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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e activities and rural areas are important sources of greenhouse gas（GHG）emissions, and are important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and exchange enhancement. Howeve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continue to face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carbon
mitigation and sequestration base, imperfect monitoring methods and standard accounting systems, and lack of guidance for certification.
Therefore, establishing a standard technical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carbon mitigation and sequestration, emphasizing the basic
and leading role of the standards, and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is urgently necessary.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relevant carbon emission standards, carbon emission mitigation,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Moreover, the curr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tandards were analyzed. Finally, an idea and overall framework for
establishing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mission mitigation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standard system were develope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s in key areas were accelerated. A number of national, industrial and local standards focusing on major fields as
"emission sources" such as methane in rice fields, nitrous oxide in farmland, methane in ruminants' intestines, management of live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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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农村是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也是固碳增汇的重要方面，我国农业农村领域仍存在减排固碳底数不清、监测方法和

核算标准体系不健全、认证缺乏指导依据等问题，因此，亟需构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技术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基础性、引领性

作用，提升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技术水平和管理效能。本文对国内外农业农村领域碳排放、碳减排、固碳等相关标准进行梳理，分

析现阶段标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明确建立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体系的思路及整体框架，加快关键领域标准制定与实施，重点

围绕稻田甲烷、农田氧化亚氮、反刍动物肠道甲烷、畜禽粪污管理、秸秆露天焚烧及农村生活用能等“排放源”，农田和渔业“碳汇

源”，以及可再生能源替代“减排源”等主要领域，研编一批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提出标准体系建设有关建议，为推进农业农村领

域建立健全统一的碳排放数据监测计量、核算、报告、核查等技术规范体系，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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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如何遏制全球

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亟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1-4]。农业农村生产生活与温室气体排放

密切相关，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既是碳达峰、碳中和的

重要举措，也是潜力所在[5]。农业农村是温室气体排

放源之一，也是固碳增汇的重要方面，农业农村领域

排放源主要包括稻田甲烷、农田氧化亚氮、反刍动物

肠道甲烷、畜禽粪污管理、秸秆露天焚烧及农村生活

用能等，碳汇源主要包括农田碳汇和渔业碳汇，减排

源主要是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根据我国向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交的最新国家温

室气体排放清单，2014年，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为 8.30亿 t二氧化碳当量，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的 7%左右，如果加上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用能的排

放，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的15%左右。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为实现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1年 10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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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下发《2030年前碳达

峰行动方案》，提出了建设标准体系相关内容，要健全

法律法规标准和统计监测体系，完善标准计量体系，

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提升统计监测

能力。2021年 12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十部

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

系建设规划》，该规划将碳达峰碳中和标准纳入建设

重点领域国家标准体系中，提出加快制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报告和核查，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评估、温室气

体管理信息披露方面的标准；推动碳排放管理体系、

碳足迹、碳汇、碳中和、碳排放权交易、气候投融资等

重点标准制定。2022年 5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提出，

要健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体系，制修订一批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同时要完善农业农村减

排固碳的监测指标、关键参数和核算方法。

我国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仍存在排放与减排

底数不清、监测方法和核算标准体系不健全、认证缺

乏指导依据等问题，亟需系统性科学规划，建立农业

农村领域减排固碳标准体系。本文对国内外碳排放、

碳减排、固碳等相关标准进行梳理，总结涉及农业农

村减排固碳的核算、监测及认证体系及相关标准，分

析现阶段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明确农业农村减排固

碳标准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及框架，提出建设农业农

村减排固碳标准体系的有关建议，为推进农业农村领

域建立健全统一的碳排放数据监测计量、核算、报告、

核查等技术规范体系，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

1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化现状

1.1 国际标准

1.1.1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起源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是由世界资

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自 1998年起开始逐步开发的系列标准、指

南和工具，包含企业、组织、项目等不同层面的温室气

体核算和报告准则，该标准体系可为农业农村温室气

体核算提供一定的通用框架支撑体系。其中《温室

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于 2001年 9月

第一次发布，是《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产品寿命周期

核算和报告标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价值链

（范围三）核算与报告标准》等标准制定的基础；2006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基于该标准，制定了组织层面温

