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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近零碳）旅游景区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零碳旅游景区评价相关的总体要求、边界范围、评价指标与计算方法、评价等级等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方机构对人文景观类和自然景观类旅游景区开展零碳景区评价，二方评价或旅游 

景区自评价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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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T 41011  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指南

LY/T 3253  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旅游景区  tourist attraction

为旅游者提供观游览服务、有明确的管理界限的场所或区域。本规范中旅游景区包括人文景观类和 

自然景观类景区。

[来源：GB/T 41011—2021，定义 3.1，有修改]

3.2

自然景观类旅游景区  natural scenic tourist attraction

指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观赏景区，景区内无常住居民，且以纯自然资源为主要风景资源和构景要素， 

以满足旅游者出游目的为主要功能的旅游景区。

3.3

人文景观类旅游景区  cultural landscape tourist attraction

指由各种社会环境、人民生活、历史文物、文化艺术、民族风情和物质生产构成为人文景观，以满 

足旅游者出游目的为主要功能， 以独特的自然、人文事项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景区。

3.4

零碳旅游景区  zero-carbon tourist attraction

综合利用碳减排技术技术、碳管理及增加碳汇等方法，可实现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全部清除、 

达到净零碳排放的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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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温室气体  green 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 3.1]

注： 本部分涉及的温室气体只包含二氧化碳（CO2 ）。

3.6

温室气体源  greenhouse gas source

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单元或过程。

[来源：GB/T 33760-2017，定义 3.2]

注： 本部分涉及的温室气体只包含二氧化碳（CO2 ），称为碳排放源。

3.7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 3.6]

注： 本部分涉及的温室气体只包含二氧化碳（CO2 ），称为碳排放。

3.8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 3.13]

3.9

碳汇  carbon sink

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注： 根据储存二氧化碳的场地不同， 碳汇主要包括林业碳汇、草地碳汇、湿地碳汇、海洋碳汇、土壤碳 

汇、耕地碳汇等。

3.10

林业碳汇  forest carbon sink

指林业植物群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其固定在森林植被和土壤中的所有过程、活 

动或机制。

[来源：LY/T 3253-2021，2.2.2，有修改]

3.11

碳库  carbon pool

具有累积或释放碳的能力的系统，森林碳库通常包括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枯落物、枯死木和 

土壤有机质五个碳库。

[来源：LY/T 3253-2021，2.2.14，有修改]

4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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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旅游景区应为独立法人单位，并有明确的物理边界（景区地理边界）。

4.2　旅游景区服务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等要求，近三年内在信用中国与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不良记录。

4.3　近五年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

4.4　旅游景区提供的数据资料应真实、有效、可追溯。

5　边界范围

5.1　物理边界

依据旅游景区运营及管理特点，以旅游景区物理边界内碳排放源和碳汇（包括林业碳汇、草地碳汇、

湿地碳汇）作为零碳景区评价范围。

a）碳排放源应包括景区物理边界内的办公系统、服务系统、交通系统、娱乐系统、购物系统等直 

接或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设备、设施、过程等；

b）碳汇应包括旅游景区物理边界内森林、竹林、疏林、湿地等可吸收或储存二氧化碳的碳库所涉

及的过程。

办公系
统（购
票、出
入园系
统等）

景区外交通

服务系统（包括酒店、餐厅、卫生间、照
明设施、废弃物处理等）

导览系统

交通系统

娱乐系统

其他系统

碳汇资源
（包括森林、竹林、湿

地、草地等）

CO2

购物系统

图1 评价边界示意图

5.2　时间边界

5.2.1　原则上以上一自然年度或连续 12个月的数据作为评价年度的时间边界。。

5.2.2　评价年度的时间边界内应可获得评价所需的相关运行、监测等记录和数据。

6　评价指标与计算方法

6.1　概述

零碳旅游景区评价包括零碳指标和运行指标两个维度，其中：

a）零碳指标为景区净零碳率，分值100分；

b）零碳运行指标是对景区零碳管理与运行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分值为100+10分。

表 1 零碳旅游景区评价指标结构

指标体系 分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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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指标 100 1项指标（净零碳率）

零碳运行指标 100+10 9个一级指标（37个二级指标） +加分项

6.2　零碳指标与计算方法

零碳指标为景区净零碳率，是考察景区评价边界内林业碳汇增量对景区运营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清除

能力的指标，计算方法见公式（1）。

𝑅𝑍𝑒𝑟𝑜 𝐶𝑎𝑟𝑏𝑜𝑛 = 𝑆𝐹 + 𝑆𝐺 + 𝑆𝑊

𝐸 × 100%              (1.)

