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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及编制背景

1.1 任务来源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进清

洁能源与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低碳发展

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在提交联合国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

贡献》中提出：将于 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 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 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 2005年增加 45亿立方米左右。

2013年 10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首批《10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供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建立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等相关工作参考使

用。其中，涉及建材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的为《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国平板玻璃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在此基础上，GB/T32151.8-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32151.7-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7

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GB/T32151.9-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9部分：陶瓷生产企业》于 2015年 11月 19日发布。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年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行业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1〕291号），《墙体材料单位产品碳

排放限额》（2021-1798T-JC）作为行业标准立项。由建材工业综合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归口，编制工作由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

西安有限公司等承担。

1.2 工作过程

本标准在广泛收集国内外墙体材料行业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相关的政策、法

律法规、技术导则、标准等文献，选择典型企业开展系统深入地实地调研，结合

我国墙体材料环保的现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

稿的撰写，具体编制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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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工信部下达《墙体材料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行标立项文件，

由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西安有限公司等牵头。

2022年 1月下旬，落实标准编制组成员具体分工，确定标准制定方案及时

间节点，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具体分工如下。

表 1 编制组分工

单位名称 工作内容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西安有限公司

牵头单位，负责标准统筹，标准文本编制、

标准进度把控、提供行业发展情况、负责

安排企业调研、配合联合会组织各项会议

的召开

浙江慧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墙体材料生

产企业等
参与标准数据收集和标准验证工作

2022年 3月，标准编制组编制完成标准草案。

2022年 3月 30日召开标准启动会。

2022年 4月-5月，标准起草单位征集、整理、汇总行业相关碳排放指标，

启动标准的第一轮验证工作。

2022年 6月-9月，标准起草单位调研墙体材料相关行业的能耗限额标准、

产品标准以及温室气体核算指南方法，初步确定了墙体材料产品的核算范围及核

算方法，并作了数据调研计划安排。

2022 年 10 月进行了墙体材料行业数据调研和采集，同时依据《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方法进行墙材材料产品碳

排放计算，结合 GB 30526 烧结墙体材料和泡沫玻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8263-2019《水泥制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等国家标准和规范，对计算

结果进行验证和比对，并召开标准工作研讨会，针对核算边界范围、核算方法以

及煤矸石处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最终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1.3 墙体材料行业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调整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资源能源消耗加

剧，建筑能耗持续攀升，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应对我国能源生态严峻形势的政策指南。《中国制造

2025》、《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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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目标，要求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资源

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而大力发展绿色产品，促进消费模式转变，正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我国墙体材料主要包括普通砖、多孔砖、空心砖、保温砖、装饰砖、砌块等，

而瓦类产品主要包括烧结瓦、玻纤镁质胶凝材料波瓦及脊瓦、混凝土瓦、玻璃纤

维增强水泥波瓦及脊瓦、纤维水泥波瓦及其脊瓦等。截止到 2017年底砖瓦企业

约有 5万多家，年生产烧结制品 8100多亿块（折标砖），总产量占世界总量第一，

约占全球产能的一半以上，规模以上企业目前约 3052 家，规模以上产能 5300

多亿。墙体材料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目前正常生产的 35000多家砖瓦企业中年产

5000 万块以上的企业约占 16%（约 5千多家），年产 3000万～5000万块的企业

占 42%（约 15000多家），年产 3000万块以下的企业占 42%（约 15000多家）。

近几年，年产 5000万块以上的中大型企业在逐年增加，年产 3000万块以下的中

小企业呈逐年下降趋势。墙体材料生产工艺大体相同，经原料破碎、成型、干燥、

烧成等工序制成产品，其中砖瓦焙烧窑炉（隧道窑和轮窑）是主要的热工设备，

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2021年《中国建筑材料工业碳排放报告》中指出墙体

材料工业 2020年度二氧化碳排放 1322万吨，电力消耗可间接折算约 612万吨二

氧化碳当量。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首先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的原则；其次，注意与国家有关政策措

施相协调，使之尽量具备前瞻性、导向性；最后，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核算与报告的基础条件，兼顾可操作性。

本标准编制的政策依据主要包括：“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动建设

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实行重点单位碳排放报告、核查、核证和配额管理

制度”、“健全统计核算、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碳排放标准体系”，以

及《“十三五”控制温室气排放工作方案》（国发[2016] 61 号）提出的“研究制

定重点行业、重点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标准”的要求，以及全国统一碳市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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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最新政策要求等。

