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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中国航海学学会文件航学发 [2022] 50 号《关于印发 2022年度第一批团体

标准立项的通知》，批准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申报的《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

核算方法》团体标准立项。

（二）背景、目的和意义

碳排放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对交通运输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提出了新要

求。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各国在联合国主导下艰难达成了《巴黎协定》。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

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党中央、国

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彰显了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据测算，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占我

国总排放量的 12%左右，是实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的重要领域，交通运

输行业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支撑国家如期实现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作出积极

贡献。

我国船舶活动量大，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长，是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

领域。海运是气候变化领域最早开展谈判的行业之一，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和

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两个框架下同时推进，

是首个制定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规则的行业。2018年，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

护委员会第 72届会议以决议形式通过了《国际海事组织温室气体减排初步战略》

（以下简称“战略”），明确了控制愿景、减排力度、指导原则、近中远期减排措

施等一系列要素。战略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提高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要求，

全球海运船队碳强度到 2030年比 2008年降低至少 40%、到 2050年力争降低 70%，

温室气体年度排放量到 2050年比 2008年至少下降 50%等目标。我国是世界上船

舶保有量和船舶活动强度最大的国家，拥有 13万艘运输船舶和 1800万艘次年进

出港量，船舶碳减排工作是做好交通运输行业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的重点和焦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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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是支撑交通运输行业摸清碳排放底数的重

要工具，是支撑行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基本依据，是支撑主管部门开展碳排放管

理的重要基础。在国家已经发布的交通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基础上，

扩大研究范围，提出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

法”团体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本标准由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为起草单位组建项目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李悦，张永林，宋媛媛，王人洁，李明君，郑超蕙，吴

睿，黄全胜，徐洪磊，高美真，刘洁，谭晓雨，李晓易，邢有凯，杨道源，常兴

所做工作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做主要工作

1

李悦，张永林，宋媛媛，

王人洁，李明君，郑超

蕙，吴睿，黄全胜，徐

洪磊，高美真，刘洁，

谭晓雨，李晓易，邢有

凯，杨道源，常兴

交通运输

部规划研

究院

负责组织、协调项目组工作，负责起草

标准和编制说明，负责相关规范、标准、

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研究。负责航运企

业二氧化碳核算方法、核算边界、不确

定性分析、报告内容和格式等内容。

（四）主要工作过程

为按期完成标准制修订任务，项目组提前开展了标准编制工作，主要工作过

程如下：

2021年 6月～2021年 12月，成立标准项目组进行预研，确立编研工作总体

目标。收集了相关法规、规范、标准、科技文献等资料，根据航运企业二氧化碳

排放核算方法要达到的目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炼出标准输入项。

作为预研阶段，项目组开展标准计划项目建议的研究，进行了调研分析，起草了

标准草案，提出标准计划项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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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2022年 4月，项目组深入分析了相关法规、规范、标准、科

技文献，研究了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对标准草案相关核算方法

进行修订，形成标准讨论稿。

2022年 5月，《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团体标准正式立项，根

据中国航海学会航学发[2022]50号文件要求，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正

式组建了标准编写组，正式开展标准编制相关工作。

2022年 6月～2022年 11月，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组织编写组成

员单位再次系统研究了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边界和核算方法，编写组根据

系统研究结果，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修改，编写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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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统一的标准编写原则，包括团体标准的结构、起草表述方法、

格式等内容，以提高团体标准的适用性。本标准的起草过程遵守“科学性、规范

性、一致性、协调性、易用性”编写原则。

1.科学性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以调研、理论分析和方法试算验证为依据，采用科学

的方法对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进行试算、对比及验证。

2.规范性

规范性要素的选择考虑标准化对象原则、文件使用者原则以及目的导向原则。

为提高文件的适用性和应用效率，确保文件的及时完成发布，编制工作从开始到

随后的所有阶段的文件草案均遵守 GB/T 1.1的规定。

3.一致性

文件结构及要素的表述应保持一致，相同的条款使用相同的用语，类似的条

款使用类似的用语。同一个概念使用同一个术语，避免使用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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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调性

文件的起草与现行有效文件之间相互协调，没有重复，遵循现行基础规范的

规定，如《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

规范及指南》（ISO14064-1）等。需要使用文件自身其他位置的内容或其他文件

中的内容时，采取引用或提示的表述形式。

5.易用性

文件内容的表述便于直接应用，并易于被其他文件引用或裁剪使用。通过规

定清楚、准确和无歧义的条款，使得文件能够被未参加文件编制的专业人员所理

解且易于应用。

（二）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本标准的结构要素依据GB/T 1.1-2020，包括8章和两个附录：第1章范围、

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3章术语和定义、第4章核算边界、第5章核算方法、

第6章不确定性分析、第7章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第8章报告内容和格式、附录

A（规范性）报告格式模板、附录B（资料性）相关参数缺省值。各章详细情况

如下：

第 1章 范围

界定了本标准的标准化对象和覆盖的各个方面，并指明了适用界限：

1、本标准规定了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边界、核算方法、不确定性

分析、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报告内容和格式。

2、范围明确适用于中国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核算和报告。

第 2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明确了本标准的引用文件。本标准引用了ISO14064-1《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

