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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意义或必

要性

指出标准项目涉及的方面，期望解决的问题；

当前，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并

且还将继续增长。建设低碳社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低碳之路既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树立负责任的

大国形象，为保护全球气候环境，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做出积极贡献的现实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是控制和减缓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于是“低碳”这一概

念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

社会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全球环境问题，更是涉及到各国

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

略选择，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政策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其中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标准、研究碳足迹计算方法、建立碳标签标识制度以及碳关税等贸

易政策工具被认为是构建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碳足迹，是指运用生命周期

评价（LCA）的方法，定量化计算产品全寿命周期过程中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碳足迹作为

LCA 方法的重要应用之一，已成为世界范围内评估产品维度碳排放的主导方法。

目前，我国建筑遮阳企业达 13000 多家，其中功能性建筑遮阳企业约 3000 多家，行业产

能呈不断增加态势。未来，随着国家对建筑节能的越发重视，低能耗、高舒适度将成为我国建

筑行业的发展趋势，并且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都将为我国建筑遮阳行业提供稳步的增长空间。

预计到 2025 年我国建筑遮阳行业总产能将达 64.6 亿平方米，总产量达 64.3 亿平方米，总销

售额达 11582 亿元。此外，T/CECS 10033-2019《绿色建材评价标准 建筑遮阳产品》已被列

入绿色建材认证目录，其提出对遮阳提供产品碳足迹报告的要求，然而目前国内尚没有统一规

范的遮阳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因此，定量评价遮阳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尤为重要，而产品碳

足迹评价以LCA方法为基础可以综合分析遮阳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温室气体相关环境

负荷现状，制定产品碳足迹-产品种类规则可以规范遮阳产品碳足迹评价统一的基本规则和要

求，为支撑遮阳产品的生态设计、绿色选材以及绿色建材、绿色建筑、绿色制造等相关评价认

证工作提供可操作的方法。



范围和主要

技术内容

标准的技术内容与适用范围；

项目建议性质为强制性，需指出强制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层次上对遮阳的温室气体（GHG）排放和清除进行量化和交流的特定要

求，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原则、系统边界、功能单位、数据收集方法、

质量要求以及产品碳足迹计算、附加环境信息、可比性等

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规定了遮阳的产品碳足迹评价过程，包括产品描述、评价范围以及产品碳足迹的计算

等；

——规范了遮阳产品碳足迹的数据采集、数据计算程序以及分配过程等；

——提出了遮阳产品碳足迹报告内容的核心要求。

适用范围：适用于建筑遮阳产品碳足迹的评价及不同形式的碳足迹信息交流。

国内外情况

简要说明

1. 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简要说明：国内外对该技术研究情况、进程及未来的发展；该技

术是否相对稳定，如果不是的话，预计一下技术未来稳定的时间，提出的标准项目是否可作为

未来技术发展的基础；

国际上广泛应用于产品的碳足迹核算标准有 PAS 2050:2008、GHG protocol：2011 和 ISO

14067:2018。其中，PAS 2050 是全世界第一个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GHG protocol 是世界资

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正式发布的标准，是要求最为详细的碳足迹核算标准。

ISO 14067 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该标准被认为是更具普遍性的标准，提供了最新的要求

和指导。

随着产品碳足迹评估技术以及标准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很多企业自发开展产品碳足迹的评

估和披露。全球已有 6 个国家的 50 家企业完成 70 类产品的碳足迹公告，包括风力、水力、核

能发电、食品、纺织品、家具、木材与纸制品、塑橡胶、玻璃、化学品、机械设备和服务业等。

在欧洲许多国家已经规定，没有碳标识的产品不允许进入当地市场。总体来看，英国、美国、

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碳足迹评估与标识发展比较迅速。由国际推行碳足迹评估与标

识现状可以得出，各国产品碳足迹的计算准则基本上以 PAS 2050、LCA 方法为主；碳足迹计算

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自从 2007 年全世界第一批碳标签产品在英国首度推出之后，日、美、

德、法、韩、泰等国家也紧随其后制定碳标签计划并推出了碳足迹评价标准，一些世界级企业

也制定了企业单独的碳足迹评价标准。因此，碳标签制度中碳足迹评价标准并不统一。

在国内，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将碳足迹量化指标纳入绿色建材评

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研究》，调研报告对碳足迹的概念、碳足迹的国际计算方法、碳足迹评估

国际技术标准、世界各国碳足迹评估与标识的发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012 年由中国建

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中国标准研究院、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检集团）

等单位联合编制国家标准 GB/T29157-2012《金属复合装饰板材生产生命周期评价技术规范》和

GB/T29156-2012《浮法玻璃生产生命周期评价技术规范》，规定了金属复合装饰板材和浮法玻

璃生命周期评价基本规则和要求，为金属复合装饰板材和浮法玻璃实施碳足迹评价提供技术支

撑。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联合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北京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和北京东

方建宇混凝土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起草了《预拌混凝土低碳产品 评价方法及要

求》，评价方法中规定了 C20-C60 预拌混凝土单位 CO2 排放量限值。

在碳足迹基础数据库和评价软件方面，基于 ISO14040/14044，国检集团建立了包含平板玻



璃在内的二十余种类建材产品环境负荷数据库，北京工业大学建立了七十余种建材产品环境负

荷评价数据库，四川大学建立中国生命周期参考数据库（CLCD），可为碳足迹评价提供了基础

性数据支撑。由此可见，基于目前国外和国内的碳足迹发展现状，为本标准的研究制定提供了

技术基础与实践支撑。

2. 项目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采用程度的考虑：该标准项目是否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

外先进标准，标准制定过程中如何考虑采用的问题；

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3. 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该标准项目是否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该标准项目与这些

标准是什么关系，该标准项目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目前尚未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发布，本项目将与目前在研工信部行业标准体系“产品

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保持协调一致。

4. 指出是否发现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不涉及知识产权。

牵头单位
（签字、盖公章）月 日

归口管理部门
（签字、盖公章）

月 日

[注 1] 填写制定或修订项目中，若选择修订必须填写被修订标准号；

[注 2] 选择采用国际标准，必须填写采标号及采用程度；

[注 3] 选择采用快速程序，必须填写快速程序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