025年目标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左右，

森林蓄积量达到190亿立方米，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实现稳中有降。

       2030年目标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碳中和目标顺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

果，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

       2060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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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中国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节能降碳增效行动

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

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

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

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

绿色低碳全民行动

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

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

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

重点任务

    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2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

年下降18%，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

基础。

    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2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顺利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

主要目标

石化产业链绿色低
碳体系建立

企业运营节能减排

产品绿色低碳转型

石化产业
绿色低碳行动

一、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中国         

碳足迹评价

低碳产品认证

绿色产品认证

节能认证

环保认证

绿色低碳认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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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绿色低碳认证行动



二、绿色低碳行动-碳标签

碳标签起源及发展

碳标签：是指将产品生命周期（即从原材料获取、制造、储运、分销、使用、废弃

到回收的全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产品包装上用量化的数据标示出来，以标

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排放信息。即将产品碳足迹相关信息以标签的形式告

知消费者。



二、绿色低碳行动-碳标签

碳标签起源及发展

u 英国是最早对产品推出碳标签制度的

国家。2007年3月试行推出全球第一

批标示碳标签的产品，包括薯片、奶

昔、洗发水等。

u 2008年4月，乐购（Tesco）开始在

20种商品试点碳标签。

u 日本紧随英国，鼓励各公司自愿推出

产品碳标签。

u 欧盟、法国、韩国、泰国、瑞士、瑞

典、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也纷纷

推出碳标签。

各国家/地区碳标识机制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1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产品碳足迹评价制度，评价产品超过2500种。



国推自愿

企业自愿

企业自愿

企业自愿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认监
委关于印发《低碳产品认证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3〕279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节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
法》（总局令2015第168号）第一批：通用硅酸盐水泥、平板玻璃、铝合金型材、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第二批：建筑陶瓷砖（板）、轮胎、纺织面料。

低碳产品认证目录

我国产品碳标签整体构架：认证领域主要以自愿或国推为主

        产品碳足迹评价

    碳中和产品评价

减碳产品评价

国家低碳产品认证

二、绿色低碳行动-碳标签



u 国内认证机构: CQC、CTC等具有国企背景和一些民营机构;

u 国外机构：tuv南德、BV、SGS等；

u 国内外机构针对碳足迹认证的互认还处于早期谈判阶段，未形成

规模互认，企业都是根据国内或国外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碳足迹

认证，以满足出口或供应链的碳信息披露要求。

u CQC 2009年获得UNFCCC-EB的批准，成为国内首批清洁发展机

制指定经营实体（DOE）；

u 以CDM项目审定与核查为起点，碳业务领域已经扩展至产品碳标

签评价、企业温室气体核查、低碳产品认证、碳中和核查等多个

认证与服务项目。

u 与“碳”相关的大绿色认证业务还有：中国节能认证、中国环保

产品认证、中国节水认证、中国原生态产品、水足迹认证、中国

绿色产品认证。

二、绿色低碳行动-认证实践



二、绿色低碳行动-认证实践

CQC碳标签现状
n 国内最早开展碳足迹核查，2011年颁发首张产品碳足

迹证书；

n 国内最早获得低碳产品认证资质，发证数量占全国发证

量的50%以上；

n 产品碳足迹核查服务领域涉及化工、建材、机械、电汽、

电子等众多行业，获证产品达数百种，有效碳足迹证书

1000余张，快速增长中，2022年中英文证书超过260

张；

n 目前“碳中和产品”或“零碳产品”等认证项目，受到

企业的越来越多关注，证书申请增长较快。



二、绿色低碳行动-碳足迹评价

产品碳足迹认证

实联化工：获得纯碱、氯

化铵等产品碳足迹认证，

其碳标签标签张贴在包装

包装上，受到客户的青睐

，助力企业低碳绿色化生

产与营销。

产品碳足迹： 是指某个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各种GHG排放量的总和，通常以吨或公斤二氧化碳当量来表示。



CQC  化工行业产品碳足迹业绩

二、绿色低碳行动-碳足迹评价

1 PCF-2020-HG-0010 聚乙烯醇（PVA）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2020.6.10

2 PCF-2021-HG-0032 丙烯酸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8.9

3 PCF-2018-HG-0004 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PTA） 江苏虹港石化有限公司 2018.4.19

4 PCF-2023-HG-0003 十二碳醇酯/RTC-12 润泰化学（泰兴）有限公司
2023.1.10

5 PCF-2016-HG-0023 轻质纯碱 实联化工（江苏）有限公司 2016.10.8

6 PCF-2016-HG-0024 重质纯碱 实联化工（江苏）有限公司 2016.10.8

7 PCF-2016-HG-0025 氯化铵 实联化工（江苏）有限公司 2016.10.8

8 PCF-2016-HG-0017 H-1金油涂料 登王化学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2016.6.30

9 PCF-2022-CASME-
0001 UV三防漆 广东锐涂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22.3.7

10
PCF-2011-0005

涂料/JRM9000海藻泥全能净5合1（哑
光）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11.9