本标准编制的技术依据主要有：1）国家发展改革委已颁布实施的 24个行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重点是《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2）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和报告通则》；3）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2.2.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与民用建筑墙体用砖和砌块单位产品碳排放限定值、准入

值和先进值要求，包括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核算边界和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墙体用砖和砌块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核定

及对标。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11062 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968 墙体材料术语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 30526 烧结墙体材料和泡沫玻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32150 工业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2.2.3 术语和定义

在充分考虑本标准适用范围以及参考其他相关标准定义的基础上给出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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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术语和定义。参考 GB/T 18968和 GB/T 32150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界定的关键

性术语作相关定义。

2.2.4 限额指标

2.2.4.1 指标限值确定方法

限额指标依据三种方法确定：一是根据企业调研与样本收集，结合《工业其

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核算方法，分析计算得

到；二是基于能耗数据，加入过程排放折算而得；三是专家咨询法。具体方法如

下：

（1）方法一：基于调研的墙体材料行业 60余家生产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分析

计算

1）基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计

算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强度；

2) 传统化石燃料按照《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

南（试行）》，其中化石燃料对应的低位发热量、碳氧化率和单位热值含碳量取标

准中附录给出的推荐值，电力排放因子取最新发布的全国电力排放因子

0.5810tCO2/MWh。由于烧结类墙体材料生产过程将煤矸石、粉煤灰和炉渣作为

主要原料，焙烧过程中会燃烧产生温室气体排放，若没有低位发热量实测值，则

计算时采用《浙江省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中给出的低位发热量、碳氧化率和

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推荐值；

2）选用二次平均法对碳排放数据分析，确认对选取企业占比为 20%、50%和 80%

处的排放强度作为行业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限额指标 1级、2级和 3级。

（2）方法二：基于能耗数据计算分析

依据行业能耗 GB 30526《烧结墙体材料和泡沫玻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38263-2019《水泥制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结合产品生产过程特征，分

析计算得到

（3）方法三：专家咨询法

编制组调研过程中，以体现行业先进性的原则，广泛征求并获取行业主要生

产企业及研究机构专家意见，专家对产品碳排放限额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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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2 墙体材料指标的确定

产品分类在 GB/T 18968基础上分为烧结墙体材料和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

养护）。

（1）烧结墙体材料

1）方法一：烧结墙体材料企业调研样本分析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收集到 27家墙体材料行业烧结砖和砌块企业生产数据，

调研样本区域覆盖陕西、浙江、安徽、辽宁、江西、四川、福建等多个烧结砖和

砌块主产区，调研企业烧结墙体材料产量约 461余万吨。

表 2 烧结墙体材料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序号

电力消耗量

(kW·h

消耗电

力对应

排放量

化石燃

料燃烧

排放量

原料分

解排放

量

温室气体

排放量

（tCO2）
产量（t）

单位产品

温室气体

排放量

kgCO2/t

工厂 1 4871635.00 2830.42 15520.52 553.62 18904.55 199522.00 94.75

工厂 2 2943330.00 1710.07 10508.05 217.78 12435.91 130100.00 95.59

工厂 3 2398455.00 1393.50 10572.46 223.85 12189.82 133583.00 91.25

工厂 4 2637780.00 1532.55 7739.64 168.56 9440.74 99554.00 94.83

工厂 5 1610924.00 935.95 9363.68 147.80 10447.43 116080.00 90.00

工厂 6 428804.00 249.14 2686.75 212.96 3148.84 22446.00 140.29

工厂 7 785314.00 456.27 3394.56 298.01 4148.84 45518.61 91.15

工厂 8 3879520.00 2254.00 10436.27 0.00 16573.71 115918.30 109.48

工厂 9 3986295.00 2316.04 8469.53 0.00 10785.57 45225.10 238.49

工厂 10 2604383.00 1513.15 7325.55 0.00 8838.70 80655.00 109.59

工厂 11 4236820.00 2461.59 10055.02 0.00 12516.62 98906.00 126.55

工厂 12 3137500.00 1822.89 11104.84 0.00 12927.72 124020.00 104.24

工厂 13 1985600.00 1153.63 5122.81 0.00 6276.44 55945.00 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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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14 3032500.00 1761.88 20005.21 0.00 21767.10 97810.00 222.54

