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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丝绸产品》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背景和任务来源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

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 9月

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重申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十四五”工

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健全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制修订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标

准”，为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纺织行业“十四五”绿色发展指导意见》

提出“责任践行与绿色发展目标。……组织一批企业践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

理，加速气候创新行动，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跨越，形成中国纺织行业绿色

制造和绿色消费的可持续时尚生态。”

丝绸产品是重要的纺织产品类别，该类产品生命周期内投入（能源、水流和

物料流）和产出（过程产品流、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复杂，共用共生数据交叉融

合且计量水平差距大，加之无针对性的碳足迹量化与报告标准，导致难以开展丝

绸产品的碳足迹量化与报告。鉴于此，亟需研究制定符合我国丝绸行业现状、丝

绸产品生命周期特点的碳足迹量化与报告细则，为丝绸产品生命周期的碳足迹量

化与报告提供标准化技术依据，针对性的进行绿色低碳丝绸产品的设计和生产，

并为消费者选择绿色低碳丝绸产品并进行绿色消费提供参考。

2024年 9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达了《温室气体 产

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丝绸产品》（计划编号：202409-CNTAC09）制定计

划，由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理工大学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成立标准编制小组。2024年 6月，启动标准起草小组的征集和组建工作。

2. 召开标准申报研讨会。2024年 7月，召开丝绸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研讨

会，并向丝绸行业征集丝绸产品碳足迹核算的应用案例。

3. 编制标准草案。2024年 9月~11月，编制小组根据任务要求和征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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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编制形成标准草案。

4. 会议讨论标准草案。2024年 11月，中纺联产业部在成都召开会议，就标

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并确定了标准编制的方向和内容。

5. 形成讨论稿。2024年 11月~2025年 3月，根据成都会议的安排，标准编

制小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讨论稿。3月 31日，中纺联产业部在

北京召开会议，对标准文稿进行了讨论。

6. 形成征求意见稿。2025年 4月，根据 3月 31日北京会议的要求，进一步

完善标准文稿，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制定原则

1. 与国际接轨。本标准与已发布的国内外相关标准，如 ISO 14067：2018《温

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的方法论具有一致性，促进丝绸行业碳

排放核算结果的国际交流和互认。

2. 结合我国国情。充分考虑我国丝绸行业的发展现状、丝绸产品生命周期

特点的基础上，建立碳足迹核算方法，使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3. 内容编写规范。标准文本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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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起草。

三、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及验证情况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包括术语和定义、量化目的、

量化范围、清单分析、影响评价、产品碳足迹报告和声明。

本文件适用于以蚕茧为原料生产的生丝、绢丝、蚕丝绵、坯绸和纯蚕丝面料。

（二）术语和定义

丝绸产品碳足迹核算涉及的多项术语来源于GB/T 32150、GB/T 24067、GB/T

26380和FZ/T 08006，为便于标准的使用，在本标准中列举了“生丝”“绢丝”

“茧丝绵”“坯绸”“纯蚕丝面料”“产品碳足迹”“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温

室气体去除”“全球变暖潜势”“二氧化碳当量”“系统边界”“声明单位”“活动数

据”“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等关键术语。

（三）量化目的和量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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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时，需明确应用意图、开展丝绸产品碳足迹研究

的理由和目标受众。例如可以面向企业内部生产管理人员，为绿色低碳生产工艺

研发提供支撑。

依据本文件可进行生丝、绢丝、茧丝绵、坯绸和纯蚕丝面料的产品碳足迹量

化。进行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时，应明声明单位，并确产品信息，包括产品名称、

产品参数（例如，生丝等级、姆米数、颜色、品质等级）、生产工艺流程、工艺

参数、生产者、生产时间等。

生丝、绢丝、蚕丝绵碳足迹量化的系统边界从蚕茧开始，到生丝、绢丝、蚕

丝绵包装进入仓储。坯绸碳足迹量化的系统边界从蚕茧开始，到坯稠包装进入仓

储。纯丝绸面料碳足迹量化的系统边界从蚕茧开始，到纯丝绸面料包装进入仓储。

运输阶段应纳入丝绸产品的碳足迹核算，运输过程产生的碳足迹计入后一阶

段的丝绸产品碳足迹。丝绸产品生命周期阶段使用的工具（例如，机器设备、运

输车辆、洗衣机等）的生产、购买和维护、厂房建设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人

的生理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等不纳入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系统边界。

