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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俊斌 本报记者 滕继濮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发 布 35 项 新 产 品

碳 足 迹 评 价 技 术 标 准 ，范 围 涵 盖 无

人 机 、投 影 仪 、医 疗 器 械 、智 能 手 表

等 ；上 海 启 动“ 产 品 碳 足 迹 认 证 ”试

点 ，率 先 在 钢 铁 等 行 业 推 动 ；云 南

印 发《云 南 省 碳 足 迹 核 算 重 点 产 品

目录清单》，包括 11 个行业 37 个类别

145 种 重 点 产 品 ……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

多 地 产 品 碳 足 迹 管 理 体 系 建 设 工 作

持续推进。

不久前，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通则

国家标准《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

要求和指南》（以下简称《通则标准》）正

式实施。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

菲说，《通则标准》规定了产品碳足迹的

研究范围、原则和量化方法等，采取与

国际通行的生命周期评价标准一致的

原则编制，为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和数

据国际互认打下基础。

完善核算体系

碳足迹通常是指以二氧化碳当量

表示的特定对象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

除量之和，特定对象包括产品、个人、家

庭、机构或企业。这一指标可以用来反

映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为实现温室

气体减排提供参考。

“ 产 品 碳 足 迹 是 碳 足 迹 中 应 用 最

广的概念，是指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所

产生的碳排放量总和，包括原材料的

生产、运输、分销、使用、废弃等流程，

是衡量生产企业和产品绿色低碳水平

的重要指标。”裴晓菲说，比如塑料袋

的 生 产 过 程 需 要 消 耗 大 量 的 石 油 资

源，使用塑料袋会增加碳足迹；太阳能

热水器利用太阳能进行加热，不需要

使用传统能源，能减少碳排放，进而减

少碳足迹。也就是说，二氧化碳排放

量越小，碳足迹就越小，反之碳足迹就

越大。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研究员田金平

说，在标准体系方面，《碳达峰碳中和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文件都要求加

快研制产品碳足迹核算基础通用国家

标准，参与碳足迹核算相关国际标准

制定；在政策体系方面，《关于加快建

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

施方案》《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

理体系的意见》等文件对碳足迹核算

与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系统而

具体的部署。

今年 5 月，生态环境部等 15 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

实施方案》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产品碳

足迹管理体系建设明确了“任务书”和

“施工图”。该实施方案提出，要发布重

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优先聚焦

电力、煤炭、天然气、燃油、钢铁、新能源

汽车、光伏和电子电器等重点产品，制

定发布核算规则标准等。到 2027 年，碳

足迹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制定出台 10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

到 2030 年，碳足迹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制定出台 20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

算规则标准。

助力低碳转型

相 较 于 国 际 标 准 ，近 日 起 实 施 的

《通则标准》增加了编制具体产品碳足

迹标准的参考框架、数据地理边界信息

建议等，内容丰富，也更具有操作性，填

补了国内产品碳足迹核算通用标准的

空白，为指导编制具体产品碳足迹核算

标准提供了依据。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

分院研究员李鹏程说，量化产品碳足

迹 有 助 于 企 业 识 别 碳 排 放 量 大 的 环

节，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实施降碳措

施，加强供应链、价值链中的碳排放管

理，促进绿色低碳消费，助力绿色低碳

转型。

纺织业属于典型的高能耗行业，是

浙江省的主导产业之一。为推动绿色

发展，浙江省绍兴市发布了化纤面料、

棉面料和丝绸面料等系列产品碳足迹

地方标准，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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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产品全流程、全周期、

全覆盖的碳足迹核算。据了解，根据地

方标准和管理平台，企业应进一步节能

降碳的环节变得一目了然。例如，浙江

布创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就在厂房屋顶

安装了太阳能光伏，这一举措不仅满足

了企业 50%的用电需求，还有效减少了

企业的碳足迹。

推动全链条减排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田春秀表示，建立碳足迹管

理体系，摸清生产端“碳家底”，有助于

推动供应链全链条碳减排。

“产品的碳足迹核算工作不仅是产

品生产企业的责任与任务，也需要产品

所属产业链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和配

合，只有产业链中各行业各企业相互

配合才能更加准确、有效地开展产品

碳足迹核算工作，计算产品碳足迹数

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院长

杨旭东说。

以电池行业为例，随着新能源汽车

的普及，首批动力电池即将迎来回收高

峰，如何回收再利用，成为摆在整个行

业面前的大问题。

我国首个车用锂离子电池碳足迹

量化团体标准《碳足迹量化方法车用

锂离子电池》日前出台。在此基础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管理研究中

心主任谢明辉进行了电动汽车碳足迹

及动力电池碳足迹的研究，结果表明

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的碳排放分别为

25022 公斤和 39497 公斤；采用定向循

环工艺、循环再生工艺回收 1 公斤动力

电 池 ，分 别 可 减 少 碳 足 迹 2.76 公 斤 、

3.75 公斤。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说，为了做

到可持续发展，宁德时代构建了电池全

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涵盖上游供应链、

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和再制造等

各个环节，致力于电池最大化循环利

用，通过量化产品碳足迹促进动力电池

的回收和再生。数据显示，2023 年宁德

时代回收了 10 万吨废旧电池，锂、镍钴

锰回收率分别达到 91%、99.6%。

我国碳足迹管理体系逐步健全完善

摸清产品“碳家底”提升经济“含绿量”

