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

《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编制组

二 0二五年五月



目录
一、项目背景 .........................................................................................................................................................3

（一）任务来源 ...........................................................................................................................................3
（二）工作过程 ...........................................................................................................................................4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5
（一）标准编写规则 ..................................................................................................................................5
（二）标准修订的意义分析 ....................................................................................................................5

三、国内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 8
四、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9

（一）科学性 ................................................................................................................................................9
（二）合理性 ................................................................................................................................................9
（三）适用性 ............................................................................................................................................. 10

五、标准的作用定位和适用范围 ................................................................................................................. 10
（一）标准的作用定位 .......................................................................................................................... 10
（二）适用范围 ........................................................................................................................................ 10

六、标准的主要内容 ........................................................................................................................................ 11
（一）术语和定义 ....................................................................................................................................11
（二）标准主要建设内容 ......................................................................................................................11

七、引用、参考文献 ........................................................................................................................................ 13
（一）引用规范文件 ............................................................................................................................... 13
（二）参考文件 ........................................................................................................................................ 13

八、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 15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解决过程、依据和结果 ..........................................................................................15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 15



一、项目背景

（一）任务来源

垃圾分类是绿色低碳生活的基础，通过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等分类投放，可以有效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实现资源

的循环利用。2022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加

快推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对分类收运、焚烧处

理能力以及资源化利用率部署了具体要求。2022 年 6 月，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将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作为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的一项重要任

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生大量的 CH4，NO2以及 CO2排放，是城市

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核算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是推动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对实现城乡建设领域

碳达峰具有重要作用。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可针

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对产生的碳减排量进行核算。垃圾分类碳排放

计算有利于推进减污降碳、提质升级，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创新发展，

并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有关

规定，经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批准，由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牵头编制《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团体标准。

（二）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制定编制组

2024年 3 月，根据《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编

制要求，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杭州道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工商

大学等单位相关专家成立标准编制组。

2.初步调研阶段

2024年 5 月，进入初步调研阶段，标准制定编制组前期以资料

调研的方式，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资料进行大纲设计，经分析

讨论、资料整理、汇总，形成标准立项文件。

3.立项阶段

2024年 10月 31日，标准项目通过西南科技大学、杭州市城乡

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第四研究院的等 5 位专家组成专家组

的技术审核，于 2024年 11月 5日进行了立项公示。

4.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4 年 11月至 2025 年 4 月，根据立项评审会专家意见修改立

项文件，并深入调研垃圾分类相关企业，确定标准的可行性及合理性，



修改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一）标准编写规则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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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标准修订的意义分析

1.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的目的与意义

习近平主席 2020年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我国“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以‘双碳’工作为引领，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

双控，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实

现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具体实践方式之一，不仅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也是实施“双碳”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在“双

碳”背景下，生活垃圾前端分类可实现垃圾减量化和提升资源化利用

率，后端分类治理可实现物质和能源双循环，在全产业链环节达到降

碳减排效果。因此，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的目的

如下：



（1）建立规范化核算方法：建立统一规范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置

的碳排放核算指南，可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体系，为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科学依据，帮助制定更加有效的环境

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在生活垃圾管理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

（2）优化资源管理：通过精确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优化垃圾

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过程，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3）探索建立可持续碳普惠机制：通过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温室

气体减排核算方法，推动碳普惠制度的实施，打造碳币积分和兑换平

台，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和低碳行为，获得实际经济回报，增强社

会各界对低碳行动的积极性。

垃圾分类是生活垃圾处理系统低碳转型的重要契机。生活垃圾从

投放、收集、中转、运输、资源利用、处置等环节都会影响垃圾处理

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本标准通过对生活垃圾分类制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指南，一方面量化分析垃圾分类下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减排情

况，明确生活垃圾领域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的目标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是个系统工程，

标准化、规范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能够帮助合理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不断优化分类措施，通过建设生活垃圾分类体系的碳指标，科

学确定城市生活垃圾领域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时间点，合理规划未来减

碳路径。此外，该标准有助于探索低碳行为社会化变现的可持续碳普

惠机制，通过创建碳币积分和兑换平台，将垃圾分类与其他低碳及减

碳行为纳入碳币积分体系，这不仅可以激励居民参与低碳行为，还可



以帮助他们建立绿色低碳的生活意识并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通过政

府监管、市场操作和社会广泛参与，构建一个规则明确、场景丰富、

可持续发展的碳普惠生态圈。这些都将对实现国家的“双碳”目标具

有深远的意义，确保了环境政策的持续性和长远影响。

2.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的必要性

垃圾分类被广泛认为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核心措施。理论上讲，

生活垃圾的温室气体减排效益来源于垃圾减量、垃圾回收和生活垃圾

处置措施。一方面，垃圾分类可以通过引导消费行为直接减少生活垃

圾。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有利于资源循环利用，分类后的垃圾可作为

材料或能源再利用。垃圾分类措施通常涉及收集、运输和处置等，由

于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十分复杂，量化生活垃圾分类措施的减排效益极

具挑战性。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产生大量的 CH4，NO2以及 CO2排放，是城市

