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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及编制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18 年，国家标准委等十部门印发《关于开展百城千业万企对

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通知》，正式启动对标达标提升行动。截至目前，

提升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对质量提升起到了有效推动。 

2022 年，对标达标专项日常办公室为进一步落实国家《2030 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对“碳达峰碳中和”

标准化工作、对标达标工作、节能降碳增效行动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对标达标专项日常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开展节能降碳对标达标试点的

通知（对标达标办{2022} 02 号），推动企业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

型，引导企业对标国际降碳先进水平，降低产品碳足迹，助力国家实

现“双碳”战略目标。乳制品行业是以农牧业为基础的产业，坚持降

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直接关系到乳制品行业和

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2023年 2月，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批准并下达了团体标准《组

织节能降碳绩效评价要求 乳制品企业》的编制任务，内蒙古伊利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行业龙头企业等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1.2 背景和意义 

乳制品是全球最为重要的食物供应，其生产及产业链但也对气候

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巨大的影响。2020 年我国明确提出“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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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因为国家政策的推动和规范，碳中和理念已

然成为了各个领域发展的方向，随着“零碳牛奶”、“零碳酸奶”、“零

碳奶粉”、“零碳冰淇淋”陆续摆上消费者餐桌，乳制品的低碳趋势也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推崇。 

乳制品行业的全产业链，从饲料的种植到奶牛的养殖，以及到牛

奶的加工销售等环节，都会消耗能源，产生碳排放。乳品企业最大的

碳排放来源并不在生产端，而上游牧场端，上游原奶生产（畜牧养殖

和饲料种植）碳排放量占比普遍达到了 90%以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

织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畜牧业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15%。乳制品的低碳发展，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节能减碳，更是要以

产品的低碳化，推动全产业链的低碳发展。 

乳制品行业虽然不是“八大控排行业”，但因其全产业链排放量占

比巨大，在食品行业范畴内的产品生产的单吨能耗和水耗都较大，对

节能降碳绩效进行有效评价对推动工厂制造的绿色低碳发展有很大

意义。另外欧美发达国家在乳制品碳足迹方面比我国产品有天然优势，

必须加快推进我国乳制品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应对以减少原料和产品

的碳关税风险。 

二、工作简况 

2.1 主要工作过程 

2023年 2月，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标准起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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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明确标准制定项目需求，确定标准编制的工作计划，调研并收

集基础资料；并完成首次专家论证，确定标准主要范围、标准化对象

和基本框架后，启动标准制定工作。 

2022年 3~2022年 4月，标准起草工作组研究现有乳制品行业组

织层面节能降碳措施实施、产品碳足迹改善等评价活动相关的国际及

国内标准，系统梳理所搜集的资料，结合实际情况，按照 GB/T 

1.1—2020开展标准编制并形成工作讨论稿。 

2023年 6月 12日标准起草组组织专家通过视频方式召开标准研

讨会进行讨论评审，起草组整理专家意见并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2 主要参加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乳制品工

业协会、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利

乐包装（中国）有限公司、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科汉森（北

京）贸易有限公司、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罗盖特（中国）

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任务内容 负责单位/人 

 编制工作协调和组织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草案《组织节能降碳绩效评价

要求 乳制品企业》及 

附录A “乳制品企业节能降碳评价

指标要求、判定标准及分值”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内蒙古自治区

计量测试研究院、优然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利乐包装（中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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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原则及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3.1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 

《组织节能降碳绩效评价要求 乳制品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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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并结合“双碳”目标的实现需求、国际社会对碳中和目标需求

而制定。 

《组织节能降碳绩效评价要求 乳制品企业》规定了企业节能降

碳绩效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评价内容和评价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乳制品企业组织开展内外部节能降碳绩效评价活

动，为乳制品企业组织节能降碳绩效评价提出了总体框架及要求。 

本标准依照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

规范及指南，通过设立组织边界和运营边界确定盘查的边界，确定在

盘查边界内乳制品企业的主要排放源，根据企业碳盘查清单报告，确

定主要节能降碳的机会点。在此基础上，选取单吨产品碳排放量与单

吨产品能耗指标来对比行业平均水平，以及企业和自身上一年减碳强

附录B “乳制品企业降碳绩效指标

计算方法” 

司、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科汉森（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芬

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罗盖

特（中国）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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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对比，两种方式确认被评定企业所处的行业水平和自身碳排下降

率，即衡量又鼓励企业的节能降碳行为。 

在选取节能降碳核心技术指标时，选取乳制品企业生产过程中的

主要用能系统为节能降碳考核对象，包括消毒、蒸发、锅炉、电机、

泵、制冷、压缩空气系统，覆盖工厂内用能的90%以上，另外作为补

充，同时考核管理水平对节能降碳效率的影响。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措施，建立碳排放基准年，并通