式中：
𝑅𝑍𝑒𝑟𝑜 𝐶𝑎𝑟𝑏𝑜𝑛——评价年度景区评价边界内增加的碳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值，%； 

𝑆𝐹——评价年度景区评价边界内增加的林业碳汇，tCO2；

𝑆𝐺——评价年度景区评价边界内增加的草地碳汇，tCO2；

𝑆𝑊——评价年度景区评价边界内增加的湿地碳汇，tCO2；

𝐸——评价年度景区评价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 A。

其中，林业碳汇可按公式（2）计算：

𝑆𝐹 = ∆C𝑏𝑖𝑜 × 44
12 ∙∙∙∙∙∙∙∙∙∙∙∙∙∙∙∙(2.)

式中：

∆C𝑏𝑖𝑜——森林和其他木质生物质生物量碳贮量变化，tC，具体计算方法参考附录B，也可选择其他

方法学进行核算，应说明核算依据；
44
12——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无量纲。

景区评价边界内林业碳汇、草地碳汇、湿地碳汇均可依据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清洁发展机制(CDM)

等获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航组织（ICAO）备案的国际自愿减排标准的方法学进行核算。旅游景区和评

价机构在选用林业碳汇、草地碳汇、湿地碳汇核算方法学时，应对其适用性进行合理论证说明。

6.3　零碳运行指标与评价方法

6.3.1　零碳运行指标

零碳运行指标由评价景区零碳管理和运行绩效水平的一系列指标构成，包括9个一级指标（含37个

二级指标）和加分项，见表2。

表2 旅游景区零碳运行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分值 评价要求及方法

零碳发展规划𝑂1.1 定性 3 制定和发布景区中长期零碳发展规划

零碳目标策划𝑂1.2 定性 2 策划和发布景区年度零碳发展目标零碳目标𝑂1

发布零碳承诺𝑂1.3 定性 3 做出景区零碳承诺并对外发布

景区空气质量𝑂2.1 定量 2

满足 GB 3095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100%；不满足，0

污水排放𝑂2.2 定量 2

满足 GB 8978或地方污水排放相关标准，

100%；不满足，0
环境合规𝑂2

大气污染物排放𝑂2.3 定量 2

满足 GB 16397或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相

关标准，100%；不满足，0

减缓行动𝑂3 建立减排工作机制𝑂3.1 定性 1 以文件形式明确景区碳减排管理的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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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分值 评价要求及方法

部门和职责

制定年度减排工作计划𝑂3.2 定性 2 制定和发布景区年度减排工作计划

实施减排技改措施𝑂3.3 定量 6

评价景区年度实施减排技改措施，实施 1

项得 2分，最高得 6分

设有零碳宣传设施𝑂3.4 定性 2 景区内设有碳减排的宣传设施

开展零碳宣传活动𝑂3.5 定性 2 每年至少组织 1次零碳宣传活动

制定碳汇资源管理制度𝑂4.1 定性 2 制定和发布碳汇资源管理制度
碳汇管理𝑂4

定期开展碳汇统计核算𝑂4.2 定性 3 每 2年至少开展一次碳汇统计核算

实施绿色采购𝑂5.1 定性 3 制定绿色采购要求并实施

绿色服务链𝑂5
实施绿色低碳招商引资𝑂5.2 定性 3

制定旅游景区绿色低碳招商管理要求，并

发布实施

制定统计核算制度𝑂6.1 定性 3

制定旅游景区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并发

布实施
监测核算𝑂6

定期统计核算𝑂6.2 定性 3

每年定期进行碳排放统计核算，并编制核

算报告

信息披露𝑂7 定期披露𝑂7.1 定性 2

每年定期向相关方（如政府/游客等）披

露景区零碳管理相关的信息

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𝑂8.1 定量 4

≥20%，100%；

≥10%，80%；

≥5%，60%；

＜5%，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单位收入碳排放量𝑂8.2 定量 3

比上年度下降 3%，100%；

比上年度下降 2%，80%；

比上年度下降 1%，60%；

＜1%，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结果与改进𝑂8

营运新能源车辆占比𝑂8.3 定量 3

100%，100%；

≥80%，80%；

≥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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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分值 评价要求及方法