室气体核算标准 ISO14064等系列国际标准，与该标

准相兼容。

1.1.2 ISO国际标准

2015年第 7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改变我们的世

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 15年计划，其

中目标 13是气候行动，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及其影响[6]。制定统一的国际标准，能够有力促进实

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气候变化目标中 ISO标

准对碳交易计划、碳减排、碳中和及低碳战略与政策

and poultry manure, open burning of straw and rural domestic energy, "carbon source" in farmland and fishery, and substitu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for "emission mitigation sources" were compiled. Suggestions on standard system construction have been proposed, which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a unifie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system for carbon emission
data monitoring and measurement, account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and 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 greenhouse gas（GHG）; emission mitigation; carbon sequestration; standar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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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至关重要，目前 ISO 已发布国际标准 1 181 项。

环境管理体系 ISO 14000系列标准直接涉及温室气体

管理的有关内容，ISO14001使用最广泛，涵盖了总体

框架、审核、沟通、标签、生命周期分析以及缓解和适

应气候的改变方法。200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环境管

理技术委员会（ISO/TC207）成立了温室气体管理标准

化分技术委员会（SC7），专门致力于温室气体管理和

相关活动标准体系的研究及相关标准的制定，还包括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标准制定，目前已发布国际

标准 13项，正在编制标准 6项[7]，内容涉及农业领域

温室气体排放、农田碳汇等的相关核算和报告要求。

农业减排与固碳的相关标准，已发布标准 7项，正在

编制标准 1项，包括土壤温室气体（CO2、N2O、CH4）的

测量方法、评估土壤减少N2O的能力，以及海产品碳

足迹等。温室气体相关国际标准如表1所示。

此外，农业农村领域涉及能源消耗减排方面主要

是生物质能和太阳能替代化石能源减排温室气体，相

关技术委员会包括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ISO /
TC238）、沼气（ISO/TC255）、清洁炉灶和清洁烹饪解决

方案（ISO/TC285）、太阳能（ISO/TC180）4个技术委员

会。目前，已发布国际标准65项，正在编制标准19项，

内容涉及术语分类等基础标准，以及生物质固体成型

领域
Area

温室气
体领域

农业温
室气体
领域

最新标准号
Latest standard number

ISO 14001：2015
ISO 14064-1：2018
ISO 14064-2：2019
ISO 14064-3：2019
ISO 14065：2020
ISO 14066：2011
ISO 14067：2018
ISO/WD 14068

ISO/TR 14069：2013
DS/ISO 14080：2018
ISO/AWI TR 14082

ISO/DIS 14083
BS EN ISO 14090：2019

ISO 14091：2021
ISO/TS 14092：2020

ISO/DIS 14093
ISO 14097：2021

ISO Guide 84：2020
ISO 19694-1：2021
ISO 14385-1：2014
ISO 14385-2：2014
ISO 18466：2016
ISO 25139：2011
ISO 25140：2010
ISO 21258：2010
ISO 20951：2019
ISO/FDIS 23992

ISO/TS 20131-2：2018

ISO/TS 20131-1：2018
ISO 25177：2019
ISO 23400：2021
IWA 20：2017

ISO 22948：2020

标准名称（译文）Standard title（translation）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和使用指南

温室气体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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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气体 第2部分：项目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温室气体 第3部分：温室气体声明的验证和确认指南规范

