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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起草组成员 
 

 

项目调整情况 
 

 

背景、目的和意义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农业作为仅次于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农业减排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作物种类繁多，种植面积庞大，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对“十四五”农业绿色发

展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具体安排。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力争实现农业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产地环

境质量明显好转，农业生态系统明显改善，绿色供给明显增加，减排固碳能力明显增强。 

当前，碳足迹是衡量产品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指标，国家对碳足迹核算标准的制定和完

善十分重视。2023 年 11 月 25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按照《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要求，加快提升我国重点产

品碳足迹管理水平，促进相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引导绿色低碳消费，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提出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为：到 2025 年，

国家层面出台 5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一批重点行业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初步建成，

国家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基本建立，碳足迹核算和标识在生产、消费、贸易、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显著

拓展；到 2030 年，国家层面出台 20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一批覆盖范围广、数据

质量高、国际影响力强的重点行业碳足迹背景数据库基本建成，国家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全面建立，主

要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和碳标识得到国际广泛认可，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苹果是我国的主要水果之一，也是很多县市区的特色农产品。 2022 年，北京市果园总面积 32588

公顷，鲜果总产量 267493 吨，其中苹果 28832 吨、梨 43290 吨、葡萄 10111 吨和桃 149443 吨，苹果产

量占到总产量的 10.78%，为北京市主要果品之一。 



本标准将结合苹果行业的特点，作为《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在果类行业中的具体应

用，可以为农业食品产业设定绿色减碳转型目标提供理论依据，满足种植生产温室气体减排的需求。该

标准的制定填补了苹果从原材料、种植、农副食品的加工制造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方法的空

白。为识别与量化苹果种植加工过程的减碳环节与技术，降低产业链各主体长期碳排放管理风险；探索

适合我国苹果行业的低碳发展路径提供了方法依据。 

工作简况 

主要工作过程 

1.分工情况 

本标准由北京建筑大学负责组织研制，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北京四良科技有

限公司和北京山水云图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参与。 

本标准编写任务的分工情况是：北京建筑大学总体负责标准的框架结构设计，

以及核算方法的研究、核算范围、功能单位和系统边界的研究；北京低碳农业协会

负责数据收集与处理方法的研究；北京四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苹果碳足迹核算报告

内容及模版的研究；北京山水云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碳足迹核算缺省参数值的收

集。 

 

2.起草阶段 

2024 年 2-5 月，北京建筑大学成立《苹果碳足迹核算技术规范》标准起草组，

围绕本标准的编写开展国内外现状调研，制定研究计划，确定工作过程和时间安排，

明确任务节点与分工，讨论确定标准框架结构。 

2024 年 6-10 月，标准编制组组织相关编制单位，就术语、核算范围、功能单

位、系统边界、数据收集与处理方法、苹果碳足迹核算报告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

和交流，编写《苹果碳足迹核算技术规范》标准草案。2024 年 11 月，经北京低碳

农业协会和中关村生态乡村创新服务联盟联合审核批准，本标准由两个团体联合立

项。 

 

3.征求意见阶段 

……… 

4.标准审定阶段 

……… 

标准编制原则、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遵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

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主编单位在充分总结目前国内外苹果碳足迹评价实践的经

验基础上，查询翻阅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本着科学性、实用性、指导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标准主要内容及

其相关说明 

 

根据《环境管理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GB/T 24040-2008）中的内容，参

考已经发布的团体标准《农产品碳足迹核算通则》（T/LCAA 012-2022）以及其它碳

足迹核算标准，确定本指南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一） 范围 

本标准指导苹果产品的碳足迹核算活动。 

（二）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确定了物料、土壤有机固碳、分配、产品、碳足迹、 功能单位、单元过

程、系统边界、生命周期、活动数据、排放因子等 10 个术语及其定义。 

（三） 功能单位 

明确了功能单位确定要求，示例：1kg 苹果鲜果等。 

（四） 系统边界 

规定了苹果产品碳足迹边界考虑“从摇篮到大门”，明确了核算阶段，以及边界

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排放种类。 

（五）数据收集与处理 

参考 GB/T24040-2008 和 ISO14067:2018 的基础上，根据苹果中可获取的实

际数据情况，明确数据获取要求。包括:规定数据获取的基本要求与取舍原则；规定

了物料投入阶段、苹果种植阶段、仓储初加工阶段物料消耗、能源消耗、运输信息、

产品使用和废弃处理过程等的数据获取要求；规定了数据的分配原则。 

（六） 核算方法 

明确了苹果产品碳足迹需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包括: 物料投入、苹果种植、

苹果加工等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过程与公式，以及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各

个阶段中，原材料生产、化石燃料燃烧、 使用电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土壤

有机固碳、苹果碳吸收温室气体清除的计算过程与公式，最终核算出单位产品的净

碳足迹。 

（七）产品碳足迹报告 

对核算报告进行了明确。包括对核算报告的总体要求，以及对报告主体的基本

情况、核算结果、数据说明包含的主要内容要求。主要依据 GB/T 24040-2008、

ISO14067:2018、PAS 2050 和 PEF 的核算概念。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 

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标准的关系 
一致 

与其他有关标准

的关系 

 

推荐性国家标准：一致 

推荐性行业标准：一致 

团体标准：一致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一致 

 

征求意见的情况及处理结果和依据 

 

 

 

 



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