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SZDB/Z 69-2012

《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规范及指南》中的相关核算、报告等要求。

第 3章 术语和定义

第3.1条“温室气体”、3.2条“排放源”，参考温室气体排放和报告的规范及指

南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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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条“移动排放源”、3.4条“固定排放源”、3.8条“直接二氧化碳排放”、3.9

条“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根据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的分类指标提出。

第3.5条“报告主体”、3.10条“不确定性”、3.11条“不确定性分析”，根据航运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报告的规范性提出。

第3.6条“活动水平数据”、3.7条“二氧化碳排放因子”、3.12条“航运企业”，根

据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的方法提出。

第 4章 核算边界

第4.1条，概括了航运企业核算和报告的一般要求，报告主体应核算和报告

其全部设施和业务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设施和业务范围包括以营运船舶为主的

运营系统以及直接为营运船舶运营服务的辅助系统，其中辅助系统包括办公楼、

职工食堂等。对于存在船舶租赁形式的，核算边界进行了具体说明。

第4.2条，概括了航运企业的二氧化碳核算边界。

第4.2.1款，提出了航运企业的二氧化碳核算边界。

第4.2.2款，提出了航运企业直接二氧化碳排放，包括企业所属移动源和固定

源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4.2.3款，提出了航运企业间接二氧化碳间接排放，包括企业运行过程消耗

的外部电力、热力（蒸汽、热水）等生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4.2.4款，说明了航运企业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源及能源种类。

第 5章 核算方法

第5.1条，明确了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流程。

第5.2条，明确了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方法。

第5.2.1款，明确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由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和二氧化碳间

接排放量组成。

第5.2.2款，明确了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计算方法。第5.2.2.1款明确了排放总

量的计算公式，第5.2.2.2款明确了移动源的直接排放量计算方法，包括2种算法，

可根据获取数据情况选择。第5.2.2.1.2款、5.2.2.1.3款分别介绍了基于化石燃料燃

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基于装机容量统计数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

法。第5.2.2.3款明确了固定源的直接排放量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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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3款，明确了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计算方法，包括外购电力、热力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5.3条，明确了第5.2条提出的各种计算方法涉及的活动水平等主要数据的

来源。第5.3.1款、5.3.2款、5.3.3款分别明确了航运企业移动源燃料消费量统计数

据、航运企业移动源装机容量统计数据、航运企业固定源燃料消费量统计数据的

来源和获取方式。

第5.4条，明确了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计算方法，利用燃料的低位

发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及燃料碳氧化率。

第 6章 不确定性分析

第6.1条，明确了不确定性分析的一般要求。

第6.2条，明确了不确定因素的量化方法。第6.2.1款、6.2.2款、6.2.3款分别

明确了t值与测量样本数的对应关系、平均值及标准偏差的计算公式、相关区间

的计算公式。

第6.3条，明确了合并不确定性的方法。

第6.3.1款，明确了合并不确定性时主要应用加减运算和乘除运算的两个误差

传递公式。

第6.3.2款，明确了当某一估计值为n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估计值的不确定

性计算公式。

第6.3.3款，明确了当某一估计值为n个估计值之积时，估计值的不确定性计

算公式。

第 7章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

报告主体应建立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本标准规定了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专门人员、二氧化碳排放和

能源消耗台账、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划、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数据、二氧化

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的相关要求。

第 8章 报告内容和格式

第8.1条，明确了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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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条，明确了报告在核算和报告期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直

接二氧化碳排放量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8.3条，要求说明活动水平数据及其来源。

第8.4条，要求说明排放因子数据及其来源。

第8.5条，明确了根据实际活动水平数据来源及测量方法、排放因子数据来

源及测量方法分析报告结果的不确定性。

第8.6条，明确了其他情况说明。

附录 A （规范性）报告格式模板

给出了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化报告样式。

附录 B （资料性）相关参数缺省值

给出了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

参考文献

本规范主要参考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

南（试行）的核算方法、标准和规范，还参考了上海市水运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方法（试行）、北京市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2015

版）。

三、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尚无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的标准。本标准填补了航运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标准的空白，可作为航运企业规范法规体系的补充，

与我国相关现行的法律、法规和他强制性国家标准相互协调。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国际海事组织（IMO）2014年提出了船舶能效数据收集机制，2016年 10月

批准了全球性的船舶油耗数据收集机制，要求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5000GT

及以上船舶提交 SEEMP，包括提交船舶燃油消耗数据。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于 2015年发布“关于对海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进

行监控、报告和验证以及对第 2009/16/EC号指令进行的修订”，法规要求在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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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水域的船舶于 2018年 1月 1日起监测及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

目前，国际上尚无航运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的标准，也没有收集到直

接相关的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与国外相关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没有冲突。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标准性质为团体标准。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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