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核算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是推动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对实现城乡建设领域

碳达峰具有重要作用。

3.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的可行性

建立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可针对生活垃圾

分类处置，对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核算。这一方法的建立既能

为垃圾分类的环境效益提供量化依据，也能为双碳目标下的生活垃圾



管理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1）政策驱动明确

我国 “双碳” 目标要求各行业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固废领域

作为重点板块，《“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等文件明确提出“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亟需量化垃圾分类的减排贡献。

（2）具备可操作性与支撑条件

数据采集与监测体系逐步完善：各地已建立垃圾分类统计制度，

可获取分类量、处理方式（如焚烧、填埋、资源化）等基础数据。

排放因子。生态环境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IPCC 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等文件提供了垃圾处理各环节的排放因子，并

结合国内实测数据可进一步修正。

技术工具：部分城市已试点智能垃圾分类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

实时采集分类量、处理量数据，为核算提供数字化支撑。

垃圾分类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有利于推进减污降碳、提质升级，推

动垃圾分类工作创新发展，并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三、国内相关标准情况的研究

全国标准信息服务数据平台显示，现行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的国

家标准只有 1个为《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且与

碳排放无关；浙江省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居民碳账户应用规范》

（DB33/T 1379-2024）、《居民碳账户一生活垃圾资源回收碳减排工作

规范》（DB 3308/T 102-2022）从居民碳账户的角度，提供了对生活垃



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进行核算的方法，但是不适用于所有的垃圾分类

情景。北京市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

（DB11/T 1416-2017），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生活垃圾分类

无关。

2025年 1 月发布的国家标准《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

技术规范 生物质发电及热电联产项目》（GB/T 45149-2025）以及 2024

年 3月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X部分：废弃物填

埋处理企业》（征求意见稿），分别针对生物质发电及热电联产项目及

垃圾填埋企业提供了温室气体核算方法，未提及生活垃圾分类。

四、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制定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学性

标准应该参考各类文件，总结国内外公认的计算方法，使其与国

际标准接轨。科学性是确保标准的准确性和可信度的关键。标准编制

过程中应该依据科学研究成果和最新技术进展，确保所采用的计算方

法和数据来源是可靠和可信的。同时，标准应该保证数据的可核算、

可核查、可追溯，以满足监管部门和相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二）合理性

本文件提出的核算边界、核算步骤、核算方法充分考虑了生活垃



圾分类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建立计算方法，符合国家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规范以及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要求。

（三）适用性

标准应该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能够满足生活垃圾分类项目不同应

用场景的需求。此外，考虑到各方对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的实

际需求，标准应该统筹兼顾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意味着标准的制定

过程中需要广泛征求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标准的可接

受性和实用性。

五、标准的作用定位和适用范围

（一）标准的作用定位

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的术语和定义、核算边

界、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要求与方法、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减排量

评估报告编制等内容。

（二）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生活垃圾分类情景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



六、标准的主要内容

（一）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在编著过程中给出了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基准线情

景、温室气体、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减排量、二氧化碳当量、排

放因子等术语及其定义。

（二）标准主要建设内容

1.减排量评估要求与方法

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包括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两部分，

通过计算各情景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确定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

排量。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内容包括：项目边界及排放

源识别；项目的基准线情景确定；减排量计算；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

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

2.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确定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的系统边界，并对不同情境下的各排

放环节识别其排放源。

3.核算方法

本标准给出了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核算方法，包括基

准线情景焚烧处置过程中直接燃烧、能源消耗（包含运输）、购买电



力热力及输出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基准线情景填埋处置过程

CH4排放、能源消耗（包含运输）、外购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项

目情景下运输能源消耗，外购电力热力温室气体排放、分类后可回收

物再生利用、厨余垃圾好氧堆肥/厌氧消化、有害垃圾焚烧、其他垃

圾焚烧/填埋等处置过程的具体计算公式。

4.监测及数据管理

生活垃圾分类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的监测程序制定按照 GB/T

33760-2017中 5.10执行。测量仪器/表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定期检

定和校准，检定和校准机构应具有测量仪器/表检定资质。检定和校

准相关要求应依照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整执行。

排放因子及燃料热值应采用国家公布的或主管部门认可的相关

数据，其他数据质量管理要求按照 GB/T 33760-2017中 5.11执行

4.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

减排量评估报告编制按照 GB/T33760-2017中 5.12执行，生活垃

圾分类项目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处理企业基本信

息；处理设施信息；温室气体排放量；活动数据及来源；排放因子数

据及其来源；辅助参数报告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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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解决过程、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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