温室气体 对从事温室气体合格性鉴定或其他形式认可的确认与验证机构的要求

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审定及核查团队能力要求

温室气体 产品的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温室气体管理及相关活动——碳中和

温室气体 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和报告——ISO 14064—1 应用指南

温室气体管理和相关活动——气候行动方法的框架和原则

辐射强迫管理——基于辐射强迫的气候足迹和减缓努力的量化和报告指南

温室气体 运输链运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量化和报告

适应气候变化 原则、要求和指南

适应气候变化 脆弱性、影响和风险评估指南

适应气候变化 地方政府和社区适应规划的要求和指南

当地适应气候变化的融资机制——基于绩效的气候恢复力赠款—要求和指南

温室气体管理和相关活动——包含气候变化相关投资和融资活动评估与报告准则和要求的框架

应对气候变化准则（团标）

固定源排放 能源密集型产业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测定 第1部分：一般方面

固定源排放 温室气体—第1部分：自动测量系统的校准

固定源排放 温室气体—第2部分：自动测量系统的持续质量控制

固定源排放 使用平衡法测定烟道气中CO2中的生物成分

固定源排放 使用气相色谱法测定甲烷浓度的手动方法

固定源排放 使用火焰离子化检测（FID）测定甲烷浓度的自动方法

固定源排放氧化亚氮（N2O）质量浓度的测定——参考方法：非色散红外法

土壤质量——土壤和大气之间温室气体（CO2、N2O、CH4）和氨（NH3）通量的测量方法指南

土壤质量——详细记录和监测动态土壤特性变化的框架

土壤质量——土壤反硝化的简单实验室评估，N2O排放的过程源—第2部分：评估土壤
减少N2O的能力

土壤质量——简单的实验室评估 用于表征土壤中的脱氮—第1部分：土壤脱氮酶活性

土壤质量——田间土壤描述

田间尺度矿质土壤有机碳和氮储量及其变化的测定指南

了解和应用滴灌可持续农业

海产品的碳足迹——有鳍鱼的产品类别规则（CFP–PCR）

状态Status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修订中

发布

制定中

发布，修订中

发布

制定中

制定中

发布

发布

发布

制定中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制定中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发布

表1 温室气体相关国际标准

Table 1 ISO standards for G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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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质量及检测要求、太阳能集热器测试、沼气系统与

安全要求，以及清洁炉灶和清洁烹饪测试要求等。

1.1.3 IPCC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组建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编制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制订了《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8]，为

各国编制温室气体国家清单提供方法学依据，目前已

有 1996年、2000年、2006年 3个版本，此后发布了最

新 2019年修订版，需要结合 2006年版本使用。国家

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中包括了一般指导及报告，能

源、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变化，以及

废弃物共 5卷。与农业温室气体有关内容在指南第

4卷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核算过程包括方法

的选择、排放因子和换算系数、活动数据、不确定性评

估、数据完整性、质量控制以及报告要求等。根据《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决议，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核

算目前采用《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

南》，我国国家温室气体信息通报数据核算采用

《IPCC 199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和《土地利

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部分采用

《IPCC 2006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1.1.4 其他国家相关标准

欧盟委员会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和报告指

南（Decision 2004/156/EC）来指导温室气体排放的监

测和报告[9]，明确了不同生产类型企业的温室气体监

测方法，2007年和 2009年对指南进行了修正。欧洲

标准化委员会发布了 EN 16214—4：2013+A1：2019
《用于能源应用的生物燃料和生物液体生产的可持续

性标准——原则、标准、指标和验证—第 4部分：使用

生命周期分析计算温室气体排放平衡的方法》。正在

制定CEN/TC 467《温室气体：土地农艺管理实践中温

室气体减排和清除增强量化的要求和指南》、prEN
16214—1《能源应用生物质的可持续性和温室气体减

排标准——原则、标准、指标和验证器—第 1部分：术

语》、prEN 16214—3《能源应用生物质的可持续性和

温室气体减排标准——原则、标准、指标和验证器—

第 3 部分：与环境因素相关的可持续性标准》等标

准[10]。

英国标准学会（BSI）在温室气体管理方面，2008
年由英国标准协会发布《PAS 2050：2008商品和服务

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下文简称

《PAS 2050 规范》），2011年发布修订版，是全球首个

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的产品碳足迹方法标准，在英国现

行的标准体系中，比 ISO国家标准、欧盟标准和英国

标准的法律效力低，但比企业的管理手册效力高，该

规范主要关注企业的产品在生命周期内产生的各种

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标准 ISO 14067 是以《PAS
2050规范》为基础编制的，世界各国同类型碳足迹标

