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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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规范》的

申报书。2023 年 6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批准《煤化工生产企

业碳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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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鄂尔多斯市检验

检测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负责起

草国家技术规范《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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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配置与

管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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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编制背景

2020年 9月，我国向世界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实

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是摸清碳排放底数，控制碳排放总量。强化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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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数据质量管理，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是确保“双碳”目标顺利

实现的基础。为推动宏观“碳核算”向精准“碳计量”转变，促使温室气

体排放量“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必须确保碳计量器具配置的完

整性、可溯源性。

煤化工是指以煤为原料，经化学加工使煤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

体燃料以及化学品的过程，煤化工产业主要包括煤制合成氨、煤制甲

醇、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煤化工企业作

为重要的碳排放源，生产工艺千差万别，温室气体散逸排放严重，据

文献报道，2019年我国煤化工行业碳排放量为 5.4×108吨，占全国碳

排放总量的 4.8%。符合要求的碳计量器具是保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真实可信的最基本条件，加强相关计量器具的管理将为煤化工企

业的节能、碳排放核算、碳资产管理提供依据，规范行业碳排放信息

披露，推动行业降碳技术迭代升级，提升煤化工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编制目的

根据《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温室气体核算方法，系统梳理以煤气化技术为龙头的煤化工

生产企业工艺流程和生产过程中的碳流入/碳流出情况，对煤化工生

产企业关键碳计量器具提出配置和管理要求，使得煤化工生产企业碳

计量器具配置和管理工作规范化，达到开展科学规范的碳核算计量工

作、发挥计量对产业的服务保障作用，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

变，为煤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计量支撑。

（三）编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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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发挥计量服务保障作用。本规范是

对《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的深入贯彻落实。

针对煤化工复杂工艺、实时工况环境的计量需求，系统地梳理了煤化

工生产工艺流程和生产过程中的碳流入/碳流出情况，对煤化工生产

企业关键碳计量器具提出配置和管理要求，为煤化工领域“双碳”战略

目标的实现提供计量支撑。

2. 完善我国煤化工行业碳计量标准体系。本规范满足了煤化工

行业明确碳计量器具配置和规范碳计量器具管理的需求，有助于企业

科学准确地开展碳计量工作，确保量值准确、可靠，进一步促进我国

煤化工行业碳计量标准体系建设，完善我国碳计量标准体系。

3. 为煤化工生产企业进入碳市场奠定计量基础。在“双碳”目标下，

我国煤化工行业面对许多矛盾冲突，在碳减排中承担巨大压力。依照

我国现行的能源结构体系，煤化工技术依旧是主力项目，煤化工产业

将朝着多元化、高端化、低碳化方向有序健康发展，进入碳交易市场

势在必行。本规范为绿色低碳和能源转型等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

计量基础支撑，为碳核算、碳交易数据准确可信提供计量保证。

4. 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计量支撑。计量是贸易开展的基本条件，

碳计量是涉及国家间“技术壁垒”的重要内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即“碳关税”的过渡期实施细则于 2023年 10月 1日正式生效，该举措

可能导致中国制造面临平均 26%的关税，出口量可能因此下滑 21%。

“碳关税”将倒逼我国企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本规范作为煤化工碳计

量体系的重要一环，将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计量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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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制定过程

1.立项批准：2023年 6月 13日，《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

配置与管理规范》正式立项。

2.首次会议：2023年 6月 25日，在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召开《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规范》编制启动会，由

鄂尔多斯市检验检测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市计量检测科

学研究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及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专业人员组成技术规范起草小组，系统梳理技术规范编制框架，明

确具体工作的计划与分工。

3.开展调研工作：2023年 7月至 8月，技术规范起草小组先后赴

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等 12家

煤化工生产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同时对杭锦旗聚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等 6家煤化工生产企业以电话询问和调研表格的形式开展线上调研，

归纳总结出煤化工生产企业的主要工艺流程图、碳源流图和碳计量器

具配置点位图。

4.第二次会议：2023年 9月 4日，技术规范起草小组完成《煤化

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规范》草稿撰写工作，请各起草小

组成员在本单位范围内对本规范草稿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

5.第三次会议：2023年 10月 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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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征求意见稿。