＜6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充电桩停车位占比𝑂8.4 定量 2

≥10%，100%；

≥5%，80%；

≥3%，60%；

＜3%，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可再生能源路灯占比𝑂8.5 定量 3

≥10%，100%；

≥5%，80%；

≥3%，60%；

＜3%，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LED灯具占比𝑂8.6 定量 3

≥90%，100%；

≥80%，80%；

≥70%，60%；

＜7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新采购设备二级能效水平以

上节能设备比重𝑂8.7
定量 3

≥90%，100%；

≥80%，80%；

≥70%，60%；

＜7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年度未采购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

品/设备，本项按 100%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设备𝑂8.8 定性 3 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设备

除古建筑外绿色建筑比重𝑂8.9 定量 2

≥40%，100%；

≥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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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分值 评价要求及方法

≥20%，60%；

＜2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酒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𝑂8.10 定量 2

优于行业先进值，100%；

优于行业平均水平，80%；

行业平均水平，60%；

落后于行业平均水平，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节水器具比重𝑂8.11 定量 2

≥90%，100%；

≥80%，80%；

≥70%，60%；

＜7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雨污分流𝑂8.12 定性 2 建设雨污分流设施并有效运行

雨水利用工程/设施𝑂8.13 定性 2 建设雨水利用工程/设施并有效运行

中水回用率𝑂8.14 定量 3

≥80%，100%；

≥60%，80%；

≥40%，60%；

＜4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垃圾分类收集率𝑂8.15 定量 3

100%，100%；

≥90%，80%；

≥80%，60%；

＜8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率𝑂8.16 定量 3

≥80%，100%；

≥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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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分值 评价要求及方法

≥40%，60%；

＜4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树叶垃圾腐叶肥处理率𝑂8.17 定量 3

100%，100%；

≥80%，80%；

≥60%，60%；

＜6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可降解一次性用品使用率

𝑂8.18
定量 3

100%，100%；

≥80%，80%；

≥60%，60%；

＜60%，0。

中间值采用插值法计算评分。

评价方法见附录 D

定期评审与改进𝑂8.19 定性 5

每年评审零碳目标实现、零碳管理和运行

绩效情况，分析改进机会并实施改进。

开发核证减排项目𝐵1 定量 4
开发 1项或减排量达到 100t的减排项目

并核证，得 2分，最高 4分

获得国家级与绿色低碳相关

的荣誉、专利等𝐵2
定量 4

获得 1项，得 2分，最高 4分

加分项𝐵

成功创建绿色饭店𝐵3 定量 2

旅游景区内酒店、宾馆、培训中心等成功

创建省部级单位颁发绿色饭店荣誉，得 2

分；其他，不得分

注：表中各类指标统计核算范围均为景区物理边界范围内相关的运行、监测数据；表中未明确提及对外发布

的评价要求，对内发布亦可。

6.3.2　运行指标评价和计算方法

6.3.2.1　定性指标评价

定性指标评价设定四个等级评价管理运行水平，并对应相应的得分权重：

1) 没有系统措施，证据很少；20%

2) 初步采取措施，证据不够完整；60%

3) 措施清晰，证据完整可核查；80%



9

4) 措施完善，且保持改进趋势；100%

6.3.2.2　定量指标计算

运行指标中定量指标的计算方法，除表2已经给出的评价方法外，其他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D。

6.3.2.3　运行指标综合评分

运行指标综合评分应在定性和定量评价的基础上，将零碳目标、环境合规、减缓行动、碳汇管理、

绿色服务链、绿色服务链、监测核算、信息披露、结果与改进、加分项指标分别加和后汇总，得到相应

的零碳运行指标综合评分O，按公式（3）计算：

O = ∑𝑖 ∑𝑗 𝑂𝑖，𝑗 + ∑𝑘 𝐵𝑘 ∙∙∙∙∙∙∙∙∙∙∙∙∙∙∙∙∙∙∙∙∙∙∙∙∙∙∙∙∙∙∙∙∙∙∙∙∙∙∙∙∙∙∙∙∙∙∙∙∙∙∙∙∙∙∙∙∙∙∙∙∙∙∙∙∙∙(3)
式中：