签评价标准中，选择使用《PAS 2050规范》约占1/3，是
使用最多的碳足迹标准。此外，英国标准学会还发布

了 PAS 2070：2013《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

PAS 2060：2014《碳中和示范规范》等标准。

美国环保部于 2009年发布《温室气体强制报告

法规》[11]，列出 42类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

采用监测与计算并用的核算方式。此外，发布了

ASTM E2137《评定环境情况的经济成本和负债的标

准指南》、ASTM E2173《环境责任披露指南》、ASTM
E2718《气候变化所致的财务公开的标准指南》、

ASTM E2725《温室气体基本评估与管理标准指南》、

AS 4978.1《森林项目中温室气体的量化、监测和报告

造林和再造林》等标准。

1.1.5 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MRV）体系

MRV体系包括监测、报告、核查 3个部分。监测

是碳排放数据和信息的收集过程，报告是数据报送或

信息披露的过程，核查则是针对碳排放报告的定期审

核或第三方评估。这 3个要素是确保碳排放数据准

确、可靠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碳交易市场需要公平、公

正、透明的MRV机制。MRV体系设计框架均主要包

括监测、报告、核查和质量保证与控制 4部分。各国

略有差异，欧盟 MRV 基于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03/
87/EC指令，分别制订了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和报告指

南（MRR）和认证与核查指南（AVR），欧盟MRV设计

框架为监测、报告、核查、质量控制和免责机制 5 部

分；美国MRV体系主要包括监测、核算与报告、核查、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4部分；我国 MRV体系处于起

步阶段，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颁布，进一步规范了MRV体系，开展了 8大重点

排放行业的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工作，我国报告

与核查制度建立时间短，政策实施仍需进一步落实。

目前，农业农村领域的碳排放、减排固碳等监测、

核算、报告及认证核查体系尚处空白，标准数量少、涵

盖范围小，农业农村领域的温室气体还难以被纳入碳

交易市场。

1.2 国内标准

1.2.1 现行标准

2014 年，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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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TC548）成立，主要负责碳排放管理术语、统计、

监测，区域碳排放清单编制方法，企业、项目层面的碳

排放核算与报告，低碳产品、碳捕获与碳储存等低碳

技术与设备，碳中和与碳汇等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工

作。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二氧化碳捕集、运输与地质

封存技术委员会（ISO/TC265）和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

温室气体管理及相关活动分技术委员会（ISO/TC207/
SC7）。目前制定温室气体相关的国家标准 44项，已

发布23项，与农业领域相关标准如表2所示。

自 2013年以来，国家标准层面上，目前已研究制

定了电力、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民航等 27个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已发布

12项。已发布和即将批准的国家标准中涉及农业农

村领域标准 3项，分别是 GB/T 32760—2016《反刍动

物甲烷排放量的测定 六氟化硫示踪-气相色谱法》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种植业企业》（批准

中）、《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畜禽规模

养殖企业》（批准中）。

温室气体相关的行业标准如表 3 所示，与农业

农村领域相关的仅 3项，涉及秸秆焚烧监测、渔业碳

汇计量、种养殖减排评价，包括 QX/T 454—2018《卫

星遥感秸秆焚烧过火区面积估算技术导则》、HY/T
0305—2021《养殖大型藻类和双壳贝类碳汇计量方

法 碳储量变化法》、RB/T 076—2021《种养殖温室气

体减排技术评价规范》。

农业农村领域温室气体相关的地方标准已发布

36项，如表 4所示。按技术领域分，包括稻田 5项、其

他农业种植 29项、畜禽养殖 3项，畜禽粪污管理 1项，

农田土壤固碳 1项，渔业碳汇 1项。北京市在农业农

村温室气体领域地方标准制定方面走在了前列，制定

了种植、养殖企业及产品的排放核算指南以及农田固

碳核算指南，共9项地方标准。

1.2.2 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我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批缔约方

之一，属于非缔约方需提交国家信息通报。为进一步

加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能力建设，国家发展改革

委组织有关专家基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参考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核算方法，编制了《省级温室

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并在广东、湖北、天津等 7个省

市进行试点编制。该指南对省级区域内一切活动排

放和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关信息的汇总清单，主要用于

指导编制省级温室气体清单，也逐步适用于区域层面

的温室气体核算的指导工作，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

可操作性。指南共包括 7章内容，结构与 IPCC国家

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一致，分为能源活动、工业和生产

过程、农业和土地利用变化及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领

域。不同领域的清单编制指南在第一章至第五章，对

碳排放计量工作提供指南，此外还包括不确定性方法

以及质量保证和控制的内容。其中第三章农业，包括

概述、稻田甲烷排放、省级农用地氧化亚氮排放、动物

肠道发酵甲烷排放、动物粪便管理甲烷和氧化亚氮排

放、农业部门温室气体清单报告格式等内容。

1.2.3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

自 2013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主管部门，委托专家对联合国清洁发展

机制执行理事会目前已经批准的近 200个大规模、整

序号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1
12
13

10

标准号Standard number
GB/T 32150—2015
GB/T 31705—2015
GB/T 31709—2015
GB/T 32760—2016
GB/T 33760—2017
GB/T 33755—2017
GB/T 33756—2017
GB/T 34286—2017
GB/T 34287—2017
QX/T 454—2018
HY/T 0305—2021
20173623-T-303
20173625-T-303

