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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意义或必

要性

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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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规则（CF-PCR）是计算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必遵循的

标准，它规定了计算碳足迹的基本要求、计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碳足迹报告等相关内容，

旨在使产品碳排放的量化、监测、报告、审定和核查具有一致性，供组织、政府和利益相关方

在有关活动中采用，适用于不同形式的碳足迹信息交流。企业真正了解所生产产品在同类产品

碳足迹中的大小和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降低碳减排的关键一步。企业通过产品碳足迹分析，

可以改善内部运营、节能减排、节省成本，同时还可以作为一项营销策略由此获得竞争优势。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

识和趋势。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将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 年 1 月 16 日中国建材联合

会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发布《推进建筑材料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倡议书》，倡议建材行业

在 2025 年前全面实现碳达峰。

数据统计显示，2000-2018 年间国内建筑材料全寿命周期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从

2000 年的约 10亿吨 CO2排放量，增长到 2018 年到 37.58 亿吨，增长了 3.76 倍，但增速显著放

缓，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速 11.6%，十三五后期间增速降至 2.15%，基本趋于平稳。建筑材料碳

排放量主要集中在建筑材料运行阶段碳排放，2018 年，建筑材料运行阶段碳排量约为 21 亿吨，

但增速逐年放缓，年均增速从十一五期间的 10.31%，下降到十三五期间的 2.85%。以目前发展

趋势为基准，我国建筑材料碳排放将于 2040 年达峰，碳排放约为 27.01 亿吨 CO2,严重落后于

2030 年碳制约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因此，加快建筑材料碳减排任重而道远。

绿色建材碳足迹指标的量化推动了绿色建筑碳足迹的量化评价，为我国实行碳排放总量控

制、碳交易、碳税收等政策提供技术保障。目前我国正在推动绿色建材认证制度，多项建材产

品的认证实施规则中已经将碳足迹和 EPD 作为认证必备条件之一，树脂地坪材料被列入绿色建

材认证目录，实施规则要求在进行绿色建材认证时提供树脂地坪材料碳足迹报告，目前国内没

有专项统一规范的树脂地坪材料碳足迹核算的标准。在绿色建材认证实施时各机构的评价依据

为 ISO 14067《产品碳足迹 量化和通报的要求和指南》及 PAS 2050《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

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无相关国内专用标准支撑。而且国内现有的碳足迹评估研究只

注重生产制造阶段，未基于国际已有标准搭建真正具有国际化的碳足迹计算框架，未建立 LCA

与碳足迹核算的深度关联。由于缺乏产业链上下游足够的数据支持，碳足迹的核心要素碳排放

因子和数据来源没有在统一的核算方法和边界设定规则下进行收集，各研究团队发布的数据各

不相同，个别地方还存在较大差异。在此背景下，为了规范建材行业在产品层面的碳足迹核算



方法，指导企业节能减排，同时，为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制定树脂地坪材料

的产品碳足迹标准是有必要。

树脂地坪材料作为一种新型建筑装饰防护材料，具备装饰性和防护性特点，赋予了建筑物

五彩斑斓的地面，符合绿色建材的基本概念与内涵，适应了当前国家绿色发展战略的需要，被

广泛应用于车库、工业厂房、食品加工厂、商场写字楼等场所的地面，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地

下车库地面应用非常普遍。目前树脂地坪材料行业形成了环氧、聚氨酯、复合材料、水性、无

溶剂的多元化产品体系。而近年来，为探索行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不少生产企业积极创新，着

眼于产品绿色化、高性能化、高附加值化的发展思路，不断提升产品在环保、耐久、施工便利、

材料节约、可循环利用、节能降耗等方面的绿色性能，涌现出一批新型的绿色产品，如无溶剂

超耐磨材料、水性环氧树脂砂浆、聚氨酯砂浆、水性地坪材料、无溶剂自流平等等，这些新产

品的推出符合绿色建筑与绿色建材发展的需求，成为行业产品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

2015-2020 年国内树脂地坪材料生产企业总量在逐步下降，截至 2020 年底国内约有 800 家

树脂地坪材料生产企业，产业规模约为 280 亿元。树脂地坪材料的生产工艺较为简单，主要以

混合和搅拌为主，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大部分贡献是源自关键原材料。但是由于树脂地坪

材料细分种类的关键原材料组成不同，关键原材料的运输半径也不同，同时各生产企业的生产

工艺有差别，如传统作坊式与集成化程度很高的自动化生产，把上述的不同点叠加在一起，即

使是同一种树脂地坪材料，不同工艺生产和不同配方所产生的碳排放均所有不同，因此需要根

据树脂地坪材料的产品分类、生产工艺、原材料种类及供应商的选择进行区分，设置合理的边

界和核算公式，有必要制定树脂地坪材料的碳足迹标准。

针对树脂地坪材料开展碳足迹核算，可为树脂地坪材料行业减少碳排放提供理论基础和依

据，支撑树脂地坪材料的绿色建材认证。开展树脂地坪材料低碳评价技术研究对于促进建材工

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系列行动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范围和主要

技术内容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树脂地坪材料》的术语和定义、系

统边界、数据质量管理和验证、输入和输出的选择准则、碳足迹计算准则、树脂地坪材料碳排

放。

主要技术内容：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原则、产品描述、系统边界、

数据质量管理和验证、输入和输出的选择准则、树脂地坪材料碳足迹的计算范围、原材料生产

的碳排放、树脂地坪材料产品生产的碳排放、运输的碳排放因子、树脂地坪材料产品基于生命

周期的碳排放。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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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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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为依据；碳足迹计算没有

统一的技术标准，2007 年英国首度推出全世界第一批碳标签产品，之后，日、美、德、法、韩、

泰等国家也相继制定碳标签计划并推出了碳足迹评价标准，一些国际大型跨国企业也制定了单

独的碳足迹评价标准。碳标签制度中，碳足迹评价标准并不统一。

国内相关科研机构、高校相继投入碳足迹研究工作。在产品碳足迹评估方面，中国国检测

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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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调研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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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碳足迹基础数据库和评价软件方面，国检集团基于 ISO14040/14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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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开展了《建筑物中建材碳排放通用计算方法研究。

2. 项目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采用程度的考虑：

本标准将参考 ISO14067《产品碳足迹 量化和通报的要求和指南》及 PAS2050《商品和服

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结合树脂地坪材料全生命周期内各项参数制定适

合树脂地坪材料的产品碳足迹专项规则标准。

3. 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

国内建材行业还没有碳足迹标准发布，2021 年下半年工信部刚刚下达 7 项建材行业产品碳

足迹标准制定任务，分别是平板玻璃、金属复合装饰材料、人造板和木质地板、预拌砂浆、岩

（矿）棉及其制品、墙体材料、建筑卫生陶瓷，未涉及到树脂地坪材料。因此，本团体标准的

制定与其他已立项建材产品碳足迹标准为互补关系。

4. 指出是否发现有知识产权的问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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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