11
PCF-2011-0006

涂料/JRM9050海藻泥全能净全效（哑
光） 嘉宝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11.9

12 PCF-2023-YJ-0055
锂电池用电解铜箔 (LiB) 长春化工（江苏）有限公司 2023.5.6

13 PCF-2023-YJ-0056
印刷电路板用电解铜箔 (WO) 长春化工（江苏）有限公司 2023.5.6

CQC  化工行业产品碳足迹业绩 丙烯酸



二、绿色低碳行动-低碳产品认证

是指与同类产品或者相同功能的产品相比，碳排放量值符合相关低碳产品评价标准或者技术规范要求

的产品。-----《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发改委和认监委于2013年4月组建了
低碳认证技术委员，秘书处设立在CQC。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认监
委关于印发《低碳产品认证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3〕279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节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
法》（总局令2015第168号）

第1批（2013）：通用硅酸盐水泥、平板玻璃、铝合金型
材、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第2批（2016）：建筑陶瓷砖（板）、轮胎、纺织面料。

认证目录

低碳产品



二、绿色低碳行动-低碳产品认证

方式：定性+定量

方法：评价指标+评价值

用途：横向比较

        （行业管理）

          

低碳产品认证方式

评价值确定原则（领跑原则）：主要根据国内相

关产业的生产和管理实际，结合国际调研结果，选取行

业前20%碳排放水平作为评价值。

轮胎：碳足迹数值（生产阶段）+轮胎滚动阻力（使用阶段）



二、绿色低碳行动-减碳产品认证

Ø 地方政府业绩考核依据之一；

Ø 申请地方相关财政奖励资金的依据；

Ø 企业产品招投标的采信依据；

Ø 推动节能减排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转变，促进节能和减碳；

Ø 引导消费者采取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Ø 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等。

认证依据与标准化     

采信



复合PE替代铝箔

二、绿色低碳行动-低碳产品认证

Ø 是指企业通过实施节能降碳措施，提高产

品在整个生命周期阶段的资源利用效率和

能效水平，比如管理优化、低碳原材料替

代、能效提高等措施，实现产品全生命周

期温室气体排放削减。

Ø 对于实施两次以上碳足迹核查的同一产品，

如碳足迹有所减小，可申请减碳产品评价

与核查。颁发减碳证书与减碳标签。

减碳产品  

康美绿芯包材：

使用复合PE替代铝箔，

产品碳足迹降低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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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化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建议



企业角度：应以企业和产品绿色低碳发展为出发点，重点关注标准化、数据库、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和制度、贸易壁垒等方面

1）积极参与“双碳”标准制定，为碳标签的报告与交流奠定标准基础

u国际标准为主，方法与框架性标准已经具备基础，但用于具体产品碳标签的标准缺口较大，如产品种类

规则等，阻碍了产品碳标签等环境信息的交流与沟通；

u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已经成立—企业需对接国际标准，应积极参与标准制定，积极推进产品

碳足迹、EPD等国标、行标的制定；

u主管部门、企业应联合同行、协会、第三方机构等先开展轮胎产品碳标签的相关团标制定，为进一步标

准升级和产品碳标签评价奠定基础。

三、石化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思考与建议



2）建立行业/企业层级碳数据库：数据库以国外为主，国内缺口很大

3）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和制度，明确各方减碳责任，强化头部企业管理与引导
u企业基于自身特点，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响应政策和外部市场需求；

u企业基于双碳目标和需求，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和制度，包括碳排放数据监测、诊断优化、碳市场对接、

供应链管理制度、人员能力建设等；

u进一步明确企业各部门和各级供应链的具体职责，管理和优化自身与供应链碳排放，引导和影响各级供

应商开展碳减排。

三、石化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思考与建议



三、石化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思考与建议

企业的绿色低碳化发展，需多方位建立配套政策，消费者、企业、第三

方机构、标委会、主管部门协调发力推进。

4）建立企业法规应对体系或机制：降低贸易壁垒影响

u自身：紧密关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国《气候法案》 等国际政策法规的变化趋势，以

及国内主管部门与之对应的法规，增强企业合规管理和应对风险能力；

u对外交流合作：可通过合作交流，寻求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培训和辅导，建立企业针对新法规的应对体

系，确保及时满足新的法规要求，降低贸易壁垒影响，抢占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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