标准名称Standard title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气相色谱法本底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在线观测方法

气相色谱法本底大气二氧化碳和甲烷浓度在线观测数据处理方法

反刍动物甲烷排放量的测定 六氟化硫示踪-气相色谱法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钢铁行业余能利用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生产水泥熟料的原料替代项目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测量 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

温室气体 甲烷测量 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

卫星遥感秸秆焚烧过火区面积估算技术导则

养殖大型藻类和双壳贝类碳汇计量方法 碳储量变化法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种植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畜禽规模养殖企业

状态Status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批准中

批准中

表2 农业农村温室气体相关国家标准

Table 2 Current national standards for GHG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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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Number
1
2
3
4
5
6
7

标准号Standard number
QX/T 125—2011
QX/T 164—2012
QX/T 213—2013
QX/T 214—2013
QX/T 429—2018
RB/T 076—2021
RB/T 211—2016

标准名称Standard title
温室气体本底观测术语

温室气体玻璃瓶采样方法

温室气体玻璃采样瓶预处理和后处理方法

卤代温室气体不锈钢采样罐预处理和后处理方法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和甲烷观测规范 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

种养殖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评价规范

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核查通用规范

状态Status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序号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标准号Standard number
DB11/T 1421—2017
DB11/T 1422—2017
DB11/T 1561—2018
DB11/T 1562—2018
DB11/T 1563—2018
DB11/T 1564—2018
DB11/T 1565—2018
DB11/T 1616—2019
DB11/T 1644—2019
DB14/T 1279—2016
DB14/T 1280—2016
DB14/T 1281—2016
DB14/T 1282—2016
DB14/T 1283—2016
DB14/T 1284—2016
DB14/T 1286—2016
DB14/T 1287—2016
DB14/T 1289—2016
DB14/T 1291—2017
DB14/T 1554—2018
DB14/T 1555—2018
DB14/T 1556—2018
DB14/T 1562—2018
DB14/T 1563—2018
DB14/T 1564—2018
DB14/T 1568—2018
DB23/T 1873—2017
DB32/T 2083—2012
DB34/T 2712—2016
DB34/T 3296—2018
DB36/T 1094—2018
DB37/T 4067—2020
DB41/T 1936—2020
DB5114/T 23—2020
DB64/T 1119—2015
DB64/T 1120—2015

标准名称Standard title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设施农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畜牧养殖企业

农业有机废弃物（畜禽粪便）循环利用项目碳减排量核算指南

农田土壤固碳核算技术规范

农业企业（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种植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畜牧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农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通则

测土配方施肥节能减碳效果评价规范

日光温室早春茬番茄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冬春茬番茄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果菜类蔬菜高效固碳育苗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冬春茬黄瓜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辣椒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早春茬胡萝卜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茄子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高效固碳日光温室结构与性能要求

塑料大棚番茄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秋冬茬番茄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草莓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西芹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秋冬茬黄瓜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塑料大棚茄子高效固碳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塑料大棚西瓜高效固碳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塑料大棚西葫芦高效固碳绿色生产技术规程

日光温室生菜高效固碳生产技术规程

稻田系统温室气体减排水肥管理操作规程

稻麦两熟农田节肥减排技术

中稻节水减排灌溉技术规程

小麦控水栽培减排后茬水稻甲烷技术规程

农业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规范

大葱生产固碳减排技术规程

小麦-玉米固碳减排生产技术规程

杂交中稻节水减排水分管理技术规范

静态箱法测定春小麦田温室气体技术规程

静态箱法测定玉米田温室气体技术规程

状态Status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现行

所属地区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黑龙江

江苏

安徽

安徽

江西

山东

河南

眉山市

宁夏

宁夏

表4 农业农村领域温室气体相关地方标准

Table 4 Local standards for GHG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表3 农业农村温室气体相关行业标准