工厂 15 5945300.00 3454.22 13890.64 0.00 17344.86 175233.50 98.98

工厂 16 2523520.00 1466.17 7101.02 0.00 8567.18 79292.40 108.05

工厂 17 10755670.10 6249.04 22702.93 0.00 28951.98 183319.35 157.93

工厂 18 6529372.00 3793.57 14109.00 0.00 17902.56 323278.80 55.38

工厂 19 3530945.00 2051.48 15283.06 0.00 17334.53 209371.94 82.79

工厂 20 8950200.00 5200.07 30404.11 2096.36 37700.53 416257.00 90.57

工厂 21 2400000.00 1394.40 7464.78 5165.16 14024.34 340000.00 41.25

工厂 22 10626233.94 6173.84 31814.86 987.51 38976.21 321045.82 121.40

工厂 23 4827630.00 2804.85 23474.42 0.00 26279.27 305218.09 86.10

工厂 24 6861777.00 3986.69 4144.60 0.00 8131.29 156028.98 52.11

工厂 25 5839085.50 3392.51 11091.82 0.00 14484.33 228150.00 63.49

工厂 26 4800600.00 2789.15 12538.19 0.00 15327.34 169417.00 90.47

工厂 27 11426058.00 6638.54 39504.28 1491.26 47634.08 345988.73 137.68

从表 2可以得到烧结墙体材料整体的碳排放水平，对其中过于偏离实际的较

差的数据进行剔除，明显不符合整体数据情况的较差的数据如下：

表 3 剔除的烧结墙体材料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序号

电力消耗量

(kW·h

消耗电

力对应

排放量

化石燃

料燃烧

排放量

原料分

解排放

量

温室气体

排放量

（tCO2）
产量（t）

单位产品

温室气体

排放量

kgCO2/t

工厂 9 3986295.00 2316.04 8469.53 0.00 10785.57 45225.10 238.49

工厂 18 6529372.00 3793.57 14109.00 0.00 17902.56 323278.80 55.38

工厂 21 2400000.00 1394.40 7464.78 5165.16 14024.34 340000.00 41.25

工厂 24 6861777.00 3986.69 4144.60 0.00 8131.29 156028.98 52.11

工厂 25 5839085.50 3392.51 11091.82 0.00 14484.33 228150.00 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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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各类碳排放源占比

通过采用二次平均法（平均先进法）对调研的烧结墙体材料碳排放数据进行

分析，对企业碳排放 1级值选取以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平均值以上调研企业单位产

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向上取值；企业碳排放 2级为调研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平

均值向上取值；企业碳排放 3级为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平均值以下企业的单位

产品碳排放量平均值向下取值。

图 2企业单位碳排放情况统计

经计算得到先进平均值为为 95.86kgCO2/t，平均值为 111.66 kgCO2/t，二次平

均值为 128.58 kgCO2/t，那么基于方法一的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限额指标为表 3所

示。



10

表 4 基于方法一的烧结墙体材料碳排放量的的限额指标 kgCO2/t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95.86 111.66 128.58

2）方法二：基于能耗数据计算得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指标

方法二的限额指标在基于墙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调研能耗数据的基础上，综

合考虑了 GB 30526《烧结墙体材料和泡沫玻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方法具

体步骤如下：

1) 根据行业统计数据，二氧化碳排放占比为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约 2%~3%，

其中燃料对应的低位发热量、碳氧化率和单位热值含碳量取标准中附录

给出的推荐值。

2) 按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占 3%，燃料燃烧排放+电力消耗排放占 97%，折算

出含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烧结墙体材料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指标。

最终得到基于方法二的烧结墙体材料碳排放量限额指标。

表 5 基于方法二的烧结墙体材料碳排放量的限额指标 kgCO2/t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123.24 127.4 140.4

3）专家咨询法

编制组调研过程中，以体现行业先进性的原则，广泛征求并获取行业主要生

产企业及研究机构专家意见，依据专家对产品碳排放限额的建议进行研究和综合

考虑限额值。

表 6 基于方法三的烧结墙体材料碳排放量的限额指标 kgCO2/t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97.3596 100.646 110.916

根据《中国建筑材料工业碳排放报告》（2020年度）可知 2015年以后墙体

材料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砖瓦企业锐减到目前的 2.1万家，砖产量只有

高峰时期的 60％，使碳排放明显下降。目前墙材行业能耗、煤耗、二氧化碳排

放只是高峰时期的 21％、8％、9％。因此基于能源限额标准及以上行业产业结

构调整情况，能源限额方法确定的限额指标需要一定的修正，那么依据方法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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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三，确定了不同口径的烧结墙体材料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限额指标，