过每年与基准年碳排放水平进行对比以及和行业水平对比，根据评价

细则评估其在一定时间段内节能降碳工作的效果，及第三方评估机构

针对乳制品企业的节能降碳绩效进行评价活动。 

3.2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说明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基本要求 

5、评价指标要求  

6、评价判定  

7、评价流程 

附录A 乳制品企业节能降碳评价指标要求、判定标准及分值 

附录B 乳制品企业节能降碳绩效指标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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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乳制品企业典型节能降碳技术与措施清单 

四、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4.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的行业平均水平参考近年地方乳制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限

额指标，以及乳制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为依据，

充分考虑乳制品企业现状，确保不同品类的工厂有能耗可比性。 

采用本标准中的量化方法，对 3 家乳制品工厂的节能降碳绩效进

行了试评 

估。A工厂为液态奶工厂，B工厂为冷饮工厂，C工厂为奶酪工厂。

选取的工厂为主要产品不同、工厂节能绩效区别较大的企业。工厂的

部分关键指标值及节能降碳绩效得分如下表所示。根据初步验证结果，

本标准给出的评价方法具有合理性，可以综合体现并区分企业当前的

节能降碳水平。 

企业 A B C 

 

 

 

 

关键指标 

单吨乳制品碳排放量 76 300 770 

乳制品吨产品综合能耗 29 74 140 

碳排下降率 1% 1.5% 0.5% 

制冷系统 85 75 87 

蒸发系统 78 83 90 

压缩空气系统 79 8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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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及泵系统 90 85 90 

杀菌系统 90 70 70 

锅炉系统 100 50 50 

 

 

绩效得分 

节能降碳绩效 22 24 27 

节能降碳措施应用及绩效 44 40 48 

固体废物管理机制 4 2 2 

节能降碳管理机制 6 4 6 

鼓励性节能降碳活动 6 6 10 

绩效总得分 82 76 93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 

六、标准实施后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本标准是第一项针对于乳制品企业节能降碳先进程度进行综合性

评价的团体标准。本标准以主要用能系统（制冷系统、蒸发系统、压

缩空气系统、电机及泵系统、杀菌系统、锅炉系统）典型技术性减碳

路径综合考虑乳制品企业的节能降碳措施应用及成效，制定的技术指

标充分结合行业实践并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有利于节能降碳技术

在行业内推广创新，企业识别自身节能降碳潜力、促进绿色低碳生产。

该标准的实施将带来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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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组织碳排

放下降率、主要用能设备节能举措、固体废物管理机制、节能降碳管

理机制、鼓励性节能降碳活动等关键指标均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本标准的建立有助于加速推动乳制品企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

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充分调研了国际标准和国外文献，充分对标国际

乳制品企业生产制造工艺和主要用能设备的情况，发现目前以伊利为

代表的头部乳制品企业，在产品种类、生产工艺、用能设备等都和国

际知名乳企差别不大，在节能降碳举措方面，国内头部乳企敢于采用

新技术，设备更新节奏明显优于国外企业。以此为基础，确定了以伊

利等龙头企业的先进生产制造水平为基础的节能降碳评价细则。 

目前有关温室气体管理的标准均是从核算、核查和审定出发，而

针对企业如何践行碳中和，实现净零排放，引导行业、企业、工厂向

生产低碳产品转型的目标实现还极度匮乏，关于乳制品节能降碳绩效

评价的标准在国内仍处于空白状态，因此，通过本标准的发布，将有

利于推动乳制品企业、工厂在原料的获取、生产和运输以及产品的生

产、运输、使用和废弃阶段向绿色低碳转型，倡导“绿色生产、绿色

消费、绿色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实现绿色理念向整个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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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延伸。同步通过标准化的方式评价乳制品企业节能降碳绩效，推

动新技术、新模式、新流程迭代更新，并引领乳制品行业朝实现“双

碳”目标方向迈进。 

基于以上目的，本标准起草工作组系统参考了与组织层面温室气

体排放相关的现有国际标准：2018年 12月 19日，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发布 ISO 14064第一部分最新版 ISO14064-1:2018《组织层面上

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该标准为政府

和工业界提供了一系列综合的程序方法，它致力于提高企事业单位对

温室气体（GHG）排放的报告和信誉保证，以减少和消除 GHG 的排放

为最终目标。这个标准是独立的，任何参与排放贸易、碳项目和自愿

减排体系的组织和机构均可以使用这个标准。同时，这个标准适用于

所有的 GHG 类型。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

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国家相关政策、规

划等保持一致。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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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发布。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碳达峰碳中和专委会归口并负责解

释和修订。 

建议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组织标准的宣贯培训工作，企业自愿采

用本团体标准执行。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