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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推进建筑行业降低碳排放，制定本标

准。 

【条文说明】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 2020年 12月

12日的气候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对“碳达峰 ”和“碳中和”目标做出了

具体的安排和规划。在“十四五”乃至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减排降碳、低碳发

展都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甚至国家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主题。 

建筑行业是我国 GDP占比最大，也是原料、能源消耗最大的行业之一。我国

建筑行业一直以来普遍都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在建筑的建造过程中，大量原料、

能源的消耗直接和间接产生了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建立以认证手段来认定和

公示建筑建造碳排放以及低碳建造水平的标准体系，对鼓励和促进建筑行业对碳

排放的控制和“碳中和”措施的采用意义重大。 

1.0.2 本标准适用认证机构对民用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的认证。 

【条文说明】基于认证的要求，本标准所述认证对象是针对已建成的民用建筑，

具体要求在本标准第 3章中进行了规定。 

认证是国际通行的第三方合格评定手段，是我国实现政府简政放权，充分发

挥市场自我调节、监督作用的有效抓手。利用认证制度来监督和公示工程建设项

目碳排放量和“碳中和”措施，能够快速有效的发动更多的行业机构，形成一股

强大力量促进建筑行业的“碳中和”事业。目前，国内外都已经开展多年此类研

究工作。在国际上和国内已经编制碳排放计算、评估方法相关的标准，例如国际

标准 ISO 14064、ISO 14067、ISO 16745、国家标准 GB/T 50378、GB/T 51366、

协会标准《建筑碳排放计量标准》CECS 374 等，以及建筑碳排放评价体系，例如

德国 DGNB 的建筑碳排放量评估体系，我国工业领域的碳核查体系也已经开展了

数年工作，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碳核查。但在建筑领域，目前还缺少针对单个

工程建设项目，即建造物、群，在建造完成时所产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认证的

标准。本标准正是为了实现对建筑建造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及“碳中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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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证（认证）而进行编制。本标准将规定认证的规则、方法和措施，为我国认

证机构开展建筑碳排放量认定工作提供工作依据。 

1.0.3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

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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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建筑全寿命期 life cycle of buildings 

建筑物从建造到拆除的一系列前后衔接的阶段，包括建筑建造阶段、建筑运

行阶段、建筑拆除阶段。 

2.0.2 建筑建造碳排放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of construction stage 

建筑物建成所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包括建材生产和运输碳排放和现

场施工碳排放，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0.3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 carbon metric certification of building during use 

stage  

对影响建筑建造阶段节能降碳水平的有关指标开展的第三方合格评定活动，

综合等级评定包含碳排放、技术体系、材料、设备及施工五类评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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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应遵循客观独立、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在建造阶段综合考虑建筑全寿命周期的碳排放，结合碳排放、技术体系、材料、

设备及施工的分级认证，促进降低建筑行业碳排放。 

3.0.2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的物理边界应为建筑工程项目红线范围，认证

范围应与物理边界保持一致。 

【条文说明】分期建设时，应按照建设范围。 

3.0.3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的认证委托可由建筑的产权人或工程总承包方等提

出，认证委托人应具备法人资格。 

【条文说明】建筑建造阶段的碳排放以实际发生为准，除产权人外， EPC 工程

总承包方参与，通过碳排放认证，验证项目节能降碳效果，有利于体现设计建造

的价值。通常情况下，申请方应具备法人资格。 

3.0.4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应在建筑竣工验收后进行，认证所用数据应为

建筑实际建造数据。 

3.0.5 认证项目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者限制使用的用能产品、设备、设施、

工艺和材料。 

3.0.6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宜由具有产品认证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实施。 

【条文说明】按照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认证机构的资质管理要求，目

前认证机构的资质范围涵盖 4个大类：产品认证、管理体系认证、服务认证和无

障碍环境认证。对建筑而言，是各类建筑产品的“集成体”，是一种特殊的产品，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宜由具备产品认证资质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实施认证活

动。 

3.0.7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应由认证委托人开展自评价工作，并形成自评

价报告。 

【条文说明】建筑建造阶段的碳排放数据质量与计量条件、管理体制等均有很大

关系，提前进行自评价不仅可以令申请方对认证评价标准和方法进行理解，也能

反向推动相关计量条件和管理体制的建立，可为认证评价提供标准化、统一化的

材料。鼓励认证委托人在项目策划阶段即可开始对应认证要求开展自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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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在设计、施工的各个阶段逐步完善自评价内容、留存证实性资料，保证自评

价报告所有内容真实、完整、可追溯。 

3.0.8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包括文件审查和现场检查。 

【条文说明】进行现场审查是确保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能够客观独立、公开公正、

诚实信用的条件，也是认证结果保持一致性的必要手段。文件审查和现场审查结

合可有效减少现场认证的时间，增强可行性。 

3.0.9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结果应包含碳排放量和综合等级 2 部分，综合

等级应为金级、银级、铜级。 

  



8 

4 建造阶段碳排放核算方法 

4.1.1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CM）应涵盖建材生产和运输阶段、现场施工阶段，

并按下式计算： 

𝐶𝑀 = 𝐶𝐽𝐶 + 𝐶𝐽𝑍                  （4.1.1） 

式中：   CM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𝐶JC——建筑建材生产和运输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𝐶JZ——现场施工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4.1.2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指标应至少包含单位面积碳排放量，并可根据建筑

功能类型特点设置其他碳排放指标，建筑建造阶段单位面积碳排放量（CMA）应

按下式计算： 

𝐶𝑀𝐴 =
𝐶𝑀

𝐴
                          （4.1.2） 

式中：   CMA——建筑建造阶段单位面积碳排放量（kgCO2e/ m2）； 

CM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𝐴 ——建筑面积（m2）。 

4.1.3 活动水平数据应提供证明材料，有不同来源时，应进行交叉验证，并且

按照优先级选取数据。 

1  应优先采用仪表监测方式进行采集，并应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连续性和

准确性； 

2  当活动水平数据不具备连续监测条件时，应通过查询缴费账单、财务报

表等资料进行采集。 

4.1.4 通过市场化手段购买的绿色电力，应提供交易平台购买合同、结算凭证、

绿色电力证书等材料，绿色电力的碳排放量可视为零。 

 

Ⅰ建材生产和运输碳排放 

4.1.5 建材生产和运输阶段碳排放的核算边界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建造中涉及的建材、部品、构件的生产及运输的碳排放纳入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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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纳入核算的建材产品总重量不应低于建筑中所使用建材、部品、构件总

