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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技术指南》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技术指南》团体标准来源

于 中 铁 十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承 接 的 “ 西 渝 高 铁

XYKYZQ-11 标”工程项目，企业积极贯彻落实双碳战略，

探索低碳发展转型模式，对铁路建设的碳排放统计核算方

法具有急迫的需求，同时也考虑依托项目探索产学研结合

的模式，推动行业的科技创新发展，因此提出该标准的立

项。 《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技术指南》于 2024 年

12 月 4 号在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立项（立项名称为

《高速铁路工程建设碳排放核算标准》），由中铁十局集

团有限公司牵头起草。

（二）标准编制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铁路路

网规模、质量和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目前，中国高铁技

术已经奠定了“世界先进”的口碑，高速、高原、高寒、

重载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智能高铁技术全面实现

自主化。未来，中国高铁建设仍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

头。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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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于 2020 年底宣布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因此，

对铁路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碳排放进行计量、统计和分

析，推进铁路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是助力我国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的关键途径之一。而目前，我国铁路建设

阶段全过程碳排放核算尚处于发展阶段，在数据统计、核

算方法、核算流程方面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制定相应标准，

能够项目建设实际的碳排放量进行准确核算，为开展铁路

建设低碳评价提供定量基础，最终为实现绿色铁路建设提

供帮助。

二、主要起草过程

截止目前，标准的起草工作共分为三个阶段：

（一）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工作方案

本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为世界

双 500 强企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骨干成员单位，

是以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为主的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国有特

大型企业集团，拥有铁路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公路、市

政、房建、机电安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桥梁、隧道、铁路铺轨架梁、环保、钢结构、铁路电务、

电气化工程及公路路基、路面、土石方工程、建筑装修装

饰、建筑智能化、爆破与拆除等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一级资

质，铁路行业设计甲（Ⅱ）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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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资质。铁路工程建设是其主营业

务之一，先后参与了京九铁路、青藏铁路、京沪高铁、沪

杭高铁、沪宁城际、宜万铁路、胶济客专、温福铁路、甬

台温铁路、合武铁路、太中银铁路、向莆铁路、兰渝铁路、

大西铁路、云桂铁路、中南铁路通道等百余条国家大型铁

路工程建设，承建了济南、青岛、徐州、烟台、泰州、济

南西站等新客站和铁路枢纽工程，新建、改建、扩建铁路

干线、支线 6000 多公里，先后参与了济青、京沪、连霍、

济广等百余条高速公路建设，建成高速公路总长 1500 多公

里，参建各类大桥、特大桥 1000 多座。参建了广州、深圳、

成都、大连、武汉、福州、长春、西安、贵阳等多个城市

的地铁和轻轨交通项目。公司在承接的工程项目中勇于创

新，工程施工及管理中积极贯彻落实双碳战略，边实践边

探讨工程项目减碳的模式与措施，非常熟悉铁路工程项目

碳核算的范围和工程单元，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施工能源利

用的统计基础数据，为碳核算方法的研究与示范应用提供

了坚实的研究条件。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建筑大学、京昆高速铁路西昆有限公司、山东省中科低

碳科技有限公司、中铁十局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齐鲁

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在标准起草之初成立了标准制定小组，明确了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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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编写要求，统一思路，为标准的制定建立了组织保

障。

自立项后，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成立标准起草

工作组，明确了工作指导思想，制订了工作原则，确定了

起草组成员和任务分工。由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标

准文本的初稿起草、意见汇总和修改工作，其他单位共同

参与标准编制。

（二）起草标准草案

标准起草工作组搜集国家、行业以及山东省内的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并查询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和标准信息网有关碳排放核算技术的标准，并进行比对分

析，形成《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技术指南》（标准草

案）。

（三）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

在大量文献资料及标准比对的基础上，结合中铁十局

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实际，在征求相关领域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标准起草工作组经多轮研讨，形成《铁路工程项目碳

排放核算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按照《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 号）

和 《 团 体 标 准 化 第 1 部 分 ： 良 好 行 为 指 南 》 （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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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4.1-2016）的相关要求，本标准制定工作遵循的基本