结合能源限额标准调研数据与行业专家建议，以遵循行业实情同时体现指标先进

性、鼓励企业积极实施低碳减排技术为原则，因此标准中的限额指标为基于调研

数据方法和能源限额值以及专家咨询法的平均值为限额值。

表 7 烧结墙体材料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额指标 kgCO2/t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105.48 113.23 1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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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

标准编制组共调研收集到 50家墙体材料行业非烧结砖和砌块（蒸压养护）

企业生产数据，调研样本区域覆盖河北、山东、陕西、浙江、河南、安徽、辽宁、

江西、福建等多个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主产区，调研产量约 496万余 m3。

表 8 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序号
电力消耗

量(kW·h)

消耗电

力对应

排放量

燃料燃

烧排放

量

消耗热

力对应

排放量

温室气

体排放

量

（tCO2）

产量

（m3）

单位产

品温室

气体排

放量

kgCO2/t

工厂 1
845400.0

0
491.18 2464.51 0.00 2955.69 77930.1 37.93

工厂 2
1398849.

00
812.73 188.90 5519.61 6521.24 160800 40.55

工厂 3
1187275.

00
689.81 1948.55 0.00 2638.35 68811.77 38.34

工厂 4
1281390.

00
744.49 2398.20 0.00 3142.69

143522.9

5
21.90

工厂 5
942579.0

0
547.64 1063.11 0.00 1610.75 56445 28.54

工厂 6
1147209.

00
666.53 4727.53 0.00 5394.06

100564.8

7
53.64

工厂 7
167171.0

0
97.13 688.65 0.00 785.77 14656.04 53.61

工厂 8
1991020.

00
1156.78 5182.55 0.00 6339.33

176700.2

6
35.88

工厂 9
1404499.

00
816.01 2584.44 0.00 3400.45 102000 33.34

工厂 10
603983.0

0
350.91 683.87 0.00 1034.79 25981.46 39.83

工厂 11
490701.0

0
285.10 840.23 0.00 1125.33 30441.24 36.97

工厂 12
2199800.

00
1278.08 52.60 0.00 1330.69

219000.0

0
6.08

工厂 13
1614410.

00
937.97 82.78 0.00 1020.75 98120.00 10.40

工厂 14
1064500.

00
618.47 103.26 4870.88 5592.61 98000.00 57.07

工厂 15
728500.0

0
423.26 147.29 316.92 887.47 52000.00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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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16
1566820.

00
910.32 2439.81 0.00 3350.13 92000.00 36.41

工厂 17
1279870.

00
743.60 5116.25 0.00 5859.86

105000.0

0
55.81

工厂 18
1311000.

00
761.69 5388.54 0.00 6150.23

100000.0

0
61.50

工厂 19
2365470.

00
1374.34 7885.38 0.00 9259.72

168000.0

0
55.12

工厂 20
2884200.

00
1675.72 1824.72 0.00 3500.45

262000.0

0
13.36

工厂 21
727600.0

0
422.74 319.11 0.00 741.84 60000 12.36

工厂 22
188256.7

9
109.38 358.78 0.00 468.16 9918.76 47.20

工厂 23 59455.21 34.54 0.00 0.00 34.54 3132.54 11.03

工厂 24
374002.0

0
217.30 641.08 0.00 858.37 41000.00 20.94

工厂 25
279000.0

0
162.10 9.73 0.00 171.83 11107.36 15.47

工厂 26
886500.0

0
515.06 75.26 850.13 1440.45 74006.24 19.46

工厂 27
1329800.

00
772.61 158.04 1699.96 2630.62

261100.0

0
10.08

工厂 28
485604.0

0
282.14 1357.55 0.00 1639.69 68000.00 24.11

工厂 29
1208445.

80
702.11 2764.67 0.00 3466.78

320000.0

0
10.83

工厂 30
283462.6

0
164.69 648.51 0.00 813.20 80000.00 10.17

工厂 31
2511085.

00
1458.94 6097.72 0.00 7556.66

344025.0

0
21.97

工厂 32
978595.0

0
568.56 1384.36 0.00 1952.92 69900.00 27.94

工厂 33
180000.0

0
104.58 0.00 1486.24 1590.82 30000.00 53.03

工厂 34
641709.0

0
372.83 2581.09 0.00 2953.92

121886.7

4
24.23

工厂 35
2229456.

00
1295.31 81.30 1653.89 3030.51

284106.3

0
10.67

工厂 36
1114160.

00
647.33 3941.65 0.00 4588.98

139270.0

0
32.95

工厂 37
2504220.

00
1454.95 1059.43 8.78 2523.16

246130.0

0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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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38
2207585.