重量的 95%，重量比小于 0.1%的建材、部品、构件可以忽略； 

3  机电设备的生产碳排放可不计入核算； 

4  施工现场搭建的临时设施所用的材料可不计入。 

【条文说明】 

1 特别强调的是各类装配式构件、部品。 

2 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 51366的要求一致。 

3 机电设备产品的碳排放因子普遍缺失，从可行性考虑，暂时不将机电设备纳入

考虑范围。 

4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和材料库房等临时设施回收利用率高，其搭建用材可不计

入。 

4.1.6 建材生产和运输阶段碳排放应按照下式核算： 

                   𝐶𝐽𝐶 = ∑ 𝑀𝑖𝐹𝑖
𝑛
𝑖=1 + ∑ 𝑀𝑖𝐷𝑖𝑇𝑖

𝑛
𝑖=1                     （4.1.6） 

式中：𝐶𝐽𝐶——建筑建材生产和运输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𝑀i——第 i 种主要建材的消耗量（t）； 

𝐹𝑖——第 i 种主要建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 / 单位建材数量）； 

𝐷𝑖——第 i 种建材平均运输距离（km) ; 

𝑇𝑖——第 i 种建材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 

𝑖——不同类型的建材。 

4.1.7 建材生产和运输阶段的碳排放因子取值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建材生产的碳排放因子宜选用经第三方审核的建材碳足迹数据，当无第

三方提供时，可采信更新的碳排放数据库；缺省值可按本标准附录 A 执行； 

2  构件和部品等由多种原材料加工而成，且其 EPD 和 CFP 数据缺失时，

可通过追溯其生产过程使用的原料碳排放因子、消耗量和生产过程的碳排放计算。

当采用低价值废料时可忽略其上游过程的碳排放，采用再生原料时按照所替代的

初生原料的 50%计算。 

【条文说明】所用的建材种类附录中未能涵盖时，也可以通过其他可信标准附录、

出版发表的相关文献或论文、经认证的学术报告中取值。 

4.1.8 建材生产和运输阶段的活动水平数据的确定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建筑材料的种类、数量和重量等活动水平数据应通过物料管理系统或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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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材料采购单据、领用台账等获取； 

2  建筑材料运输的活动水平数据应物料管理系统或通过查询材料入库记录

台账。 

Ⅱ现场施工阶段碳排放 

4.1.9 现场施工阶段碳排放计算的时间边界应从项目开工至项目竣工验收为止，

应核查以下排放源造成的碳排放： 

1  汽油、柴油、天然气、焊接设备使用的乙炔等一次能源的直接碳排放； 

2  外购电力、热力、冷量的间接碳排放； 

3  现场无组织排放的逸散； 

4  水资源消耗的碳排放。 

【条文说明】本条主要规定了现场施工阶段核查的时间边界和种类。 

1建筑现场施工阶段，一次能源消耗主要有：备用发电机使用的柴油，锅炉使用

的燃煤、柴油、天然气，焊接设备使用的乙炔，固定机械、移动机械、车辆使用

的柴油、汽油等； 

2 间接碳排放主要有以电力为代表的能源购入引起的碳排放； 

3常见的无组织逸散源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工艺中二氧化碳的逸散。 

4.1.10 现场施工阶段的碳排放（CJZ）应按照下式核算： 

𝐶𝐽𝑍 = ∑ 𝐸𝑖𝐸𝐹𝑖
𝑛
𝑖=1 +∑ 𝑇𝑗𝑥,𝑗𝑅𝑗

𝑛
𝑗=1                     （4.1.10） 

式中：𝐶𝐽𝑍——现场施工阶段碳排放量（kgCO2e）； 

𝐸𝑖——施工现场第 i种能源和资源的活动水平数据，按照监测系统和

计量仪表＞能源和资源账单＞财务报表的顺序获取； 

i ——汽油、柴油、天然气、乙炔、电力、水； 

𝐸𝐹𝑖——第 i 种能源和资源的碳排放因子（kgCO2e / 单位），缺省值

见本标准附录 B； 

𝑇jx,j——未包含在能源和资源账单中的单位工程量第 j 种施工机械台

班消耗量（台班）； 

Rj——第 j 种施工机械单位台班的消耗量（kWh 或 kg/台班），缺省

值按本标准附录 C 确定； 

【条文说明】因为施工现场情况的复杂性和具体施工单位的多样性，一些施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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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和车辆的能耗数据难以通过能源账单取得，此种情况下，允许通过该类机械台

班的实际发生量，依次乘以施工定额中单位台班对应的能耗量和该能源的碳排放

因子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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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认证技术要求 

5.1 等级评定规则 

5.1.1 认证项目均应进行按照第 4 章进行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核算，并披露认

证期内碳排放数据，碳排放核算结果可采信第三方专业核查机构的结果，但其方

法、范围与本标准具有一致性。 

【条文说明】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与碳抵消仅要求进行核查而不做指标要求，一

方面是考虑到我国基于实际核查数据的建筑碳排放数据库尚不完善，另一方面，

本标准的目的就是为统一核查建立范围、方法和操作流程上的规范，以期建立标

准统一的数据库，增强数据之间的可比性，通过同类型、同气候区、类似规模的

建筑和建筑群的数据比对，促进建筑建造的节能减碳。现场施工阶段排放源较多，

核查难度较大，第三方核查机构宜在施工阶段进行活动水平数据测量条件的评估

和过程检查，以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 

5.1.2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综合等级评定应包括碳排放、技术体系、材料、

设备、施工 5 类共 25 项评级指标，见表 5.1.2，每项二级指标皆应达到 B 级及以

上，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评级结果均为 B 时，认证项目综合评级为铜级； 

2  评级结果至少有 1 项为 A 时，认证项目综合评级为银级。 

3  评级结果有 23 项为 A 时，认证项目综合评级为金级。 

表 5.1.2等级评定条文对照表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等级 

碳排放 

1 活动水平数据 A/B 

2 碳排放因子 A/B 

3 降碳要求 B 

技术体系 

4 规划和场地 B 

5 结构体 A/B 

6 围护体 A/B 

7 内装体 A/B 

8 可再生能源利用 A/B 

材料 

9 低碳和利废建材 A/B 

10 绿色建材 A/B 

11 工业化内装部品 A/B 

12 耐久性材料和部品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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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13 冷热源设备 A/B 

14 风机和水泵 A/B 

15 照明和电气产品 A/B 

16 用水器具 A/B 

施工 

17 材料 A/B 

18 能源 A/B 

19 水资源 A/B 

20 人力资源 A/B 

21 工序 A/B 

22 垃圾 A/B 

23 临时设施 A/B 

24 管理和宣传 A/B 

5.2 碳排放 

5.2.1 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的采集应有专人负责，B 级应形成档案记录，满

足第 1 款要求，A 级还应具备活动水平数据自动监测和计量的要求，满足第 2 款

要求： 

1  应建立和保持用于文件和记录的保管程序，应对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进

行定期检查和评价，记录文件包括建材采购清单、建材领用记录、施工机械使用

记录、能源账单、能源领用记录和凭证等相关记录，应便于查阅。 

2  建立基于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的管理系统，支持活动水平数据的自动

监测和获取，可实现物料管理、能源管理、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应分时、分区计

量数据，数据记录完整、可追溯。 

【条文说明】本标准基于建造阶段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采集的需求，B级要求碳

排放核算活动水平数据，使用衡器、流量计、表具等计量器具实测，记录整理形

成台账。 

A 级的先进性体现在实施了智慧工地系统。智慧工地作为智能建造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设备层、传输层、接入层、应用层、交互层、项目层、企业层等多个

