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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六

检测所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工程大学、清华大学、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河北雄安科铖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中建（天津）工业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建工高新建材有限公司、北京市燕通建筑构

件有限公司、金隅住宅产业化工业化（唐山）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

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中建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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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用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碳足迹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工程用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碳足迹评价的范围、术语、分析内容和通报形

式。

本文件适用于工厂化生产的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碳足迹的评价。

本文件不适用于在施工现场临时生产的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碳足迹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044 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

GB/T 51366-2019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混凝土预制构件 Concrete precast component

在工厂预先生产成型的混凝土构件，包括结构构件和非结构构件。

3.2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GB/T24044，定义 3.1]

3.3

产品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

产品体系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表示，基

于使用气候变化单一影响类别的生命周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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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7-2018，定义 3.1.1.1]

3.4

数据质量 Data quality

数据在满足所声明的要求方面的能力特性。

[GB/T 24044，定义 3.19]

3.5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

用作基准单位的量化的产品系统性能。

[GB/T 24044，定义 3.20]

3.6

产品系统 Product system

拥有基本流和产品流，同时具有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并能模拟产品生命周期的单位过

程的集合。

[GB/T 24044，定义 3.28]

3.7

实质性贡献Material contribution

任何排放量或清除量大于所评价产品碳足迹预测值 1%（此 1%称为“实质性门槛值”）的

温室气体源/汇的贡献。

[PAS 2050:2011，定义 3.31]

3.8

取舍准则 Cut-off criteria

对与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相关的物质或能量流的数量或环境影响重要性程度是否被排除

在评价范围之外所作的规定。

[GB/T 24044，定义 3.18]

3.9

单元过程 Uni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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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评价中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GB/T24044，定义 3.34]

3.10

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GB/T 24044，定义 3.32]

3.11

初级数据 Primary data

通过在原始源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而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ISO 14067-2018，定义 3.1.6.1]

3.12

次级数据 Secondary data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注：次级数据的来源可包括数据库和有关部门批准发布的资料。

[ISO 14067-2018，定义 3.1.6.3]

4 产品碳足迹分析

4.1 功能单位

混凝土预制构件的碳足迹以 1m³为功能单位。

4.2系统边界

系统边界原则上包括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生产环节的系统边界应

包括原材料生产、原材料运输和产品生产的单元过程；生命周期的系统边界应包括原材料生

产、原材料运输、产品生产、产品交付、产品使用和产品拆除回收的单元过程。

4.3 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

不应将对产品碳足迹有实质性贡献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排除在外；应量化至少 95%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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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单位相关的生命周期内预计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即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量小于

所评价产品温室气体总排放或清除估测值 1%时，可予以舍去，但累计不应超过 5%；

舍去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应有书面记录；

所选择的取舍准则对评价结果产生的影响应在评价报告中作出解释。

4.3 数据收集

4.3.1 数据来源

数据收集应包括系统边界内确定的单元过程的定性资料和定量数据，同一类型数据应按

照系统边界的范围分阶段收集；应优先使用初级数据，若无法获取初级数据，可使用次级数

据；

若单元过程的输入数据来自多个源头，宜收集所有源头的初级数据；若收集所有初级数

据存在困难，则应收集在该过程中占比较大的或具有代表性源头的初级数据，其加权平均值

可作为无法取得数据的供应商的次级数据；

所有数据均应有书面记录、数据来源和使用理由。

4.3.2 数据获取

数据收集的方式应根据数据的类型、重要性、采集条件等因素确定，可包括智能自动化

监测及采集、资料查询和分析测算，并宜按下列规定选用：

a) 当数据具备自动监测条件时，宜采用智能自动化监测及采集方式进行采集；

b) 当数据不具备自动连续监测条件时，应通过查询相关技术资料、采购合同、发票账

单、财务报表等资料进行采集；

c) 当数据无法通过智能自动化采集和资料查询的方式采集获取时，可按相关计算方法

分析测算得到。

4.3.3 碳排放因子应按数据优先级顺序使用，并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碳排放因子数据优先级

数据类型 释义 优先级

测量/质量平衡所得排放因子
通过直接测量或采用质量平衡方法得到的排放因

子 高

-
-

低
供应商提供的排放因子 基于供应商层面获得的排放因子

区域排放因子 基于区域特征获得的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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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排放因子 基于国家特征获得的排放因子

国际排放因子 国际通用的排放因子

注 1：无数据参考时，建材、能源、运输等碳排放因子宜分别选用《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B/T51366-2019附录 A、附录 B、附录 C中的数据；

注 2：全国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采用由生态环境部最新公布的区域电网平均碳排放因

子值（2023年公布全国统一电力排放因子为 0.5703 tCO2 / Mwh）；

注 3：外购热力排放因子为 0.11 tCO2 / GJ，数值选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工业

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并以其最新公布的数值为准。

4.3.4 数据质量

评价过程中使用的数据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准确性：数据来源存在多种选择时，应优先考虑更精确的数据；

b) 完整性：涵盖对评价的产品系统有实质性贡献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清除；

c) 代表性：使用具有时间、地理及技术针对性的数据；

d) 时效性：使用最近至少一年的数据，若产品生产不足一年，使用从生产初始至评价

前的累计数据；

e) 一致性：数据收集时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4.4 分配与计算

4.4.1 分配

若单元过程中存在公用类能耗，应将其分配到不同的产品中，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在产品生产单元过程中，宜优先按生产线分配；若无法细分到生产线，可按月度产

量分配；当获取当期能耗数据有困难时，可选取上年度同期产量分配的能耗数据。

b) 相同评价产品同时运输时，可基于产品数量对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分配；

所评价产品和其它产品一起被运输时，应基于产品体积对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分配。