6.征求企业建议和意见：2023年 11月 13日至 20日，规范起草

小组向前期调研的煤化工生产企业征求《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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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与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的适用性、科学性的建议和意见。

四、编制依据

本规范制定以国内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体现科学性、合理性、先

进性、实用性。

本规范制定主要依据及参考了以下文件：

GB 17167-200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1367-2008 化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32151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094-2002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五、主要技术内容

技术规范起草小组根据《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以不同工艺类型的煤化工生产企业

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配置和管理现状

以及能源计量工作的基础，从核算法和实测法两个方面，建立碳计量

器具配置要求和管理体系。起草小组通过实地调研、电话询问和调研

表格的形式对煤化工生产企业的核算边界、工艺流程、碳源流和计量

器具配置位置做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1. 确定煤化工生产企业碳源流示意图

起草小组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不同工艺类型的煤化工生产企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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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中对碳源流的定义，对煤化工生产企业生产过程中碳流入和碳流出情

况进行系统梳理分析，确定了在企业边界内煤化工生产企业碳源流示

意图。

2. 确定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

根据《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核算过程需要化石燃料、原料、固体废弃物等含碳物质中含

碳量、低位发热量的测定，确定配置相应的排放因子计量器具。再根

据生产工艺流程，确定直排口二氧化碳计量器具。

六、规范内容要点说明

1. 标准架构

标准主体内容包括范围、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概述、煤化工

生产工艺流程图、煤化工生产企业碳流向图、碳计量器具配置要求、

碳计量器具管理要求（制度、人员、档案等）和碳计量数据（包括数

据的采集、处理、应用和报送）。

2. 范围

通过起草小组查阅文献资料、开展相关调研工作得到的结果，本

规范规定了煤化工生产企业碳排放计量器具配置和管理的基本要求。

适用于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不低于 2.6万吨/年的煤化工生产企业（温室

气体重点排放单位），其他生产企业可以参照本规范执行。

3. 术语和定义

确定了碳排放、温室气体、煤化工生产企业、碳源流、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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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数据、核算边界、碳排放计量器具、碳排放实测计量器具、碳排

放量核算计量器具和二氧化碳回收利用 11个术语及其定义。

4. 概述

概述表述了碳排放核算目前采用的主要方式和本规范形成的成

果。具体为：“目前，碳排放核算主要包括排放因子法、质量平衡法

和实测法三种方式。本规范根据《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温室气体核算方法，确定煤化工生产

企业的碳源流图，并针对三种核算方式提出了碳计量器具配置与管理

要求。”

5. 煤化工生产工艺流程图

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检索，确定了以煤气化技术为主的煤化工生

产工艺流程总图和不同煤化工生产工艺流程图。煤化工生产过程概述

为：“借助空气分离制得氧气，将原料煤气化为 CO、H2和 CO2为主

的混合气，再通过变换反应和净化技术，调节合适的 CO与 H2比例

后，用于合成乙烯、乙二醇、尿素、甲醇等化工产品”

6. 煤化工生产企业碳流向图

在碳核算边界内，根据煤化工生产工艺流程，确定碳流入和碳流

出，绘制以煤气化技术为龙头的煤化工生产企业碳流向图和不同煤化

工生产工艺碳流向图。

7. 碳计量器具配置要求

明确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配置原则、配置点位、碳排放量

实测法计量器具配置要求和碳排放量核算计量器具配置要求。绘制以



8

煤气化技术为主的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配置点位总图和不同

煤化工生产工艺的碳计量器具配置点位图。

8. 碳计量器具管理要求（制度、人员、档案等）

明确煤化工生产企业应建立的碳计量管理制度，以及在人员、碳

计量器具配置、器具的校准和维护方面的管理要求。

9. 碳计量数据（包括数据的采集、处理、应用和报送）

对煤化工生产企业进行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应用和报送等方

面提出要求和建议。

这些规范内容要点旨在确保煤化工生产企业碳计量器具管理的

一致性，确保煤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