层级的复杂内容，智慧工地基础建设一般包括：信息采集设备、网络基础设施、

技术平台、视频监控室、控制机房、信息应用终端等。各子系统具备实时采集、

传输、显示、存储、统计分析、提示或报警功能，可实现自动同步数据、数据交

互，具有身份识别、图像采集、环境监测、设备运行状态监测、移动终端采集和

信息识别、控制、显示等功能。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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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 对数据传输提出了要求。有关智慧工

地基础设施的标准还包括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

准》JGJ/T 434和各地方标准，如北京市《智慧工地技术规程》DB11∕T1710-2019、

北京市《智慧工地评价标准》DB11/T 1946-2021、吉林省《智慧工地建设标准》

DB22/T 5127、河北省《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DB13(J)/T 8312、雄安新区《雄

安新区智慧工地建设技术规范》DB1331/T 009-2022、浙江《智慧工地建设标准》

B33/T1248-2021、宁夏《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DB 64/T 1684 等。 

综合各地标准，智慧工地管理一般包含人员管理、施工机械设备管理、物料

管理、环境与能耗管理、视频监控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子系

统。物料管理系统，包含出入库管理、使用管理、库存管理等，入库数量、出库

数量进行检测和管理，记录完整、可追溯；环境与能耗管理：实现分时、分区对

用水、用电信息进行自动监测和自动计量数据统计分析，记录完整可追溯；施工

机械设备管理系统：支持工程机械、柴油发电机、运输车辆等的耗油数据或台班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比对，记录完整、可追溯。系统的建立有利于活动水平数

据的采集，有利于提升活动水平数据的可信度，实现连续自动数据获取。 

5.2.2 认证项目进行碳排放核算时应选用可信的碳排放因子，B 级可采用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 或其他可信标准提供的碳排放因子，A 级应有至少 20%

主要建材体现制造商或生产企业提供的碳足迹核查数据。 

【条文说明】碳排放核算所需的碳排放因子来自公认的可靠来源，项目的建造

过程与碳排放有关的数据获取涉及多个相关责任方，且现有建筑碳排放因子数

据库并不完善，除按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选取碳排放因子，还可采用权威机

构发布的最新数据、经认证的学术机构研究报告、各类统计年鉴和报表、工厂

内部的工艺信息。考虑到建材用量较大，排放因子获取渠道不同，导致结果差

异大，为保证碳排放因子的准确性、科学性和严谨性，鼓励建材的碳排放因子

采用生产企业提供的碳足迹数据。 

现有的绿色建材评价中，碳足迹多为评价指标之一，本标准中 A级要求提

出了绿色建材的应用比例高于 30%。同时，部分地区为了推进建材的低碳发

展，鼓励相关的建材企业进行产品碳足迹评价工作，因此本条提出了 20%的主

要建材体现碳足迹的要求，计算方法参照绿色建材使用比例的计算方法。 

https://www.gongbiaoku.com/read/vv7200581nu?bookQuery=%E5%8F%AF%E4%BF%A1%E7%9A%84%E7%A2%B3%E6%8E%92%E6%94%BE%E5%9B%A0%E5%AD%90&secId=962862794662
https://www.gongbiaoku.com/read/vv7200581nu?bookQuery=%E5%8F%AF%E4%BF%A1%E7%9A%84%E7%A2%B3%E6%8E%92%E6%94%BE%E5%9B%A0%E5%AD%90&secId=962862794662
https://www.gongbiaoku.com/read/vv7200581nu?bookQuery=%E5%8F%AF%E4%BF%A1%E7%9A%84%E7%A2%B3%E6%8E%92%E6%94%BE%E5%9B%A0%E5%AD%90&secId=962862794662
https://www.gongbiaoku.com/read/vv7200581nu?bookQuery=%E5%8F%AF%E4%BF%A1%E7%9A%84%E7%A2%B3%E6%8E%92%E6%94%BE%E5%9B%A0%E5%AD%90&secId=96286279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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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认证项目的项目应提交碳排放核算报告书，核算方法见第四章，认证

项目的碳排放强度应比参照建筑的碳排放强度低 5%，满足 B 级的要求。 

【条文说明】参照建筑的形态、规模、朝向、空间划分和功能应与认证项目保

持一致。参照建筑应遵循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通过采用低碳和绿色建材、可

循环利用建材、并将可再生能源运用在建材生产和建造过程中有降低建筑建造

碳排放的效果。通过对多个项目进行核算，认证项目比参照建筑的碳排放指标

降低 5%具有可行性。 

5.3 技术体系 

5.3.1 认证项目的规划和场地布局应有利于降低建筑全寿命周期的碳排放，按

以下内容编制规划和场地降低碳排放报告书，满足 B 级的要求： 

1  场地规划和建筑布局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考虑阳光、水源、通风、

降雨等环境因素，营造适宜的微气候； 

2  利用原有地形地貌，保护或修复场地原有生态环境，利用场地空间设置

绿化碳汇用地。 

【条文说明】规划和布局不仅是美学与功能的融合，更是推动绿色转型、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力量。场地规划与建筑布局中，采用合适的技术措施和路径

对降低建筑物的碳排放有显著作用。虽然难以通过指标进行等级评定，但是认证

项目也需要梳理相关内容，采用性能导向方法，通过多方案比选和技术路线优化，

对建筑全寿命周期内的环境与经济效益进行报告。 

5.3.2 认证项目的主体结构满足现行国家和地方标准的规定，达到 B 级的要求；

采取下列措施中的任一项提高结构的耐久性，达到 A 级的要求： 

1  采用耐久性好的结构材料； 

2  设计耐久性高于 50 年； 

3  采用减隔震等提高建筑韧性的技术； 

4  采用其他提升建筑结构寿命的措施，并经过专家评审。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对结构材料的规定，

并增加了国家和行业提升建筑韧性的要求，同时鼓励通过其他方式提升建筑的结

构耐久性。 

耐久性好的结构材料的认定：1)对于混凝土构件，提高钢筋保护层厚度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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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耐久混凝土凝土;2)对于钢构件，采用耐候结构钢及耐候型防腐涂料;3) 对

于木构件，采用防腐木材、耐久木材或耐久木制品。 

其他提升建筑结构寿命的措施要求通过行业专家的评审，评审结果明确体现

提升结构寿命的效果。 

改造项目不涉及结构设计的，本条不适用。 

5.3.3 认证项目的围护结构应适应建筑类型、所在气候区和节能目标，应按下

列规则评级：  

1  新建建筑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第 3.1 节的相关规定，达到 B 级要求；满足各地方超低能耗相关标准