00
1282.61 3430.68 0.00 4713.28

100000.0

0
47.13

工厂 39
2755285.

14
1600.82 3774.41 0.00 5375.24

321700.0

0
16.71

工厂 40
1284714.

86
746.42 2111.89 0.00 2858.31

150000.0

0
19.06

工厂 41
642800.0

0
373.47 2204.73 0.00 2578.20 79268.00 32.53

工厂 42
1053408.

00
612.03 948.88 0.00 6519.49

149434.1

5
43.63

工厂 43
2670000.

00
1551.27 3907.27 0.00 5458.54

231700.0

0
23.56

工厂 44
346240.0

0
201.17 0.00 920.53 1121.69 18708.55 59.96

工厂 45
3939630.

00
2288.93 0.00 12746.60

15035.5

2

329923.5

1
45.57

工厂 46
736750.4

3
428.05 1352.04 0.00 1780.10 88728.77 20.06

工厂 47
3140840.

00
1824.83 8246.56 0.00

10071.3

9

269938.0

0
37.31

工厂 48
642800.0

0
373.47 2204.73 0.00 2578.20 79268.00 32.53

工厂 49
237585.0

0
138.04 400.86 0.00 538.90 36888.00 14.61

工厂 50 60952.00 35.41 0.00 647.63 683.04 8754.00 78.03

从表 8可以得到烧结墙体材料整体的碳排放水平，对其中过于偏离实际的较

差的数据进行剔除，明显不符合整体数据情况的较差的数据如下：

表 9 剔除的非烧结墙体材料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序号
电力消耗

量(kW·h)

消耗电

力对应

排放量

燃料燃烧

排放量

消耗热

力对应

排放量

温室气

体排放

量（tCO2）

产量（m3）

单位产

品温室

气体排

放量

kgCO2/
t

工厂 12 2199800.0
0

1278.08 52.60 0.00 1330.69 219000.00 6.08

工厂 13 1614410.0
0

937.97 82.78 0.00 1020.75 98120.00 10.40

工厂 15 728500.00 423.26 147.29 316.92 887.47 52000.00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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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20 2884200.0
0

1675.72 1824.72 0.00 3500.45 262000.00 13.36

工厂 21 727600.00 422.74 319.11 0.00 741.84 60000.00 12.36

工厂 23 59455.21 34.54 0.00 0.00 34.54 3132.54 11.03

工厂 25 279000.00 162.10 9.73 0.00 171.83 11107.36 15.47

工厂 26 886500.00 515.06 75.26 850.13 1440.45 74006.24 19.46

工厂 27 1329800.0
0

772.61 158.04 1699.96 2630.62 261100.00 10.08

工厂 29 1208445.8
0

702.11 2764.67 0.00 3466.78 320000.00 10.83

工厂 30 283462.60 164.69 648.51 0.00 813.20 80000.00 10.17

工厂 35 2229456.0
0

1295.31 81.30 1653.89 3030.51 284106.30 10.67

工厂 37 2504220.0
0

1454.95 1059.43 8.78 2523.16 246130.00 10.25

工厂 39 2755285.1
4

1600.82 3774.41 0.00 5375.24 321700.00 16.71

工厂 40 1284714.8
6

746.42 2111.89 0.00 2858.31 150000.00 19.06

工厂 49 237585.00 138.04 400.86 0.00 538.90 36888.00 14.61

非烧结墙体材料主要消耗电力和天然气，企业使用天然气生产蒸汽，有的企

业会外购热力直接只用，对调研的企业碳排放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二次平

均法计算限额指标。

1）对企业碳排放 1级值选取以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平均值以上调研企业单位

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向上取值；

2）企业碳排放 2级为调研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平均值向上取值；

3）企业碳排放 3级为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平均值以下企业的单位产品碳

排放量平均值向下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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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经计算得到先进平均值为为 30.36 kgCO2/t，平均值为 39.97 kgCO2/t，二次

平均值为 46.84 kgCO2/t，那么基于方法一的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限额指标为表

10所示。

表 10 基于方法一的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的碳排放限额指标 kgCO2/m3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30.36 39.97 46.84

（2）方法二：基于能耗数据计算得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指标

限额指标在基于墙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调研能耗数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

GB 38263-2019《水泥制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行业统计数据，就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为燃

料燃烧排放+电力消耗排放，其中燃料对应的低位发热量、碳氧化率和单位热值

含碳量取标准中附录给出的推荐值。最后折算出含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非烧结墙

体材料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指标。

表 11 基于方法二的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的碳排放限额指标 kgCO2/m3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54.60 65.52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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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家咨询法