Table 3 Current industry standards for GHG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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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及小规模清洁发展机制方法学进行了评估，并将

其转化成适合于国内自愿减排交易的方法学，涉及农

业农村领域的方法学有28个，如表5所示。自愿减排

方法学适用于以工程、项目或单户为单元的温室气体

减排核算，其方法学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基准线、确定

项目边界和泄露估算、减排量和减排成本效益计算、

监测要求等。

1.3 存在问题

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及减排固碳的相关标准

仍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缺少标准委员会的统一管

理，无法形成行业指导作用。亟需系统构建农业农村

领域减排固碳标准体系，强化标准组织实施力度，制

定系列标准，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和监管体系，加强

碳排放监测和计量体系规范化，同时，强化农业农村

减排固碳领域的标准化人才培养，增强标准研发力

量，为推进国家、部门、地方等各层级制定农业农村减

排固碳的政策体系和行业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温室气体核算的排放因子等数据，多数仍采用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给出的缺省值计算，

缺乏适用于我国国情的排放因子库，农业温室气体排

放和减排固碳的核算标准尚不健全，国家、省级、区域

等各层面的监测、核算、核查等标准尚处空白，亟需制

定适宜我国国情的农业农村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减排

与固碳监测、以及计量核算方法，形成一套系统科学

的核算依据和标准方法规范，为部门、行业、产品等各

层级的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核算，以及管理、政策、科

技、数据统计与通报等提供科学依据。

与温室气体相关的农业数据采集和应用整合程

度低、数据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信息数据共享，农田土

壤碳库数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还不够，监测数据采集

序号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方法学编号Methodology number
CMS-017-V01
CMS-021-V01
CMS-026-V01
CMS-027-V01
CMS-028-V01
CMS-036-V01
CMS-062-V01
CMS-063-V01
CMS-066-V01
CMS-069-V01
CMS-075-V01
CMS-078-V01
CM-071-V01
CM-073-V01
CM-075-V01
CM-080-V01
CMS-081-V01
CMS-082-V01
CMS-083-V01
CM-085-V01
CM-086-V01
CM-090-V01
CM-092-V01
CM-093-V01
CM-095-V01
CM-100-V01
CM-106-V01
CM-107-V01

方法学名称Methodology title
在水稻栽培中通过调整供水管理实践来实现减少甲烷的排放

动物粪便管理系统甲烷回收

家庭或小农场农业活动甲烷回收

太阳能热水系统（SWH）
户用太阳能灶

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农村社区电气化

用户热利用中替换非可再生的生物质

家庭/小型用户应用沼气/生物质产热

现有农田酸性土壤中通过大豆-草的循环种植中通过接种菌的使用减少合成氮肥的使用

在现有生产设施中从化石燃料到生物质的转换

通过堆肥避免甲烷排放

使用从沼气中提取的甲烷制氢

季节性运行的生物质热电联产厂的最低成本燃料选择分析

供热锅炉使用生物质废弃物替代化石燃料

生物质废弃物热电联产项目

生物质废弃物用作纸浆、硬纸板、纤维板或生物油生产的原料以避免排放

反刍动物减排项目方法学

畜禽粪便堆肥管理减排项目方法学

保护性耕作减排增汇项目方法学

生物基甲烷用作生产城市燃气的原料和燃料

通过将多个地点的粪便收集后进行集中处理减排温室气体

粪便管理系统中的温室气体减排

纯发电厂利用生物废弃物发电

在联网电站中混燃生物质废弃物产热和/或发电

以家庭或机构为对象的生物质炉具和/或加热器的发放

废弃农作物秸秆替代木材生产人造板项目减排方法学

生物质燃气的生产和销售方法学

利用粪便管理系统产生的沼气制取并利用生物天然气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

表5 农业农村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

Table 5 Methodologies for voluntary GHG reduction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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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和数据整理规范化不足。农业农村温室气体

数据挖掘、分析工具尚待开发，如通用的温室气体监

测与排放计算工具、动态更新的排放因子库等。

2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体系构建

2.1 思路和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总

体布局的决策部署，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为前提，以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助