近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会上，陕西省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徐田江说，陕西省加强水土保持，全面启动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新建淤地坝 177 座，完成营造林 2636 万亩，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 1.25万平方公里，年均入黄泥沙量较上个十年减少三成。

“今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五周年。黄

河多年一直‘体弱多病’，生态本底差，水资源短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弱，沿

黄各省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为突出。”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

长孙有斌告诉记者，“陕西位于毛乌素沙地南部、黄河‘几字弯’腹地，肩负着

打好全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的重任。作为全国‘三北’工程建设的重点省

份，陕西是阻止西北风沙东越南侵的重要防线。”

陕西省水利水电设计院院长魏克武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黄河干流在陕

境内全长 719 公里，流域面积达 13.3 万平方公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涉

及陕西省 9 市（区）68 县（市、区），涵盖了陕西省全部荒漠化、沙化土地和

70%的水土流失区域。

陕西省林业局局长郑重说，在打好陕西黄河“几字弯”攻坚战过程中，陕

西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以当地的水资源承载力为约束条

件，做到以水定绿、以水定林、量水而行，坚持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

宜湿则湿、宜荒则荒、宜沙则沙原则，真正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记者了解到，根据不同沙化土地分布特点和水资源承载

能力，陕西探索出了一套适合省情的科学治沙体系，将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区县划分为毛乌素沙地防沙治沙攻坚区、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攻坚区、关中生态经济协同推进区3个治理区。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是陕西省国土绿化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的重中之重。该市集中了全省 40%以上的造林空间和 99%的沙化土地，是

陕西省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的核心区。

据了解，榆林市依托国家“双重”工程及中央财政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

目，对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脆弱区进行综合治理，重点实施生态

廊道建设、重点区域绿化、沿黄防护林提质增效、林草产业、封山（沙）育林等

项目，持续开展乔灌木替代蒿类植物试点，偏远山区、沙区飞播造林等工

作。如今，榆林市年均入黄泥沙量从 2000 年的 5.13 亿吨降到 2.12 亿吨，水

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实现“双下降”。

“渭河是黄河第一大支流，是陕西人民的‘母亲河’。陕西强化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坚持‘四水四定’，完成渭河、泾河等 18 条跨市河流水量分配。

水资源刚性约束指标体系基本建立。2023年，流域实际用水总量 68.57亿立

方米，低于国家考核控制用水指标。”陕西省水利水电设计院党委书记田进

告诉记者。

据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张金东介绍，2023年，陕西黄河流域水环境

质量达到近 20年来最好水平。其中，渭河干流连续 6年达到Ⅲ类水质。

如今，陕西的森林面积和蓄积实现“双增长”，沙化面积和程度实现“双减

轻”，以陕北为核心的黄土高原成为全国连片增绿幅度最大的地区，“人进沙

退”“绿进沙退”的故事每天都在三秦大地上演。

陕西：“人进沙退”的故事每天在上演
——守护母亲河，攻坚“几字弯”⑤

广告

图为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样品。 新华社记者 杨青摄

由科技部、湖北省人民政府主
办，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中国科学技
术交流中心、湖北省科技厅、武汉市
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4中非创新合
作与发展论坛将于 11月 7日在湖
北武汉开幕。

本届论坛以“创新促合作，合作
谱新篇”为主题，围绕“中非携手推
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聚焦文明
互鉴、科技创新、现代农业、卫生健
康、绿色发展等领域，设开幕式、主
旨论坛，以及第三届中非青年创新

创业决赛、中非农业创新合作论坛、
中非空间信息科技创新合作研讨
会、非洲国家代表科技创新荆楚行
等16场专场活动。

本届论坛是落实《关于共筑新
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
京宣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
计划（2025—2027）》的具体举措
之一。论坛将打造“六大平台”：聚
汇中非智慧，搭建携手合作平台；
聚焦伙伴行动，搭建同路同行平
台；聚合前沿技术，搭建创新赋能

平台；聚拢合作成果，搭建互惠共
享平台；聚集科创资源，搭建成果
转化平台；聚凝青年力量，搭建迸
发活力平台。

本届论坛面向全国共征集到中
非科技创新合作成果321项。会上
将发布一批研究报告，公布第三届
中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名
单。现场将组织一批签约和授牌，
涉及农业科技创新、空间技术、公共
卫生、消防应急、人文交流等领域，
共绘中非合作蓝图。

2024
中非创新合作与发展论坛
盛大开幕
创新促合作，合作谱新篇
2024年11月7日 中国·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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