的有关规定，达到 A 级要求； 

2  既有建筑改造项目应根据现状情况进行外墙、屋面、外窗和幕墙的节能

诊断，并应通过合理的改造方案实现节能效果，达到 B 级要求；节能改造后的围

护结构性能提高比例超过 10%，达到 A 级要求。 

【条文说明】围护结构通过高效的保温隔热性能，在建筑全寿命周期内持续减少

能源消耗，尤其在供暖和制冷方面，有效降低碳排放，因此有必要在建筑建造阶

段对其进行要求。 

新建建筑的围护结构性能分别对标通用规范、超低能耗相关要求。对于既有

建筑改造项目，由于其改造的局限性，因此 B级仅提出了节能诊断围护结构性能

优化的要求；A 级提出性能提高的比例要求。 

关于围护结构性能提高的比例，根据 2017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银监

会办公厅《关于深化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了

公共建筑改造项目平均节能率不低于 15%的要求；另外，根据相关资料，2013～

2022 年，上海市已完成 400 万平方米的建筑节能改造，改造项目平均节能率达

25%，截至 2022 年底，北京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面积超 1000 万平方米，平均节

能率超过 20%。考虑项目条件的复杂性，本条提出了围护结构性能 A级应提高 10%

的目标。 

在建筑年代久远、图纸和资料缺失的情况下，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围

护结构热工性能进行现场检测，检测方法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

测标准》JGJ/T132、《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77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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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认证项目应采取通用开放、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布局搭配适宜的内装技

术体系，提升建筑的可持续性，应按以下规则评级： 

1  B 级居住建筑的使用空间应灵活可变，A 级居住建筑应采取管线分离的

技术方式； 

2  B 级公共建筑室内应采用管线分离设计的技术体系，空间灵活分隔、兼

容多种功能，并采用与建筑功能和空间变化相适应的设备设施布置方式或控制方

式，A 级公共建筑应采用装配式内装。 

【条文说明】本条是在我国建筑业建造方式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基于建筑全寿命

周期的可持续性和未来改造的便利性，对居住和公共建筑提出的单项评级要求。 

居住建筑采用灵活可变的空间设计，考虑了不同人群和家庭的需求，考虑了

未来的检修需求；采用管线与结构分离，可在未来改造时进行管线的自由更改而

不需要损坏结构体系，有利于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使建筑能够随着需求进行改

造，从而避免推导重建，显著降低碳排放。 

本条参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对公共建筑灵活空间的要求。装

配式的建造方式可通过对项目的分析和技术体系比选选择适宜的类型，既有建筑

改造项目，可采用装配式装修。 

5.3.5 认证项目应利用可再生能源，并按以下规则评级： 

1  B 级项目采用的太阳能系统、地源热泵系统、空气源热泵系统等可再生

能源利用系统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的有关规定； 

2  A 级项目应按照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2019 附

录 A的规定计算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并应大于 20%，或保证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大于

10%的同时满足表 5.3.5的要求。 

表 5.3.5 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A 级要求 

系统类型 A 级要求 

太阳能热水系统 集热效率η≥55% 

太阳能采暖系统 集热效率η≥45% 

太阳能空调系统 集热效率η≥40% 

太阳能光伏系统（晶硅电 光电转换效率η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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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太阳能光伏系统（薄膜电

池） 
光电转换效率ηd≥6% 

地源热泵系统 
机组的能效值达到《水（地）源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GB 30721 规定的 1 级能效 

空气源热泵系统（供暖） 

机组性能系数应比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

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第 5.4.3 条规定的 COP 值

提高 10%以上 

空气源热泵系统 

（生活热水） 

机组的能效值应达到国家标准《热泵热水机(器)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9541 规定的 1 级能效 

【条文说明】在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推广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有助

于推动可持续建筑理念的发展，促进建筑业及相关产业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升

级。关于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指标要求，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通用规范》GB 55015-2021中 5.2.1条规定新建建筑应安装太阳能系统。当认

证项目实施了某类或某几类可再生能源时，即可满足 B级要求。除本条列举出

的民用建筑常用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还包括生物

质锅炉、吸收式热泵、太阳能光电空调、污水及再生水源热泵、垃圾焚烧垃圾

预热系统等。在生物能的建筑应用中，比较常见的还有沼气的开发运用，以满

足人们对于燃料或者是供热方面的需求。 

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2019第 5.0.1、5.0.2规定

近零能耗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均应超过 10%。部分省市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如《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供热发展建设规划》要求北京市城镇

地区不再新建独立燃气供热系统，新建的耦合供热系统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

机占比不低于 60%。《北京市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方案》中要求，2025年实现新

建建筑可再生能源耦合供热装机比重不低于 60%。因此鼓励建筑响应国家号召通

过利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降低建筑运行碳排放。综合考虑以上规定，当认证

项目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比大于 20%时，符合 A 级的要求。认证项目确有困难时，

在保证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大于 10%的基础上，可通过选用能效等级高的地源热泵

机组和空气源热泵机组等手段争取单项 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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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 是按照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2013 中第 4.4.4 条、第 5.4.3 条对集热效率和光电转化效率提出的要求。太阳

能热利用系统的集热效率表示集热器环路将太阳能转化为热能的能力，为发挥集

热器的性能，保证建筑建造的经济性，避免浪费安装空间，必须对集热器效率提

出要求。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电转化效率是衡量光伏电池组件将太阳能转化为电

能的重要指标，以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性、提升转换效率为目标。随着可再生能

源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力不断增强，技术进步的同时推动成本大幅下降，我国现

阶段量产的单晶硅电池平均转换效率已达到 23.1%，故表 5.3.5 的 A级要求是可

行的。 同时参考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501-2019 的第

6.2.3 条的规定，提出空气源热泵机组性能系数 COP 值提高 10%以上符合 A 级要

求。 

5.4 材料 

5.4.1 认证项目应选用低碳材料、利废建材，以下 4 类满足 2 类，达到 B 级的

要求，满足 4 类，达到 A 级的要求： 

1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建筑砂浆采用预拌砂浆； 

2  500km 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大于 60%； 

3  采用可循环或可再利用材料,住宅建筑比例达到 6%以上，公共建筑达到

10%以上； 

4  采用一种以上的利废建材，其占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不低于 50%，或选

用两种以上的利废建材，每一种占同类建材的用量比例均不低于 30%。 

【条文说明】本条对采用利废建材、低碳建材以及建材本地化要求进行了规定，

参考了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的 7.1.10 控制项和

7.2.17评分项的要求。其中，利废建材即“以废弃物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是

指在满足安全和使用性能的前提下，使用废弃物等作为原材料生产出的建筑材料，

要求其中废弃物掺量（重量比）不低于生产该建筑材料总量的 30%，且该建筑材

料的性能同时满足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计算利废建材用量比例时．分子为某种利废建材重量，分母为该种利废建材

所属的同类材料的总重量。项目使用了多种利废建材，应针对每种单独计算，每

种利废建材的用量比例均不应低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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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认证项目采用绿色建材时达到 B 级的要求，利用比例不低于 30%时达到

