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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

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

碳足迹，通常用来衡量个体、组织、产品或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

间接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石油、煤炭等含碳资源消耗得越多，温

室气体排放量就越大，碳足迹也就越大。

碳足迹计算的是一件产品从原料开采、加工、制造、使用、再利用到

废物处理处置整个全生命周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建立碳足迹管理

体系，摸清生产端“碳家底”，有利于推动供应链全链条碳减排，帮

助人们养成低碳消费习惯。

——摘自《时事报告》2024 年

第 10 期

2020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我国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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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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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发达国家有 60年到 70 年的过渡期，而中国只有

30 年左右的时间。这意味着，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难度和力度都要

比发达国家大得多。

四年多来，我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双碳”高

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2024 年 10 月 3日，安徽省淮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新能源

用再生低碳铝热传输材料生产企业车间，工人们在赶制订单产品。位

于淮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新能源用再生低碳铝热传输材料

生产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铝热传输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知

名新能源汽车品牌，现已成为法国、日本、德国、美国、韩国等世界



知名汽车系统零部件企业的供应商，新能源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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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尝试将碳足迹管理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工具，其中产品碳足迹应用最为广泛。加快构建我国碳足迹管理

体系，有利于促进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增进碳足迹

工作国际交流互信，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021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中明

确提出了“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此后，我国

出台一系列政策部署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

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这标志着碳足迹管理正式进入国家“双碳”目标、

美丽中国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战略政策体系。

2024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 15部门联合印

发了《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紧扣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任务，分阶段明确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设目标：

——到 2027 年制定出台 10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

碳足迹管理体系初步建立；

——到 2030 年制定出台 20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

碳足迹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



在国家和地方、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多层面的协同努力之下，全国多地

多行业都在不断探索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这些实践经验通过总结和

提炼，将会有助于我国形成统一的国家标准。

浙江绍兴，拥有近 8000 家大型纺织企业，这里是世界重要纺织生产

贸易中心，印染产能占全国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全球近四分之一的

纺织产品在此交易，绍兴纺织品年出口规模已突破 1000 亿元。

2024 年 7 月，《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认证国家综合试点实施方案》

发布，绍兴市纺织产业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列入了综合试点重点任务。

浙江当地专门组建了纺织产业“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联盟，同时引

入国内和国际的认证机构，共同进行核算方法以及标准的制定。

经过多方努力，绍兴先后发布了化纤面料、棉面料和丝绸面料等系列

碳足迹技术规范的地方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还基于国际国内相关



标准和认证体系要求，打造了纺织产品碳足迹管理平台，实现产品全

流程、全周期、全覆盖的碳足迹核算。

有了这样一份清晰的产品全流程的碳足迹数据，企业就可以清楚了解

到，自己的产品在哪个环节可以进一步节能降碳，倒逼企业自身和上

下游供应链企业做出相应改变。

这样做，一方面引导企业和产业实现节能减排，获得自身利益和社会

效益，另一方面还能帮助企业主动应对国际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

占得先机。

比如，当前欧盟的碳关税已涵盖电力、水泥、钢铁等高能耗行业，预

计 2026 年将正式扩展到纺织等产业。届时，将对国内的纺织业出口

造成一定冲击，降碳是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国不少企业正迫切

需要提升环保和能效管理水平，突破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增强我国产

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建立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未来仍需要系统推进，应

加强统筹协调和多元共建，加强制度和能力建设，加强政策协同创新，

形成推广碳足迹管理的政策合力。

来源：《时事报告》2024/10、央视新闻、经济日报等

监制：洪波



责编：远景

编辑／制作：孙爽

校对：林洹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新知识新概念｜碳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