原则有：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得与国家有关产

业政策相抵触；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技术

要求；符合保障人身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

态环境安全的要求；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广科学

技术成果，增强产品的安全性、通用性、可替换性，提高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

上合理；禁止利用团体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

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合法、

公正、公开、公平等。同时又遵循标准编写的一致性原则、

规范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本文件编制遵循“科学性、实

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

1.一致性原则

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及各条款内容与国家及山东省现

行政策、规划、标准、意见中的规定和要求相一致。参考

政策要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尽量等同引用。

2.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和《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GB/T 20004.1-2016）的要

求进行编写，保证标准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结构上主要

包括封面、目次、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6

定义、基本原则、工作流程、调查评估、编制修复方案、

修复工程实施、监测与评估等内容。

3.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中有关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的相关内容，

是在充分收集相关标准和指导文件，结合实际典型案例的

基础上进行的编写。本标准体现最新科学技术水平，同时

可操作性强，便于实施。

（二） 标准编写的主要依据

本标准编制参考和引用了以下标准或规范：

《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2004 年修

订版）

GB/T 24025—2009 环境标志和声明 Ⅲ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

通则

ISO 14064-1:2018 温室气体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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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的适用对象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及改扩建铁路工程建设阶段项目碳

盘查、碳核查及碳报告，也适用于铁路建设碳减排量的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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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的主要架构

本标准在充分借鉴已有标准的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

确定标准主要框架，共分为 10 个部分，具体分为范围、规

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核算流程、核算

边界与范围、核算方法、质量保证、碳排放报告编写、铁

路工程项目碳排放声明等。

（三）主要内容

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格式，《铁路工程项目碳

排放核算技术指南》内容制定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核算边界与范围、功能单位、核算工作流程、

排放源识别与清单编制、铁路工程项目建设阶段碳排放核

算方法、质量保证、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声明等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铁路工程建设碳排放的术语和定义、基

本原则、核算流程、核算边界与范围、核算方法、质量保

证、排放报告模板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及改扩建铁路工程建设阶段项目碳

盘查、碳核查及碳报告，也适用于铁路建设碳减排量的评

估。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所引用的有关标准均为现行且有效的，条文中

给出编号，以便于使用时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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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给出了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铁路工程项目碳

排放源、铁路工程项目直接碳排放、铁路工程项目间接碳

排放、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目标用户等术语和定义。

4.核算流程

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流程主要包括确定核算边界、

识别排放源、进行碳排放核算、撰写碳排放报告四个步骤，

其中进行碳排放核算又包含收集活动水平数据、获取排放

因子、计算碳排放量三个环节。

5.核算边界与范围

本章明确了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的核算边界，包括但

不限于 主体工程、 临建工程、生态恢复工程、办公生活

设施；明确了核算的地理空间范围为施工现场，时间范围

为与工程承包合同约定一致的铁路工程项目建设期。

6.核算方法

本章给出了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源识别的要求，并给

出了典型碳排放源清单作为参考；明确了铁路工程项目碳

排放、铁路工程项目直接碳排放、铁路工程项目间接碳排

放的计算公式及计算方法。

7.质量保证

本章提出了核算时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的几

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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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施工企业碳排放核算制度，指定专职人员负责

活动数据的收集、核算工作；

b) 活动水平数据和碳排放因子应参照 GB 32150 的

相关规定，优先采用现场实测值和测算值，如无法获取原

始数据，可考虑二次数据和替代数据；

c) 建立健全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

获取时间以及相关责任人等信息。

8. 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报告

本章给出了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报告的模板，包括概

述、报告主体基本信息、活动数据及来源、排放因子数据

集来源、碳排放核算及分析等几个主要部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

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国家现行有

效标准为指导，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冲

突。

六、标准实施的预期效益

《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技术指南》团体标准的制

定，填补了铁路工程项目碳排放核算领域的标准空白，对

铁路工程建设碳排放核算的流程、边界与范围、核算方法、

质量保证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为铁路工程建设阶段项目碳

盘查、碳核查及碳减排量的评估提供了操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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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实施，一是能够明确铁路工程项目各阶段的碳

排放源及碳排放量，为建设单位寻找低碳化建设方案提供

数据支持；二是促进铁路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以生态为

重、绿色施工，不断探索低碳建造、低碳改造的模式，在

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材料节约、能源节约和绿色能

源的使用，实现项目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降低，助力铁路

行业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引领下，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

展。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尽快发布，自发布之日起立即实施。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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