A 级的要求。 

5.4.3 认证项目应选用工业化内装部品，工业化内装部品占同类部品用量比例

达到 50%以上的部品种类达到 1 种以上，达到 B 级的要求；达到 3 种以上，满

足 A 级的要求。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了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第

7.2.16的规定，所指的工业化内装部品主要包括整体卫浴、整体厨房、装配式吊

顶、干式工法地面、装配式内墙、管线集成与设备设施等。对工业化内装部品的

评分分值分别为采用 1种 3分、3种 5 分、3种以上 8分。 

用量比例可按国家标准《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2017 第

4.0.8～4.0.13 条规定计算，当计算比例达到 50%及以上时可认定为 1种。 

5.4.4 认证项目应采用耐久性好的内外装修材料和部品部件。以下 5 类满足 2

类，达到 B 级的要求，满足 4 类及以上，达到 A 级的要求： 

1  采用耐久性好的外饰面材料; 

2  采用耐久性好的防水和密封材料; 

3  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4  采用耐久性好的光伏组件； 

5  使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线、管件; 

6  活动配件选用长寿命产品，或便于分别拆换的构造。 

【条文说明】本条参考了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的

4.2.7、4.2.9 和工信部制订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1 年本）》，其中

各项材料耐久性好的判定依据： 

1 采用耐久性好的外饰面材料：采用水性氟涂料或耐候性相当的涂料，符合

行业标准《建筑用水性氟涂料》HG/T 4104-2009 中优等品的要求或与之相当的

涂料：或选用耐久性与建筑幕墙设计年限相匹配的饰面材料；或合理采用清水混

凝土。 

2 采用耐久性好的防水和密封材料：选用耐久性符合绿色产品评价规定的材

料。 

3 采用耐久性好、易维护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如耐洗刷性≥5000 次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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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涂料、耐磨性好的陶瓷地砖（有釉砖耐磨性不低于 4级、无釉砖磨坑体积不大

于 127mm3）、免饰面层的做法等。 

4 采用耐久性好的光伏组件：晶硅组件功率衰减率首年≤2.5%，后续每年≤

0.6%，25年内不高于 17%；薄膜组件功率衰减率首年≤5%，后续每年≤0.4%，25

年内不高于 15%； 

5 使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线、管件：如室内给水系统

采用铜管或不锈钢管；电气系统采用低烟低毒阻燃型线缆，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

缆、耐火电缆等，且导体材料采用铜芯。 

6 活动配件选用长寿命产品，或便于分别拆换的构造：门窗的反复启闭性能

达到相应产品标准要求的 2倍；遮阳产品机械耐久性达到相应产品标准要求的最

高级；水嘴寿命需超出现行相应产品标准寿命要求的 1.2倍；阀门寿命应超出现

行相应产品标准寿命要求的 1.5倍。 

5.5 设备 

5.5.1 认证项目采用的冷热源系统能效应按下列规则评级：  

1  设备能效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通用规范》GB 55015

的相关规定，达到 B级的要求； 

2  设备能效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 的相

关规定，达到 A 级的要求。 

【条文说明】本条要求新建民用项目中使用或改造类项目更换的冷热源设备，包

括锅炉、户式燃气供暖热水炉、电机驱动的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直

燃型嗅化锉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单元式空气调节器、

风管送风式空调（热泵）机组、房间空气调节器等供冷、供暖设备能效满足国家

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中 3.2.4～3.2.15

条的要求。鼓励申报项目通过提高制冷、制热设备的效率，达到降低建筑供暖、

空调能耗的目的。A级要求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均应在符合国家标

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规定的基础上有所提

高，能效指标参照国家有关能效标准的 1级能效等级。对于改造项目中未更换的

设备，不对其设备能效提出要求。 

现行国家有关供冷、供暖产品的能效和性能系数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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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6；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7；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665；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4；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5； 

《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9540； 

《水(地)源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721； 

《风管送风式空调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7479；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7480；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T 17758； 

《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GB/T 18362；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１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

水(热泵)机组》GB/T 18430.1； 

《蒸汽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 2部分：户用及类似用途的冷水（热泵）

机组》GB/T 18430.2；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GB/T 18431；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GB/T 18837； 

《商业或工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热水机》GB/T 21362；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第 1 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

的热泵（冷水）机组》GB/T 25127.1；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第 2部分：户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冷

水）机组》GB/T 25127.2；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多联式热泵（空调）机组》GB/T 25857;  

《蒸气压缩循环水源高温热泵机组》GB/T 25861。 

5.5.2 认证项目选用的风机和水泵的能效应按照以下规则评级： 

1  风机额定效率达到现行国家标准《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 规定的通风机能效等级的 2 级，循环水泵额定效率达到于现行国家标准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 规定的节能评价值，符合 B

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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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机额定效率达到现行国家标准《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761 规定的通风机能效等级的 1 级，循环水泵额定效率高于现行国家标准《清

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 规定的节能评价值 1%以上，符合

A 级的要求。 

【条文说明】B 级的要求参照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通用规范》GB 

55015-2021第 3.2.16条的规定，适用于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中更换的设备。 

近年来，我国的电机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风机和水泵的节能技术取得较

大进步。因此，A 级要求风机达到现行国家标准《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规定的 1级能效。结合水泵的发展，A级要求水泵能效在现行国家标准

《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2 规定的节能评价值基础上有

所提高。 

5.5.3 认证项目采用的照明和电气产品应按照以下规则评级： 

1  电力变压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和照明产品的能效水平应高于现行国

家有关电气产品能效标准的能效限定值或能效等级 3 级的要求，符合 B 级的要

求； 

2  电力变压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和照明产品的能效水平应高于现行国

家有关电气产品能效标准的能效等级 2 级的要求，符合 A 级的要求。 

【条文说明】提高产品的能源利用效率是电气和照明节能的基础手段，电力变压

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和照明产品的能效水平高于能效限定值或能效等级 3级

的要求是国家标准《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通用规范》GB 55015-2021第 3.3.1

条的规定，即符合 B 级要求。为推进照明节能，A 级要求认证项目选用的光源、

镇流器等照明和电气产品能效不应低于相应能效标准的节能评价值。对于改造项

目中未更换的设备，不对其设备能效提出要求。 

现行国家有关电气产品的能效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普通照明用气体放电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7896；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8613； 

《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043；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044；  

《单端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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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钠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3；  

《高压钠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19574；  

《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 

《金属卤化物灯用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3； 

《金属卤化物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4； 

《交流接触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518； 

《单端无极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9142； 

《单端无极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9143；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无极荧光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9144； 

《室内照明用 LED产品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255； 

《普通照明用 LED平板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8450； 

《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性能要求》GB/T 24825。 

5.5.4 申认证项目采用的用水器具应为节水型卫生器具，并按以下规定评级： 

1  全部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应达到现行行业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T 164 节水评价值，符合 B 级的要求； 