O——评价年度景区零碳运行指标综合评分，无量纲；

𝑂𝑖，𝑗——评价年度景区零碳管理第i个一级指标下第j个二级指标评分，无量纲；

𝐵𝑘——评价年度景区第k项加分项指标评分，无量纲。

如果零碳运行指标中，某项指标不适用于对相关旅游景区进行零碳评价，旅游景区应做出相应的说

明并由评价机构确认后，将其他评价指标实际得分之和与分值之和的比乘以100，作为该旅游景区零碳

运行指标的评价得分。

7　评价等级

7.1　评价等级

根据评价结果给出景区零碳等级，分为零碳景区、近零碳景区，其中零碳景区为五星级；近零碳景

区综合考虑其零碳指标及运行指标，细分为四星级和三星级。

7.2　等级划分方法

按表2划分评价等级与星级，需同时满足相应等级、星级的净绩效指标和零碳运行指标分值要求。

表2 评价等级划分

零碳 近零碳

星级 五星 四星 三星

𝑅𝑍𝑒𝑟𝑜 𝐶𝑎𝑟𝑏𝑜𝑛 ≥100% ≥90% ≥80%

O ≥90 ≥8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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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方法

A.1　核算概述

旅游景区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和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按公

式（A.1）计算：

E = 𝐸𝑐𝑜𝑚𝑏𝑢𝑠𝑡 + 𝐸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 ∙∙∙∙∙∙∙∙∙∙∙∙∙∙∙∙∙∙∙∙∙∙∙∙∙∙∙∙∙∙∙∙∙∙∙∙∙∙∙∙∙∙∙∙∙∙∙∙∙∙∙∙∙∙∙∙∙∙∙∙∙(A.1)
式中：

E——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𝐸𝑐𝑜𝑚𝑏𝑢𝑠𝑡——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𝐸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净购入电力、热力所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A.2　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评价年度内景区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加和，按公式（A.2）计算：

𝐸𝑐𝑜𝑚𝑏𝑢𝑠𝑡 = ∑𝑛
𝑖=1 （𝐴𝐷𝑖 × 𝐸𝐹𝑖） ∙∙∙∙∙∙∙∙∙∙∙∙∙∙∙∙∙∙∙∙∙∙∙∙∙∙∙∙∙∙∙∙∙∙∙∙∙∙∙∙∙∙∙∙∙∙∙∙∙∙∙∙∙(A.2)

式中：

𝐴𝐷𝑖——第𝑖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GJ；

𝐸𝐹i——第𝑖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i——化石燃料类型。

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𝐴𝐷𝑖按公式（A.3）计算：

𝐴𝐷𝑖 = 𝐹𝐶𝑖 × 𝑁𝐶𝑉𝑖 ∙∙∙∙∙∙∙∙∙∙∙∙∙∙∙∙∙∙∙∙∙∙∙∙∙∙∙∙∙∙∙∙∙∙∙∙∙∙∙∙∙∙∙∙∙∙∙∙∙∙∙∙∙∙∙∙∙∙∙∙∙∙∙∙(A.3)
式中：

𝐹𝐶𝑖——第𝑖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

立方米（104Nm3）；

𝑁𝐶𝑉𝑖——第𝑖种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吨（GJ/t）；对气体燃料，

单位为吉焦/万标准立方米，（GJ/104Nm3）；未实测的可参考缺省值，见附录C。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𝐸𝐹𝑖按公式（A.4）计算：

EF𝑖 = C𝐶𝑖 × OF𝑖 × 44
12 ∙∙∙∙∙∙∙∙∙∙∙∙∙∙∙∙∙∙∙∙∙∙∙∙∙∙∙∙∙∙∙∙∙∙∙∙∙∙∙∙∙∙∙∙∙∙∙∙∙∙∙∙∙∙∙∙∙∙∙∙∙∙∙(A.4)

式中：

C𝐶𝑖——第𝑖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未实测的可参考缺省值，见附录C；

OF𝑖——第𝑖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缺省值见附录C；

44
12——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无量纲。

A.3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为净购入电力、热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按公式（A.5）计算：

E𝑖𝑛𝑑𝑖𝑟𝑒𝑐𝑡 = 𝐸el + 𝐸h ∙∙∙∙∙∙∙∙∙∙∙∙∙∙∙∙∙∙∙∙∙∙∙∙∙∙∙∙∙∙∙∙∙∙∙∙∙∙∙∙∙∙∙∙∙∙∙∙∙∙∙∙∙∙∙∙∙∙∙∙∙∙∙∙∙(A.5)
式中：

𝐸el——净购入电力所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𝐸h——净购入热力所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净购入电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按公式（A.6）计算：

𝐸el = ADel × EFel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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