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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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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编写。 

本文件由宁夏分析化学测试协会归口。 

本文件由宁夏计量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计量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宁夏八戒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国智

（宁夏）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宁夏分析化学测试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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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基础设施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质量基础设施碳达峰、碳中和应用的总体原则、质量基础设施因素、评价

与改进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质量基础设施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  

简称 NQI，是有机融合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等要素形成的体系，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  

3.2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 NQI one-stop service  

通过有机融合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等要素资源，面向企业、产

业、区域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质量基础设施综合服务。  

3.3  

碳达峰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ak  

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

过程，是二 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  

3.4  

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ty  

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等形式抵消，

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3.5  

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指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化石能源燃烧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

化与林业活 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向大气的排放，以及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间

接温室气体向大气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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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碳汇 carbon sink  

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3.7  

碳循环 carbon cycle  

是一种生物地质化学循环，指碳元素在地球上的生物圈、岩石圈、水圈及大气中交换。  

4 总体原则 

4.1  

以“计量筑基、标准引领、双检支撑、认可立信、产权保护”为总体原则，以新能源、高

耗能、温室气体、碳汇资源等为基础，规划布局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全链条融合发展，为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4.2  

以大健康、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产业为引领，助力产业

转型升级，推进 NQI 服务体系建设，助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发展。  

4.3  

推进 NQI 领域科技创新，支持开展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等领域的质量基础设施共性关

键技术研究，赋能低碳产业发展。  

4.4  

加强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体系建设，融合要素资源，加强一体认证、云端互链、数

据互通，引导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服务，综合应用，为企业提供计量、标准、检验

检测、认证认可“一站式”绿色低碳技术和咨询服务。  

4.5  

实现质量基础设施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精确互联和精准匹配，共同支持“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夯实产业基础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助力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5 质量基础设施因素  

5.1 计量  

完善计量技术体系，发挥计量技术在 NQI 中的基础作用，推进碳排放、碳中和关键量

值可测、可溯源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加强基础前沿、共性关键、重点领域计量技术研

究。  

加强计量管理体系建设，建立碳计量监测、碳计量审查和评价等制度，推进能源计量与

碳计量有效衔接，制定碳排放计量模型、数据质量评价方法等计量技术规范，为碳交易、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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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等提供计量支撑；开展碳相关计量基准、计量标准、标准物质量值比对，加强碳相关计

量技术机构的监督管理。  

健全计量服务体系，搭建碳计量公共服务平台，共享碳计量技术资源，为政府、行业、

企业提供差异化、多样化、专业化的碳计量服务；建立健全电力、钢铁、建筑等行业领域能

耗统计监测和计量体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计量数据的采集、监测、分析和应用。  

建立能源计量审查制度，加强能源计量审查、能耗在线监测、能源计量服务，强化重点

排放单位的碳计量要求，组建专家团队为重点企业进行技术咨询，提供精准服务，开展协同

攻关。  

建立新能源交直流充电储能系统、新能源电动（氢能）汽车检测设备检定、校准等综合

计量技术能力体系，建立健全碳计量相关的氢能、光能、风能、电能、流量、照度、声学等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全覆盖溯源体系。  

帮助重点用能企业配齐、管好、用好计量器具，加强能源计量审查、能效标识和商品过

度包装监督检查，完善企业计量管理体系。  

5.2 标准化  

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基础通用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监测、核算、核查、报告与

评估、数据管理、信息披露等碳达峰基础通用标准。鼓励推进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

准的制定和实施，形成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的区域标准体系。  

加强重点领域碳减排标准体系建设，为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

重点领域节能降碳、非化石能源推广利用、化石能源清洁低碳利用以及生产和服务过程温室

气体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等提供关键支撑。  

——加强节能基础共性标准制修订；  

——健全非化石能源技术标准；  

——加快新型电力系统标准制修订；  

——完善化石能源清洁低碳利用标准；  

——加强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标准制修订；  

——加强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标准制修订；  

——加强基础设施低碳升级标准制修订；  

——加强农业农村降碳增效标准制修订；  

——加强资源循环利用标准制修订。  

健全市场化机制标准体系，为绿色金融、碳排放交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提供关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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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加强绿色金融标准制修订；  