编制组调研过程中，以体现行业先进性的原则，广泛征求并获取行业主要生

产企业及研究机构专家意见，后续将依据专家对产品碳排放限额的建议进行研究

和综合考虑限额值。

表 12 基于方法三的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的碳排放限额指标 kgCO2/m3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43.13 51.76 76.61

根据《中国建筑材料工业碳排放报告》（2020年度）可知 2015年以后墙体

材料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砖瓦企业锐减到目前的 2.1万家，砖产量只有

高峰时期的 60％，使碳排放明显下降。目前墙材行业能耗、煤耗、二氧化碳排

放只是高峰时期的 21％、8％、9％。因此基于能源限额标准及以上行业产业结

构调整情况，能源限额方法确定的限额指标需要一定的修正。

依据方法一和方法三，确定了不同口径的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单位

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限额指标，最终结合调研数据与行业专家建议，以遵循行

业实情同时体现指标先进性、鼓励企业积极实施低碳减排技术为原则，因此该标

准中的限额指标为基于调研数据方法、能源限额方法以及专家咨询法的平均值为

限额值。

表 13 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的碳排放限额指标 kgCO2/m3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42.70 52.42 73.48

2.2.4.3 标准规定的限额指标

通过对比基于行业大数据处理的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指标和根据能

耗折算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指标，最终确定合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指标。

（1） 烧结墙体材料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额指标应符合表 14的规

定。

表 14 烧结墙体材料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额指标 kgCO2/t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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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105.48 113.23 126.63

（2）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额指标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

表 15 非烧结墙体材料（蒸压养护）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限额指标 kgCO2/m3

项目名称 1 级 2 级 3 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42.70 52.42 73.48

2.2.5 统计边界和计算方法

（1）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为墙体材料企业从原料制备到成品堆放的全部生产过程中各种二

氧化碳排放量，不包括生活过程中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基于可计量的统计期进行数据统计，一般情况下应以财务年为统计期。二氧

化碳排放量仅核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碳酸盐分解排放量、净购入电力和热力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注：若脱硫脱硝、基建、技改等辅助生产系统和过程的电力消耗量未单独计

量，则电力消耗量取上述辅助生产系统过程与主要生产系统电力消耗量之和。

（2）计算方法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核算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量及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之和。

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取进厂燃料消耗量，低位发热量鼓励企业取实测值，其中

煤的低位发热量检测应遵循 GB/T 213，天然气的低位发热量检测应遵循 GB/T

11062。若企业没有实测值，则可采用标准附录中给出的推荐值；单位热值含碳

量和碳氧化率企业一般不进行实测，也可采用附录给出的推荐值。

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包括核算边界内所有燃料燃烧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生产过程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消耗电力及

外购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1）计算：

输出热输出电热力电力过程燃烧 E-E-EEEEE 
。。。。(1)

式中,

E ——统计期内，墙体材料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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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燃烧——统计期内，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E过程——统计期内，墙体材料对应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E电力——统计期内，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E输出电——统计期内，输出电力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E输出热——统计期内，输出热力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统计建筑渣土、矿渣、页岩、菱镁石和白云石等在烧成工

序中高温分解释放出温室气体，原料中碳酸钙、碳酸镁含量每批次原料应检测一

次，应依据 GB/T 4734、QB/T 2578等标准检测原料中氧化钙、氧化镁含量，然

后统计核算期内原料中碳酸钙、碳酸镁的加权平均含量。

工业生产过程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2）计算：

 













 

84
44

100
44

33 MgcoCaco CCFE 原料原料过程  ......................(2)

式中，

F原料——统计期内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η原料——统计期内原料利用率，根据墙体材料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确定；

�����3——原料中碳酸钙的质量分数，按式（4）计算，%：

����3——原料中碳酸镁的质量分数，按式（5）计算，%：

44/100——二氧化碳与碳酸钙的分子量之比；

44/84——二氧化碳与碳酸镁的分子量之比。

�����3 =
����
1− 44

100

........…………………………....(3)

����3 =
����
1−44

84

.........…………………………....(4)

式中，CCao——原料中氧化钙的质量分数，%：

CMgo——原料中氧化镁的质量分数，%。

电力排放因子选用最新发布的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墙体材料企业的电力

排放不体现各区域电网的电力清洁度。

2.2.6 低碳管理与措施

（1）基础管理

主要从健全能源管理制度、健全减排责任考核体系和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做好文件归档等方面提出基础管理要求。