4.4.2 计算

数据收集完成后，应对产品各单元过程的活动数据进行量化，用活动数据乘以各活动相

应的排放因子，从而将初级数据或次级数据换算为排放量或清除量数据，汇总后获得混凝土

预制构件产品碳足迹。

a) 混凝土预制构件产品碳足迹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C = CCL+ CYS+ CSC+ CJF - CSY+ CC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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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CL—原材料生产阶段碳排放量，单位为(kgCO2e)；

CYS—原材料运输阶段碳排放量，单位为(kgCO2e)；

CSC—产品生产阶段碳排放量，单位为(kgCO2e)；

CJF—产品交付阶段碳排放量，单位为(kgCO2e)；

CSY—产品使用阶段的碳固定量，单位为(kgCO2e)；

CCC—产品拆除回收阶段碳排放量，单位为(kgCO2e)。

b) 原材料生产阶段碳排放量 CCL应按下式计算：

CCL= ω)1(FM i

n

1i

i 


（2）

式中：

Mi—第 i种原材料消耗量，单位为(t)；

Fi—第 i种原材料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kgCO2e/t)；

ω—原材料损耗率，单位为（%）。

c) 原材料运输阶段碳排放量 CYS应按下式计算：

CYS= iYSi

n

1i

i TDM 


（3）

式中：

Mi—第 i种原材料运输量，单位为(t)；

DYSi—第 i种原材料运输距离，单位为(km)；

Ti—第 i种原材料运输车辆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kgCO2e/(t·km)]。

d) 产品生产阶段碳排放量 CSC应按下式计算：

CSC= 



n

i
ii ET

1

n

1i

n

1i

ii iWTH （4）

式中：

iH —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的第 i种能源消耗量；

iT —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kgCO2e/能源单位)；

iW —处理废弃物需要的第 i种能源消耗量；

iE —第 i种设备或模板的损耗折算成的能源排放量，单位为(kgCO2e)。

e) 产品交付阶段碳排放量 CJF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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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F=



n

i
ii TDO

1
JFi （5）

式中：

Oi—产品交付过程中需要的第 i种产品运输量，单位为(t)；

DJFi—第 i种产品运输距离，单位为(km)；

Ti—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kgCO2e/(t·km)]。

f) 产品使用阶段碳固定量 CSY应按下式计算：

CSY= 



n

i
i

n

i
i

1

1

1
i RMtRM （6）

式中：

Mi—产品中第 i种固碳材料的使用量，单位为(t)；

Ri—第 i种固碳材料年固碳量，单位为（kgCO2e/a）；

t—产品使用年限，单位为(年)

R1—第 i种固碳材料单位固碳量，单位为（kgCO2e/t）。

g) 产品拆除回收阶段碳排放量 CCC应按下式计算：

Ccc= CCCCCC

1

MTETB TDii

n

i
i 



（7）

TBi—产品拆除阶段第 i种设备使用量，单位为（台班）；

Ei—产品拆除阶段第 i种设备能源消耗量；

iT —第 i种能源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kgCO2e/能源单位)；

MCC—产品重量（t）；

Dcc—产品运输距离，单位为(km)。

Tcc—运输车辆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kgCO2e/(t·km)]。

4.5 记录和保存

4.5.1 产品碳足迹评价的支撑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系统边界、单元过程、排放因子、活动

数据来源、原材料的识别、分配的依据、关于排除的说明等；

4.5.2 支撑资料可以以纸质、电子等形式展现，并应采用便于分析和核证的格式进行记录；

4.5.3 相关记录应在产品碳足迹评价有效期内得到妥善保存，保存形式应便于检索查询；保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中

国
建
筑
节
能
协
会



11

障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确保数据不会丢失或受到损坏，并应定期整理和存档，必要时应

给予备份。

5 产品碳足迹通报

5.1 产品碳足迹通报形式

——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

——产品碳足迹标识

5.2 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

5.2.1 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应记录产品碳足迹的量化结果，并陈述在评价目标和内容确定阶段

内所做的决定以及证明产品碳足迹评价符合本文件中的要求。

5.2.2 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和结论应为完整地、准确地、不带偏向性地且透明地、详细地阐述

评价结果、数据、方法、假设和局限性。

5.2.3 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内容

a) 基本情况

包括企业简介、产品简介、产品工艺流程等基本情况，且产品碳足迹评价委托方与评价

方声明评价过程是依据本文件进行的。

b) 评价目的

开展评价的原因与目的、评价的预期用途。

c) 评价原则

产品功能、功能单位、系统边界、取舍准则、数据质量要求。

d) 评价内容

数据收集程序、单元过程的定性和定量描述、计算程序、数据质量评价与对缺失数据的

处理、分配原则与程序（若适用）、计算方法。

e) 评价结果解释

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产品生命周期清单数据、结果解释中与方法学和数据有关的假设

和局限。

f) 报告管理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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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报告的使用者、管理保存方法、有效期及保密性等进行说明。

g) 参考文献

报告涉及的所有参考文献来源说明。

5.3 产品碳足迹标识

5.3.1 产品碳足迹标识应包含生产商、产品类别、评价机构、碳足迹量化结果等基本信息。

5.3.2 产品碳足迹标识应有产品碳足迹报告来证明标识结果的符合性。

5.3.3 产品碳足迹标识可以碳标签的形式粘贴在产品上或印刷在产品证明性文件中，也可以

内嵌于产品的电子码信息中。

5.4 碳足迹通报有效期

产品碳足迹评价结果有效期一般为三年，期间以评价机构在一定时间内对产品生产过程

实施的符合性监督结果为依据，若监督结果被判定为过程变化将导致产品碳足迹变量超过±

5%，且持续超过一定时间（该时间应由实施产品碳足迹初始评价的机构确定），应重新进行

该产品的碳足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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