（四）清单分析

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的活动数据包括：

a）系统边界内生产、运输、仓储、销售、使用等过程中消耗能源（包括煤

炭、天然气、柴油、汽油、电力、热力等）和水资源；

b）系统边界内生产、运输、仓储、销售、使用等过程中使用的物料（包括

饲料、化肥、染料、助剂、缝纫线、拉链、纽扣、包装材料、洗涤剂等）；

c）系统边界内生产过程中化学反应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例如碳酸盐的化

学反应产生二氧化碳）。

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的活动数据质量应具有较小的不确定性，活动数据的不

确定性从可靠性和相关性两个方面来评估。可靠性选定为统计代表性、时间代表

性和数据来源三个指标；相关性选定地理代表性和技术代表性两个指标。在对不

确定性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定时，采用对各指标进行加权平均的方法，可靠性

中3个指标各占1/3，相关性中2个指标各占1/2。最终得分高，则数据质量好，不

确定性低；反之得分低，则数据质量差，不确定性高。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使用

的活动数据质量等级得分应大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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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时，系统边界内的显著活动数据都应收集。当单

位丝绸产品中重量占比小于1%的材料可不纳入碳足迹量化活动数据的收集范围，

但不纳入的总量不应超过单位丝绸产品重量的5%。例如，纯真丝印染面料上着

色的某种染料的重量小于单位面料重量的1%，则该种染料不计入该种纯真丝印

染面料碳足迹。

当碳足迹核算系统边界内存在共生产品、共同销售产品、共同洗涤产品时，

可按照系统边界内丝绸产品的产量、销售量、洗涤量等对活动数据进行分配。以

某生产车间同时生产2种丝绸面料所消耗的照明电量分配为例，按照产量分配的

计算方法如下：

E丝绸面料1 = �总耗电量 ×
�丝绸面料1

�丝绸面料1 + �丝绸面料2

E丝绸面料2 = �总耗电量 ×
�丝绸面料2

�丝绸面料1 + �丝绸面料2

（五）影响评价

根据产品碳足迹的定义，丝绸产品碳足迹是将系统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和

清除活动数据之和乘以温室气体的全球气候变暖潜势值，再除以系统边界内待核

算丝绸产品的产量得到。

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应优先选用本土化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只有在本土化

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缺失的情况下，可选用国际认可度高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因

子数据库的数据，考虑要素有：①来源明确，有公信力；②精确度高；③排放因

子边界宜一致、完整；④时间代表性：宜取研究目标当月数据；⑤地理代表性：

宜与研究目标区域一致；⑥技术代表性：宜与研究目标采用相同工艺或技术；⑦

核算不确定性最低。

（六）产品碳足迹报告与声明

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报告内容应完整、准确、透明，企业可根据需求对

碳足迹核算结果进行声明，例如通过碳标签的形式将碳足迹信息披露；在产品使

用说明中披露碳足迹信息，并说明数值的含义；将产品碳足迹信息在公司的宣传

活动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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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

与 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相比，本标准

确定了丝绸产品碳足迹量化与报告流程，明确了系统边界，厘清了核算数据收集

范围，可以更好的指导丝绸产品碳足迹的核算与报告。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遵循了各方参与原则，广泛征求和吸收了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就共

同关心的技术内容通过协商一致解决，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八、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

无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发布后 3个月实施，标准归口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及时组织标准宣

贯，推动标准尽快在行业内实施。

十、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发现涉及专利情况。

标准编制组

2025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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