力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增效、节能、减污、降碳，提

升农业碳汇和可再生能源替代能力，坚持系统观念，

遵循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导向性，兼顾可操作性和前

瞻性原则，建立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标准体系，研

编一批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完善农业领域温室气体

监测、核算方法，形成适宜我国国情的排放因子、监测

温室气体排放与减排固碳等温室气体清单，以及排放

量、减排量、碳汇量等科学数据支撑，开发农业农村温

室气体计量监测方法，完善农业农村温室气体监测体

系，发挥标准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提升农业农村减排

固碳技术水平和管理效能。

2.2 基本原则

2.2.1 保供为基、有序统筹

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

前提，有序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科学谋划减排固

碳标准，合理制定标准体系框架，统筹推进与国家农

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建设。

2.2.2 需求引领、系统布局

结合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现状及特点，建立种养业

减排、农业碳汇、可再生能源替代等技术的监测、核

算、认证的一体化标准体系，同时为以后新技术发展

保留一定空间。合理规划标准体系布局，科学规定标

准体系范围、边界和标准层级。

2.2.3 创新驱动、急需先行

把握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前瞻性、系统性和创

新性，从农业农村温室气体长期监测与科学核算、减

排固碳交易等出发，确定标准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

围绕种植业和养殖业减排、农田和渔业碳汇、农村可

再生能源替代和气候适应等方面，加快基础共性、关

键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

2.2.4 协同推进、协调一致

加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之间的统筹衔接和协调，在

“双碳”领域新型标准体系建设的框架下推进农业农

村减排固碳标准体系建设。同时也要坚持与国际接

轨，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提升我国标准与国际

标准的一致性程度。

2.3 标准体系框架结构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体系架构如图 1所示，从

标准门类、技术领域、标准层级 3 个维度进行划分。

根据《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中提出的 6项任

务和 10大行动内容，农业农村减排固碳主要技术领

域包括稻田甲烷、农田氧化亚氮、反刍动物肠道甲烷、

畜禽粪污管理、秸秆露天焚烧及农村生活用能等“排

放源”、农田草地和渔业“碳汇源”，以及可再生能源替

代“减排源”。按照标准门类分为核算类、监测类、认

证类。按照标准层级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和团体标准。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1所示，

制定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术语、分类、图形符号标识

等基础术语；围绕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重点技术领

域，制定通用和专用标准，完善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

放与减排固碳监测与核算方法学，制定农业农村温室

气体清单、监测方法和监测指南，研究排放、减排、碳

汇核算方法、温室气体报告要求，以及核查、检测与认

证标准方法，指导科学测算农业农村领域温室气体排

放量、减排量及碳汇量，从国家、部门、地方等各级层

面规范农业农村温室气体评估与管理，有效支撑农业

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制定

的需求如表6所示。

2.4 有关建议

2.4.1 加强标准系统性总体规划

在国家、行业层面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化

工作，系统构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体系框架，实

现标准体系总体布局的科学、系统和平衡，强化标准

体系的统一性、完整性、层次性、协调性和可拓展性。

推动成立农业农村减排固碳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对标准统一规划、归口管理，形成体系完整、结构合

理、层次清晰、专业协调、内容全面的组织体系。加强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系列标准与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相

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相衔接，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技

术应用、评估认证、碳交易等标准化提供理论指导和

技术支撑。

2.4.2 加快关键领域标准制定与实施

加快基础性、通用性标准制定，推进农业农村重

点领域温室气体核算、监测标准出台，制定术语和分

类等基础标准，制定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规范、主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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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排放源、减排源和碳汇源的监测评价技术规

范、温室气体核算评价及报告编制指南等，实现农业

农村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减排固碳实施与碳交易、气

候投融资等“有标可依”。

2.4.3 提升标准信息化支撑能力

强化标准工作信息化建设，与国家标准信息公告

服务平台、农业行业标准信息化平台、团体标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等互联互通，提升标准从立项、实施、复

审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效率。有序组织加强标准宣贯、

业务培训与指导等，强化标准实施。

2.4.4 培育减排固碳标准化人才

面向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科技前沿、农业绿色

低碳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农业高质量发展主战场，

培养一批复合型人才，培育具有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

碳科研攻关和标准化能力的专业人才，为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科技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2.4.5 加强标准国际化拓展