2  50%以上卫生器具的用水效率应达到现行国家有关水效标准的 1 级指标

且其他达到节水评价值或 2 级指标，符合 A 级的要求； 

【条文说明】通过减少用水量、减少废水的产生、减少水泵输送能耗，减少水处

理设备生产过程中材料消耗等措施，可达到节能的目的。按照现行国家有关用水

器具产品水效标准的要求，将水效等级分为三级，1 级能效最高，2 级为节水评

价值，3 级为水效限定值。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2019第 7.2.10 条，对申报项目分别提出 B级、A级的要求。 

现行国家有关用水器具产品的水效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水嘴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5501；  

《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5502；  

《小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8377；  

《淋浴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8378；  

《便器冲洗阀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8379；  

《蹲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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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34914。 

5.6 施工 

5.6.1 认证项目施工时应节省材料，B 级应满足第 1 款要求，A 级应满足第 1～

3 款要求： 

1  应建立具体材料进场计划，以及材料采购、限额领料等管理制度；  

2  利用建筑信息模型 BIM 等信息技术，深化设计、优化方案，减少用材、

降低损耗；  

3  主要建筑材料的损耗率低于定额 50%。 

5.6.2 认证项目施工时应充分利用能源，B 级应满足第 1～2 款要求，A 级应满

足第 1～4 款要求： 

1  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用电应单独计量，并建立台账；  

2  施工现场宜采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  

3  无直接采光的施工通道和施工区域照明宜采用声控、光控、延时等控制

方式；  

5.6.3 单位工程单位建筑面积的用电量比定额节约 10%以上。认证项目施工时

应节约水资源，B 级应满足第 1～5 款要求，A 级应满足第 1～6 款要求： 

1  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用水单独计量，并建立台账；  

2  临时用水系统节水器具配置率达到 100%； 

3  采用非传统水源，并建立使用台账； 

4  施工废水与生活废水有收集管网、处理措施和利用措施； 

5  雨水和基坑降水产生的地下水有收集管网、处理措施和利用措施； 

6  单位工程单位面积建筑面积的用水量宜比定额节约 10%以上。 

5.6.4 认证项目应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序，节省人工，

B 级应满足第 1～2 款要求，A 级应满足第 1～3 款要求： 

1  建立劳务使用台账，统计分析施工现场劳务使用情况；  

2  因地制宜制订各施工阶段劳务使用计划，合理投入施工作业人员；  

5.6.5 采用机械喷涂、抹灰等自动化施工设备或装配式、模块化、整体化安装

方法。认证项目施工时应统筹施工工序、施工进度和机械设备、施工机具资源，

B 级应满足第 1～2 款要求，A 级应满足第 1～3 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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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机械设备管理档案，定期检查保养；  

2  共享施工机具资源，减少垂直运输设备能耗，避免集中使用大功率设备；  

5.6.6 高能耗设备单独配置计量仪器，定期监控能源利用情况，并有记录。认

证项目应建立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提高垃圾回收利用率，满足表 5.6.6 的

要求。 

表 5.6.6 建筑垃圾减量化和回收利用要求 

项目 B 级要求 A 级要求 

建筑材料包装物回收率 100% 100% 

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 ≥30% ≥50% 

垃圾排放量 
装配式 ≤200t/万㎡ ≤140t/万㎡ 

非装配式 ≤300t/万㎡ ≤210t/万㎡ 

5.6.7 认证项目应加强临时设施的管理，提升其周转率，节省能源，B 级应满

足 1～2 款要求，A 级应满足 1～5 款要求： 

1  采用多层、可周转装配式临时办公及生活用房；  

2  采用可周转装配式场界围挡和临时路面；  

3  临时用房围护结构满足节能指标，外窗有遮阳措施；  

4  临时用房采用可再生能源；  

5  办公区和生活区节能照明灯具配置率达到 100%。【资源节约一般项】 

5.6.8 认证项目施工时应建立低碳管理和宣传制度，B 级应满足第 1～2 款要

求，A 级应满足第 1～5 款要求： 

1  项目设计文件应明确体现其低碳策略； 

2  施工现场应在醒目位置设置资源和能源节约、低碳施工的标识； 

3  进行低碳施工培训，并有实施记录； 

4  对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采集管理人员定期进行碳排放数据管理和采集工

作的培训，并有实施记录； 

5  应以建筑说明书等方式向建筑使用者提供低碳设施使用手册、维护管理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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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认证实施原则 

6.1 一般规定 

6.1.1 认证机构应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自评价报告和相关证实性资料进行技术

资料评审，结合现场检查情况，确定认证等级，自评价应按照本标准第 6.3 节的

规定进行。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认证机构对建筑建造阶段开展碳排放认证活动遵循的基

本原则。认证机构应按照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审查认证委托人提交的自评价报告和

相关证实性资料，初步确认认证项目相关信息和等级评定的相关情况，识别现场

检查重点，提出现场检查时间、需访问的人员、需观察的设施、设备或操作以及

需查阅的支撑文件等现场检查要求，并在现场检查时对各项内容进行验证，根据

现场检查情况编制综合评价报告，报告结论中应确定认证项目等级。检查过程中，

认证人员可根据检查工作的需要，调阅与认证项目相关的组织机构图、建筑内部

分区分布图、设备设施台账、监测设备和计量器具台账、支撑报送数据的原始凭

证，以及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相关文件和记录等。 

6.1.2 认证机构应依据本文件制定认证实施规则，认证实施规则应至少包括适

用范围、认证人员条件及能力、数据质量要求、温室气体量化方法、认证模式、

认证依据、认证申请、现场检查、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认证证书、认证变更。 

【条文说明】认证实施规则是指导认证机构开展认证活动的重要文件，规则内容

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针对所认证的建筑类型、所在地域等特点制订认证实施规

则，各项内容的规定应具备实操性。本条认证实施规则内容要求来源于《国家认

监委<关于明确直接涉碳类认证规则备案要求的通知>》（国认监〔2024〕3号），

并结合产品认证特点进行了规定。 

6.1.3 认证模式应采用现场检查。 

【条文说明】建筑的建造过程为不可复制的行为，当认证对象建造完成后即进入

运行阶段，而对建造阶段开展的认证活动形成的认证结果不受运行阶段的影响，

因此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的认证不涉及获证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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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认证流程 

6.2.1 建筑建造阶段碳排放认证应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1  提交委托文件； 

2  认证受理； 

3  制定现场检查计划； 

4  现场检查； 

5  综合评价和认证证书颁发。 

6.2.2 提交委托文件时，认证委托人应提交认证委托书和自评价报告。 

【条文说明】认证委托书涵盖认证项目基本信息、与建造阶段碳排放相关的内容

阐述，以便认证机构快速了解认证项目的能源种类、低碳技术体系、主要碳排放

源、可再生能源应用情况等关键内容。 

6.2.3 认证机构应按以下规定进行认证受理： 

1  认证机构收到委托文件后，应依据相关要求对委托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

如委托文件不符合要求，应通知认证委托人补充完善； 

2  文件齐全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发出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 