——加快碳排放交易相关标准规范制修订；  

——加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标准制修订。加快布局碳清除标准体系，为固碳、碳汇、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提供支撑。  

结合地区产业发展情况，推进低碳、节能标准的制定，发挥市场主体和政策引导作用，

引导企业建立节能标准体系，加快应用碳达峰基础通用标准和重点行业能耗限额、重点用能

产品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 

分地区、行业、企业或关键产品制定及应用碳排放核算标准，制定碳排放监测系统建设

标准，开展“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试点，建立绿色公共机构建设及评价标准。 

加强“碳达峰、碳中和”标准的宣贯和实施应用，促进资源高效利用，节能降碳减排，为

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发挥标准化作用。  

开展国际能效标准化合作，支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国内国际标准协调，

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转型。  

5.3 检验检测  

开展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合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和三氟化氮等温室

气体的检测，精确测定碳排放的成分及含量。  

帮助企业建立起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温室气体排放盘查报告，制定完善的温室气体管理

手册与程序文件。  

以食品检验、机动车检验、生态环境监测等高风险领域为重点，深入开展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  

完善锅炉安全节能环保三位一体监管体系，提升氢能相关特种设备安全保障能力。  

加强减碳产品、碳捕获、碳利用、碳封存等新产品、新技术的检测能力、检测技术的开

发应用。  

5.4 认证认可  

发挥传递质量信任作用，加强碳核查认证认可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检验检测、校准、认

证、审定核查在绿色低碳、节能减排、能源管理等领域的技术支撑作用。 

推进企业温室气体碳排放盘查、碳足迹核查、低碳产品认证，引导企业进行“碳中和”认

证，强化低碳意识。 

推进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制度，推动相关部门和地方健全采信机制，扩大绿色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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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影响。  

以电力、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汽车等行业为重点，加强碳排放合格评定标

准、认证制度和检验检测能力建设，积极开展有机、林业、碳足迹等认证，实施零碳、低碳

认证，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落实。 

建立企事业单位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评价模型，建立碳足迹认证体系。 

为企业制定双碳蓝图，完善管理制度；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升服务质量；提高“碳中

和”认证企业的知名度。  

5.5 其他因素  

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作用，助推“碳达峰、碳中和”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激

发相关企业技术创新潜能，提供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领域 NQI 协同创新与集成示范，研究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高

端装备与先进制造、生命健康与绿色环保、安全与能源等领域 NQI 协同创新技术，推进在

重点民生保障领域及典型应用场景下的 NQI 集成应用示范。  

为地方政府及主管部门提供区域定制化的“碳达峰、碳中和”配套技术服务，协助主管部

门完成区域碳排放现状调查及影响和风险分析。  

结合产业发展方向预测区域碳排放趋势，设定“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前不同阶段技术路

线的侧重点，协助主管部门完成区域重点行业“碳达峰、碳中和”形势的预测和分析。  

在碳排放清单核查、产品碳足迹核查的基础上，摸清碳排放基数和具体排放情况，针对

企业的排放特点，协助企业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技术路线图，并制定逐年减排目标。  

提供绿色技术评价、节能量审核等服务，及组织、产品、建筑、活动层级的碳排放核查

及碳中和认证服务。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掌握“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规则、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更好地满足“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需要。  

支持有条件的区域、企业事业单位开展近零碳排放、碳中和示范建设，促进低碳技术的

产业化、规模化应用。 

6 评价与改进  

6.1  

建立质量基础设施“碳达峰、碳中和”监测分析方法，对实施效果进行测量评价，并通过

对测量结果的分析利用，推动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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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立对碳排放关键指标的测量方法，并适时对测量方法进行评价与改进。  

6.3  

建立科学数据分析方法，对测量结果数据进行分析利用，为改进创新提供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