加强领域内国际、国外先进技术标准进行对标对

表，推进中外标准协调一致，推动合格评定合作和互

认，提高标准水平与应用效能，为对外贸易合作做好

有效衔接，增强国际话语权。积极跟踪国际标准，参

与国际区域标准化活动，加强标准信息共享，拓展标

准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农业农村碳排放核算方

法研究，参与农业领域碳定价机制和绿色金融标准体

系构建。

2.4.6 提升社会参与度和认知度

通过政策法规、主体培育、宣传培训等多种方式，

调动广大农民、市场主体、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加强减排固碳科学普及，开发一批公众喜闻乐见的科

普作品，提高公众认知和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

活方式，增加节约意识、生态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农业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助力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

3 结论与建议

（1）农业农村领域既是甲烷和氧化亚氮等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又是温室气体重要减排

源和碳汇源，农业农村温室气体目前仍存在底数不

清、监测和核算方法标准体系不健全、认证缺乏指导

依据等问题，因此，亟需构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技术

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提升农

业农村减排固碳技术水平和管理效能。

（2）加快关键领域标准制定与实施，围绕稻田甲

烷、农田氧化亚氮、反刍动物肠道甲烷、畜禽粪污管

理、秸秆露天焚烧及农村生活用能等“排放源”，农田

草地和渔业“碳汇源”，以及可再生能源替代“减排源”

等重点领域，研编一批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完善农

业领域温室气体监测与核算方法，制定术语和分类等

基础标准，制定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规范、主要农业农

村排放源、减排源和碳汇源的监测评价技术规范、温

室气体核算评价与报告编制指南等。

（3）建议尽快成立农业农村减排固碳专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加强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系列标准与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相衔接，同时，提

升标准信息化支撑能力，培育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

化人才，加强标准国际化拓展。

图1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标准体系框架

Figure 1 Standard system for GHG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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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拟定标准内容Standard content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术语和分类

农业农村领域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规范

农业农村领域温室气体监测技术规范（11
个部分）

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11个
部分）

基于项目或企业的农业农村温室气体减
排量评估技术规范（11个部分）

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审定与核证技术
指南

农业农村领域温室气体报告编制规范

农业农村领域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规范

农业农村领域碳汇计量检测技术规范

农业农村领域可再生能源减排计量检测
技术规范

农产品的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

农产品碳标签标识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检测、土壤碳汇计量方法

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原则、要求和指南

内容说明Content detail
已立项，正在制定中。重点规定农业农村温室气体基本术语，以及种植业减排、畜牧业减
排、农业碳汇、农机渔机节能、农村可再生能源降碳、农业农村废弃物减排、农业农村减排
固碳各领域的监测核算认证等的术语、定义及分类。

部门、项目、企业等各层级。重点规定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源界定、清单编制方
法、清单报告格式、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

包括通则、7个排放源、3个碳汇源/减排源。重点规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的监测范围、监测
方法的要求、监测计划的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参数的监测方法以及数据质量控制。

包括通则、7个排放源、3个碳汇源/减排源。重点规定温室气体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核算
结果和结果不确定性、报告编制要求等。

包括通则、7个排放源、3个碳汇源/减排源。重点规定温室气体减排适用条件、评估基本原则
与流程、边界及排放源、基准线情景、减排量计算、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减排量评估报告等。

部门、项目、企业等各层级，各个技术领域的审定与核证，重点规定审定与核证程序、内容
和方法等。

规定部门、项目、企业等各层级的报告编制要求。

包括稻田甲烷、农田氧化亚氮、反刍动物肠道甲烷、畜禽粪污管理、秸秆露天焚烧及农村生
活用能等“排放源”

包括农田草地碳汇和渔业碳汇等“碳汇源”。重点规定碳汇计量的原则、监测范围、监测
期、监测内容、质量控制等。

可再生能源替代“减排源”。重点规定可再生能源温室气体减排计量的原则、监测范围、监
测期、监测内容、质量控制等。

重点规定量化和报告主要农产品碳足迹的原则、要求和指南

重点规定农产品碳标签标识的基本原则、标注内容和标注要求。

重点规定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甲烷和氨等计量检测方法。

表6 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制定标准需求

Table 6 Requirements for formulating standards for emiss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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