3  受理时，认证机构与认证委托人应签订认证协议。 

【条文说明】本条第 1款符合性审查是指：认证机构按照本标准的相关评价要求

逐项对应，并仔细核查证实性资料的完整性、符合性，重点审查关键数据是否完

整提供、连续记录。 

6.2.4 认证机构应制定现场检查计划，选派有资质和专业能力的人员组成现场

检查组，应基于认证范围、涉及的技术特点、数据和信息系统的复杂程度确定现

场检查的人日数，且基础人日数不宜少于 4 人。 

【条文说明】本条对现场检查组人员提出了要求，与碳排放水平相关的因素多且

专业性较强，认证机构在选派检查组时，应考虑人员能力的符合性，必要时，在

认证项目策划过程中要进行认证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 

认证机构在确认现场检查人日数时，可以结合认证项目建造过程中能源数据监测

管理成熟度、数据清单获取的复杂性以及提供信息和数据的过程等，确定现场检

查人日数，如果项目建造时配备了完善的能源管理和监测系统，能够提供连续准

确和可追溯的关键数据时，可适当减少现场检查人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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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认证机构应建立文件化信息，规定现场检查的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1  职责和资源； 

2  文件和记录； 

3  监测与计量； 

4  一致性检查； 

5  活动水平数据证据核查； 

6  碳排放核查。 

【条文说明】本条对现场检查组的检查内容做出了规定，以保证现场检查工作的

完整性和严密性，一般现场检查内容至少包括职责和资源、文件和记录、监测与

计量、一致性检查、活动水平数据证据核查、碳排放核算 6 个部分：  

1)职责和资源：现场检查组应检查与认证项目建造阶段碳排放管理相关部门和各

类人员的职责文件，检查时应对建筑进行整体巡逻，与涉及建筑施工管理、用能

管理的相关人员进行面谈和交流，重点检查、验证建筑能源计量设备的配备率、

完好率和有效性，以确保数据计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文件和记录：检查认证项目的产权人、EPC总承包方是否建立并保持文件化的

程序，对建筑施工管理、设备机具使用与保养、能源使用、建筑材料使用等涉及

的记录进行有效控制，确保记录的清晰、完整、可追溯。 

3)监测与计量：对建筑工地的供配电系统、用水系统进行巡视，查看是否采取有

效措施对建筑建造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量进行监测、是否实现分类及分项计量，对

建筑建造过程中的能源监测计量进行核实，并检查相关运行监测与计量记录。 

4）一致性检查：主要确认现场检查核实的内容是否与认证委托保持一致，检查

组织名称的一致性、边界的一致性，以及现场用能系统及设备、可再生能源利用

是否与证实性资料具有一致性。 

5）活动水平数据证据核查：认证期内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的可靠性与完整性，

重点审核相关监测系统、能源账单、财务发票和领用记录的真实性。 

6）碳排放核查：检查与碳排放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具备可靠性与完整性，保存

与数据相关的记录、台账等关键性资料，内容清晰、完整、可追溯；碳排放核算

方法与本标准保持一致；碳排放因子来源明确。 

现场检查工作结束后，检查组根据检查情况，编写现场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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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认证机构应对现场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评价通过后，认证机构应在

规定时间内向认证委托人颁发认证证书；评价不通过时，应告知认证委托人不通

过的原因。 

6.2.7 认证证书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认证委托人名称、地址；认证项目名称；

认证范围；认证依据；认证模式；认证级别及综合信息；发证日期；认证机构名

称；证书编号；其他依法需要标注的内容。 

【条文说明】建筑建造完成后，将依次进入建筑运行和拆除阶段，建筑建造阶段

认证工作完成后，认证结果长期有效，不会因建筑的运行和拆除而发生改变，因

此，认证证书仅体现发证日期。 

6.2.8 认证级别及综合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认证项目综合等级； 

2  碳排放、技术体系、材料、设备、施工综合信息。 

【条文说明】本条对认证证书中认证级别及综合信息内容做出了规定，以便通过

认证手段，将建筑建造阶段与双碳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的信息，传递给利益各相

关方。 

6.2.9 获证组织组织机构名称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交变更

申请，经过认证机构评审后，方可进行证书变更。 

【条文说明】本条对认证的变更做出了规定，由于建筑建造的特殊性，不存在认

证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只有在获证组织组织机构名称发生变化时，才会出现建筑

建造碳排放认证证书的变更的情况。 

6.2.10 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认证机构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认证项目

被拆除或发生较大规模的改造后，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注销的处

理，并应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认证委托人可向认证机构申请注销其持有的认证

证书。 

6.3 自评价 

6.3.1 自评价报告应有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完成。 

【条文说明】本标准所称的自评价工作由建筑的产权人或 EPC 总承包方完成。 

人员能力是碳排放计算、核算以及做出评价全部活动结果质量好坏的关键影响因

素。必要时，可对自评价报告编制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使其了解并熟悉建筑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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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核查、建筑能源计量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等相关内容。 

6.3.2 自评价报告应对报告涉及的数据来源进行说明，应符合本标准 5.2 节中

活动水平数据的采集和碳排放因子的选取要求。 

【条文说明】活动数据可根据核算目的、活动水平数据的类型、重要性、采集条

件等因素合理选用，并详细说明数据的来源、时间，多个来源数据有差异时应优

先采信权威度高的来源。按照本标准 5.2 节的要求，当活动水平数据具备自动监

测条件时，优先采用仪表监测方式进行采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准确

性。 

6.3.3 认证委托人应提供证实性资料，并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证实性资料可为报告、证书，设备运行照片、监测影像资料、运行效果证明文件

等。 

【条文说明】本条对认证委托人的义务提出了要求，确保认证对象的资料真实、

完整。若涉及关键参数的检测报告，如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装饰装修材料耐久性

等，宜委托具有 CMA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检验检测报告。 

6.3.4 认证委托人宜定期开展建筑建造期间核查工作，并进行记录。 

【条文说明】建筑建造期间各类数据的采集和统计的准确性及完整性直接影响到

自评价结果，认证委托人可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期间核查工作，重点核查月度汇

总数据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 

6.3.5 自评价报告中评价内容应包括：碳排放、技术体系、材料、设备、施工，

并宜按照本标准附录 D 的模版填写自评价报告。 

【条文说明】认证委托人在提交认证委托书时，一并提交自评价报告。自评价报

告是认证委托人对拟认证项目的建筑的各项指标的全面评价与说明，同时是认证

机构在文审阶段重点查看的资料之一，因此，报告内容应准确、全面，活动数据

的来源应明确说明，报告中的各项评价内容应附相应的证实性资料。 

6.3.6 建筑碳排放自评价方法应依据本标准第 5.2节进行，证实性资料应包括：

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采集管理制度、活动水平数据自动监测情况说明、建筑信息

模型 BIM 技术的管理系统包含的模块及功能说明（适用时）、主要建材的碳足

迹评价报告、碳排放核算报告书、绿电的交易平台购买合同和结算凭证、绿色电

力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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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按照本标准第 4 章进行建筑碳排放核算，并编写建筑碳排放报告，