（2）技术管理

技术管理主要从提高原料替代率降低过程排放、降低化石燃料消耗、采用先



20

进节能技术，以及碳捕集、碳封存等方面对建材行业企业提出要求。

（3）监督与考核

建材企业应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测试、温室气体排放统计结果的文件档案，并

对文件进行受控管理。

2.2.7 常用燃料相关参数推荐值

资料性附录，表 A.1给出了墙体行业企业常用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

含碳量和燃烧碳氧化率的推荐值。

三、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通过企业的实际考察、验证，确定可以用于墙体材料碳排放量化的方

法。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通过河北、江苏、湖北、辽宁、安徽、河南等不同省份的

墙体材料生产企业共 23家企业的产品生产数据，并结合相关墙体材料产品的能

源限额标准要求，验证了本标准指定的量化方法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其中六家

企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限额满足 1级要求，占比 26.09%；七家企业达到 2级要求，

占 30.43%；6家企业达到 3级要求，占 26.09%，四家未满足 3级要求，占比 17.39%，

满足标准制订原则，确认本标准确定的方法能够满足墙体材料产品碳排放量化要

求。

表 12 碳排放限额标准定额值验证情况

序号 工厂 产品种类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kgCO2/t
达标情况

1 安徽工厂 1 烧结墙体材料 95.59 1级

2 江苏工厂 1 烧结墙体材料 112.19 2级

3 河北工厂 1 烧结墙体材料 94.83 1级

4 四川工厂 1 烧结墙体材料 137.68 未达标

5 山西工厂 1 烧结墙体材料 109.59 2级

6 河北工厂 2 烧结墙体材料 121.40 3级

7 河南工厂 1 烧结墙体材料 106.75 2级

8 安徽工厂 2 烧结墙体材料 98.98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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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福建工厂 1 烧结墙体材料 112.45 2级

10 陕西工厂 1 烧结墙体材料 210.56 未达标

11 内蒙古工厂 1
非烧结墙体材

料
89.75 未达标

12 宁夏工厂 1
非烧结墙体材

料
40.55 1级

13 山西工厂 1
非烧结墙体材

料
55.81 3级

14 辽宁工厂 1
非烧结墙体材

料
78.03 未达标

15 安徽工厂 3
非烧结墙体材

料
47.20 2级

16 山西工厂 2
非烧结墙体材

料
53.03 3级

17 陕西工厂 2
非烧结墙体材

料
53.64 3级

18 陕西工厂 3
非烧结墙体材

料
59.96 3级

19 山东工厂 1
非烧结墙体材

料
35.88 1级

20 山东工厂 2
非烧结墙体材

料
33.34 1级

21 河北工厂 3
非烧结墙体材

料
50.25 2级

22 内蒙古工厂 2
非烧结墙体材

料
52.40 2级

23 河南工厂 2
非烧结墙体材

料
55.12 3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五、标准实施后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产业规模、推广应用、工程应用情况、预期达

到的经济、社会效益；

2019年 4月 3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

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是全国碳市场制度建设的最新进展，

管理条例将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法律基础。中国应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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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规范市场发展，设立科学合理的配额分配制度，建立全面的风

险防控与稳定机制，最大程度发挥碳市场的良性作用，刺激企业减排积极性。

2021年《中国建筑材料工业碳排放报告》中指出墙体材料工业 2020年度二

氧化碳排放 1322万吨，电力消耗可间接折算约 61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限额标准政策需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引领经济社会

绿色转型。因此，亟需制定不同关键因素下符合墙体材料行业实际情况且具有操

作性的单位产品碳排放限定值、准入值与先进值。

（二）本标准指标的技术先进性以及本标准的发布对行业及社会发展的促进

作用，即与“宜业尚品造福人类”的相关性。

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机遇赋予了建材行业发展的新内涵、新思路、新目标，

建材行业应紧紧围绕“开拓、创新、绿色、共享、开放、人文”的要求，以“市

场化、生态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益化、国际化、现代化”和“安全

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发展”为目标，推动新时代建材行业

“科学、健康、有序、全面、可持续”发展，履行好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

进步的历史使命，全面实现“宜业尚品、造福人类”的建材行业新理念、新目标。

“宜业”是指建材企业要达到适合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绿

色工厂的目标，从而形成全产业链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宜业尚品”要求

建材工业通过深入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战略部署，通过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优秀的产品品质和服务。

“宜业尚品、造福人类”的新理念、新目标，勾画出建材工业“十四五”和

今后一段时期建材工业发展的核心和着力点，提出了建材工业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将建材工业的发展从产业发展的经济层面拓展到社会文化全面进步的层面，充分

