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JF XXX-202X

《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计量审查规范》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校准规范起草组

2023 年 12 月



1

《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计量审查规范》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3年 2月 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通知，征集 2023年国家计量

技术规范制修订及宣贯计划项目。全国低碳计量技术委员会积极响应，提

交了《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的申报书。2023年 6月，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正式批准《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立项。随后，全国低

碳计量技术委员会向主要起草单位下达了起草任务书及具体要求，标志着

规范制订工作正式启动。2023年 7月 13日，为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批准成立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以及下设的碳排

放量分技术委员会等 4个分技术委员会。与此同时，全国低碳计量技术委

员会被撤销，其相关任务和职责划归新成立的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

委员会及其分技术委员会管理。根据《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的

主要内容，经协商，确定该规范由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负责

归口管理。

二、立项必要性

1. 政策要求：《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和《建立健全碳达

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均明确提出，要完善温室气体排放计量

监测体系，加强碳排放关键计量测试技术研究和应用，建立碳排放计量审

查制度，强化重点排放单位的碳计量要求。

2. 国家战略需求：随着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碳排放的监测

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碳计量审查制度，不仅可以推动重点排放

单位合理配备和使用计量器具，还可以为实现碳排放“可测量、可报告、

可核查”提供计量支撑，服务国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3. 企业计量能力提升：2022年 2月 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

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企业计量能力提升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重点

用能单位、排放单位应当配备能源资源、碳排放相关计量器具，满足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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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碳排放相关计量要求。推动企业建立健全碳计量体系，为企业碳排

放“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提供计量支撑。

综上所述，立项《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是落实国家政策要

求，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企业计量能力的具体举措，对于推动我国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规范制定过程

1. 立项批准：2023年 6月，全国低碳计量技术委员会收到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下发的市监计量函〔2023〕2109号文件，批准《重点排放单位

碳计量审查规范》正式立项。

2. 组建编制组：2023年 6月，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组建

了《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编制组，包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

研究院、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五个单位，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浙江

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参与起草。

3. 首次会议：2022年 6月 24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首次

编制组会议，讨论规范包含的内容、主要技术指标等问题，商定规范起草

的主要思路和起草原则，并确定各起草人员的具体工作分工。

4. 第二次会议：2022 年 7月 26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在内蒙古自

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组织召开第二次编制组会议，对首次会议后完成的草

稿进行讨论，进一步明确规范起草的主要思路和起草原则，将本规范的名

称修改为《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计量审查规范》，并请各编制组成员会后

在本单位范围内对本规范草稿进行讨论提出意见。

5. 第三次会议：2022 年 8月 24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在广东省计

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第三次编制组会议，对规范草案再次逐条进行研读

推敲，重点对各编制组成员在本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对本规范研讨获取的意

见进行讨论，形成规范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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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点审查：2023年 12月 3日~5日，编制组依据《重点排放单位碳

排放计量审查规范》（征求意见稿），对某热电公司进行规范验证适用性

试点审查。

整个制定过程体现了严谨、科学、民主的精神，确保了《重点排放单

位碳排放计量审查规范》的高质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四、编制依据

为加强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计量工作监督管理，促进重点排放单位有

效减排降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9号）、《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20

年市监总局令第 31号）、《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

（国市监计量发〔2022〕92号）有关规定，制定《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计

量审查规范》。

在制定《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计量审查规范》的过程中，除了上述提

到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还重点参考了以下规范和标准：

1. 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该规范为能源计量审查

提供了详细的方法和程序，对于制定碳排放计量审查规范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2.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该标准为工业

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提供了统一的方法和流程，对于确保碳排

放计量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3. 其他相关国际标准和技术报告：在制定规范的过程中，还参考了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等国际组织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相关标准和技术报告，以确保

我国碳计量审查规范与国际接轨。

通过以上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的编制依据，确保了《重点排放单位

碳排放计量审查规范》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权威性，为加强重点排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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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计量工作监督管理，促进重点排放单位有效减排降碳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支持。

五、主要技术内容

本规范包括了审查内容和审查方法两个部分。

本规范第 4章至第 8 章规定了审查内容。审查内容明确了重点排放单

位碳排放计量管理、碳排放计量人员、碳排放计量器具、碳排放计量数据、

自查与整改等方面要求。重点排放单位在满足本规范基本要求的前提下，

可根据本单位碳排放目标建立现代、科学、高效的碳排放计量管理体系，

以实现碳排放计量管理的法制化、系统化和信息化。

本规范第 9章规定了审查方法。审查是在重点排放单位自查的基础上，

采取资料审查与现场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规范对资料审查、现场审

查、审查结果报告和处理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六、规范内容要点说明

《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计量审查规范》的主要规范内容要点说明如下：

1. 范围：明确了碳排放计量范围，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温室气体

排放，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

等过程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净购入的电力、热力消费引起的温室气体排

放，以及其他形式的温室气体排放。

2. 引用文件：参考引用了《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JJF

1356—2012）、《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及 24个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3. 术语和定义：主要包括温室气体、碳排放、碳排放计量器具、重点

排放单位、碳排放计量审查、源流、碳排放计量目标等，并引用了 JJF 1356、

GB/T 32150界定的术语。

4. 碳排放计量器具：规定重点排放单位配备的碳排放计量器具应满足

按源流类型碳排放分类计量要求，并应满足现行有效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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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规定的数据获取要求。

5. 碳排放计量数据管理：规定应按照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通

过燃料端计算或排放端实测获得碳排放量并进行报告，碳排放量应明确不

确定度。

这些规范内容要点旨在确保碳排放计量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