报告中需要说明活动数据来源、排放因子取值；当项目涉及到绿色电力的购买、

碳抵消时，需要提供证明文件，如可再生能源购买协议及执行情况、绿电协议、

线路照片（如有需要，应进行现场勘验）、PPA协议（中长期购电协议）、绿证

的购买协议或记录。 

6.3.7 技术体系自评价方法应依据本标准第 5.3 节的评价要求进行。证实性资

料应包括： 

1  规划和场地降低碳排放报告书； 

2  结构耐久性设计说明及图纸、减隔震设计说明及图纸、专家评审资料； 

3  围护结构性能检测报告、节能诊断报告，包括：外墙节能构造、外窗气

密性能以及门窗幕墙玻璃的热工性能等的现场实体检验报告等； 

4  建筑适变性提升措施的专项设计说明； 

5  可再生能源系统使用种类及性能说明、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计算书、可再

生能源利用记录、能耗监测系统的运行记录、能源使用账单；太阳能热利用系统

集热效率说明；光伏系统的光电转换效率说明；地源热泵系统机组能效检测报告

或设计说明；供暖用空气源热泵机组性能系数检测报告或设计说明；制备生活热

水用空气源热泵机组能效检测报告或设计说明。 

【条文说明】本条对认证项目可再生能源利用的自评价和证实性资料做出了规定。

一个认证项目可能涉及一种或多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相关的证实性资料可根据

认证项目涉及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种类提供，当不涉及地源热泵系统的应用时，不

需提供地源热泵系统机组能效检测报告或设计说明。关于可再生能源利用率中能

耗计算部分，采用规范的表格记录能源计量数据，便于各能耗系统数据的汇总与

分析，并能说明被测量与记录数据之间的转换方法或关系。 

6.3.8 材料自评价方法应依据本标准第 5.4 节的评级要求进行。证实性资料应

包括： 

1  低碳材料、利废建材使用情况说明，说明中需明确低碳材料、利废材料

的种类、使用率； 

2  绿色建材使用比例计算说明； 

3  装修用工业化内装部品使用率计算说明或其他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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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外装修材料、部品部件及易耗品的耐久性检测报告或其他证明材料。 

【条文说明】随着绿色建材在绿色建筑中的推广应用，绿色建材在建筑中的使用

比例成为绿色建筑评价的指标之一，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地方陆续出台了相关的计

算细则或标准，例如：2021 年 9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发展中心发

布的《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技术细则（试行）》；2018年 3月，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发布的《湖南省建设工程绿色建材使用比例计算细则（试行）》；国

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本条不指定绿色建材使用比例的计算

依据，认证委托人在计算说明中明确计算依据即可。 

6.3.9 设备自评价方法应依据本标准第 5.5 节的评级要求进行。证实性资料应

包括： 

1  建筑节能工程相关的系统及设备的节能性能检验报告，设备包括：冷热

源设备、风机、水泵、照明和电气产品等；  

2  卫生器具产品节水性能检验报告、节水型卫生器具的使用情况说明。 

6.3.10 施工自评价方法应依据本标准第 5.6 节的评级要求进行。证实性资料应

包括： 

1  节材管理制度和信息技术使用说明、主要建筑材料损耗率计算说明；

【5.6.1】 

2  能源和水资源分区、分级计量及使用情况说明、可再生能源使用说明、

无直接采光的区域照明控制方式说明、节电量计算说明；  

3  节水器具的配备说明，非传统水源使用情况说明，废水、雨水及基坑降

水的收集、处理和利用措施说明，节水量计算说明；  

4  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中人力资源节约的情况说明；  

5  施工机械设备、机具的管理和共享使用说明，高耗能设备的能耗计量说

明；  

6  建筑垃圾减量化专项方案、建材包装物回收率计算说明、建筑垃圾回收

率计算说明、建筑施工的垃圾排放量计算说明；  

7  临时设施的管理制度、使用方式和节能措施；  

8  低碳管理和宣传制度、培训记录、低碳设施使用手册、维护管理手册等。 

6.3.11 自评价报告应明确碳排放、技术体系、材料、设备、施工的各项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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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明确建筑的综合等级。 

【条文说明】本标准第 5章规定了各评价指标的要求、核算方法、数据取舍及活

动数据的优先级等内容，自评价报告中各项指标的评价方法应与第 5章的规定保

持一致。认证委托人在自评价报告的结论中应明确评价等级，值得说明的是，该

等级仅为认证委托人对认证项目的自我评价结果，不等同于最终的第三方认证评

价结果，即可能出现自我评价等级与第三方认证等级结果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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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建材和常见运输方式的碳排放因子 

表 A.0.1 主要建材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因子 

建筑材料类别 建筑材料碳排放因子 

普通硅酸盐水泥（中国市场平均） 735.00 kg CO2e/t 

C30 混凝土 295.00 kg CO2e/m3 

C50 混凝土 321.00 kg CO2e/ m3 

C60 混凝土 398.64 kg CO2e/m3 

C70 混凝土 448.84 kg CO2e/m3 

湿拌砌筑砂浆 M30 306.36 kg CO2e/m3 

湿拌普通抹灰砂浆 M20 261.59 kg CO2e/m3 

湿拌防水砂浆 203.36 kg CO2e/m3 

干混抹灰砂浆 M10 315.39 kg CO2e/m3 

干混地面砂浆 M15 354.75 kg CO2e/m3 

预拌混凝土（泵送型），C15 107.00 kg CO2e/m3 

预拌混凝土（泵送型），C20 227.50 kg CO2e/m3 

水泥 P32.5 629.00 kg CO2e/t 

水泥 P42.5 792.00 kg CO2e/t 

水泥 P52.5 894.00 kg CO2e/t 

石灰（市场平均） 1190.00 kg CO2e/t 

消石灰（熟石灰、氢氧化钙） 747.00 kg CO2e/t 

天然石膏 32.80 kg CO2e/t 

砂（f=1.6～3.0） 2.51 kg CO2e/t 

碎石（d=10～30mm） 2.18 kg CO2e/t 

页岩石 5.08 kg CO2e/t 

黏土 2.69 kg CO2eq/t 

混凝土砖（240mm×115mm×90mm） 336.00 kg CO2e/m3 

蒸压粉煤灰（240mm×115mm×53mm） 341.00 kg CO2e/ m3 

烧结粉煤灰实心砖（240mm×115mm×53mm，掺入量为

50%） 
134.00 kg CO2e/ m3 

烧结空心砖（190mm×190mm×90mm） 98.00 kg CO2e/ m3 

页岩实心砖（240mm×115mm×53mm） 292.00 kg CO2e/ m3 

页岩空心砖（240mm×115mm×53mm） 204.00 kg CO2e/ m3 

黏土空心砖（240mm×115mm×53mm） 250.00 kg CO2e/ m3 

煤矸石实心砖（240mm×115mm×53mm，90%掺入量） 22.80 kg CO2e/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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