体现了新的发展时期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充满社会主义人文关

怀的色彩。本标准将节能、减排、降碳、节材等生命周期绿色发展理念落地到企

业的实际操作层面，结合相关政策的实施，以标准化为手段，将实现企业与行业

层面的生态改善。本文件的推进将进一步为岩棉制品行业以打造绿色发展格局、

推进行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依据，促进建材行业“宜业尚品造福人类”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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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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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国际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的比较

欧盟碳市场取水泥行业前 10%最佳运行设施的平均 CO2排放量作为基准

值，其中白水泥熟料排放基准为 0.987tCO2/t，灰水泥熟料排放基准为 0.766tCO2/t，

欧盟水泥工业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 0.865tCO2/t（达标本标准规定的准入值要求）。

国际上未有关于墙体材料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的报道。

2、国际标准引用情况

本标准未直接引用国际标准，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以下国际标准或文献：

（1）ISO 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207）温室气体管理分技术委员会

（SC7）已发布的《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的量化与报告》（ISO

14064-1

2006）；

（2）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06。

本标准与上述国际标准相比，更加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具体行业，与中国国内

的政策实现有效衔接，同时具备科学性、准确性、可操作性等特点，达到国

际领

先水平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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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0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首批《10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发改办气候[2013]2526号），供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建立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等相关工作参考使

用。其中，涉及建材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的为《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国平板玻璃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中国陶瓷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在此基础上，GB/T32151.8-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32151.7-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7

部分：平板玻璃生产企业》GB/T32151.9-201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

9部分：陶瓷生产企业》于 2015年 11月 19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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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1月，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北京联合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提出，中国计划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

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2015年 6月，中国

政府在《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了“国家 2030年

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 60%-65%”的目标。2015年 9月，中美

双方再次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中国首次正式对外宣布将于 2017年启

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这个交易体系将覆盖 8大高耗能行业：电力、钢铁、石

化、化工、建材（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造纸、航空等。

2014年 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中央改革办的任务要求，经与国务院法

制办商定，先行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

发展改革委 2014年第 17号令），作为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各项工作的依

据以及下一步制定出台行政法规的基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对排放

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交易活动进行了框架性地规定，明确了全国碳市场

建立的主要思路和管理体系，包括配额管理、排放交易、核查与配额清缴、监督

管理、法律责任等。在配额分配上，管理办法体现了“中央统一制定标准和方案、

地方负责具体实施而拥有一定灵活性”的思路。

2016年 1 月，发改办气候[2016]57 号《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组织各地方、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和中央管理企

业开展拟纳入碳市场企业的历史碳排放核算报告于核查、培育和遴选第三方核查

机构、相关方能力建设等全国碳市场启动的重点工作，要求开展八大行业 2013、

2014和 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核查，水泥和平板玻璃企业还要按照《补充

数据报表》分生产线进行碳排放核查。通知还提出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低

碳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温室气体排放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

家、地方、企业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确保 2017年

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同时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原油加

工、乙烯、电石、合成氨、甲醇、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15+3”产业组合

2017年 12月 4日，发改办气候〔2017〕1989号《关于做好 2016、2017年

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计划制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方碳交易主管

部门组织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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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2013至 2017年任一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

费量约 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抓紧开展 2016、2017年

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排放监测工作，对水泥和平板玻璃企业的《补充数据报表》

进行了修订。

2017年 12月 18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

电行业）》发改气候规[2017]2191号文。按照“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

则，发电行业率先进入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之后逐步扩大碳市场的行业范围，

增加交易品种，不断完善碳市场。

2019年 4月 3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

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是全国碳市场制度建设的最新进展，

管理条例将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法律基础。中国应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进度，

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规范市场发展，设立科学合理的配额分配制度，建立全面的风

险防控与稳定机制，最大程度发挥碳市场的良性作用，刺激企业减排积极性。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近日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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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 1+N的政策体系脉络（见图 1），

提出制定能源、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交通、建筑等行业和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如果将上述行业按生命周期价值链的理念予以划分，能源是各领

域的上游，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以及建材则是典型的原材料行业，交通、

建筑则是下游产业。现阶段各产业正在陆续制定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从建筑

的全生命周期视角观察，建材、钢材和建筑分属不同阶段，碳排放有着内在的相

互约束、影响。

图 1 碳达峰碳中和 1+N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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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行业标准推荐性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办法、实施

日期等）

建议按照标准报批计划确定实施日期。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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