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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碳中和园区（零碳园区）

零碳园区为净零排放园区

一、零碳（碳中和）的定义

碳中和更确切的定义是碳净零排放，碳中和并不是不可以产生碳排放，而是要实现净零排放。净零排放
就是一个组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实际的碳排放，如果通过碳汇手段，从空气中吸掉相同的碳量，就是
净零排放，就是碳中和组织。如果愿意出资在碳市场购买“真负碳”抵消中和掉，也可以达到碳中和组
织。

中国的2060碳中和目标就碳排放量与碳吸收量相同，实现整个国家的净零排放。因此，2060年，中国仍
然可以数十亿吨的碳排放量，一些地区、一些企业是净排放的，但有很多碳汇组织将这部分碳全部吸收
掉的，可能是森林组织、也可能用CCUS技术装置专门吸收掉的。

因此： 碳中和 = 碳排放量 - 碳汇量 = 0

二、当前的组织碳中和范围和标准

当前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企业碳中和标准，各个****组织都在准备发布这样的标准。目前通行的做法是



根据碳排放的类型范围来确定自己企业的碳中和目标。

定义覆盖边界

当前一个组织在提出碳中和目标时，如果不把碳中和的覆盖范围解释清楚，那么碳中和目标本身就会变
得有歧义，按目前通常惯例，一个组织的碳排放分为范围1（scope1）排放、范围2（scope2）排放和范围
3（scope3）排放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区别如下：

组织的排放类型【1】

排放类型描述说明范围1直接排放 企业物理边界或控制的资产内直接向大气排放的温

室气体，如燃煤锅炉，公司拥有的燃油车辆等

范围2外购电力和热力间接排放 企业因使用外部电力和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范围3其它间接排放 因企业生产经营产生的所有其它排放，如员工通勤

、上下游产品生产排放。

因为范围3的排放涉及太多外部数据，目前社会还没有建立合格全面的碳足迹数据库，管理起来难度巨大
，所以在通常情况下，组织在核算碳排放时并不会核算范围3的排放，但一些拥有多年碳管理经验、高要
求的组织也会将范围3排放纳入到管理范围以内。

所以，假如一个企业宣布将在某某年实现碳中和而不附带排放类型说明，那么这个碳中和目标就存在一
定的歧义。

很显然，我们非常需要进行一个国际统一的碳中和组织标准。如果一个企业宣布只对范围1、范围2实现
碳中和，对社会并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也不应该鼓励这种宣传。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某个企业实
现了范围1、范围2的碳中和，但对外提供的产品的碳含量比别人家还高，因为它对前端的供应商没有足
够好的碳管理，采购的供应商的物料配件是价格低、碳排量高的，这样宣布某个范围的碳中和就没有任
何社会价值，且形成严重的社会误导。

三、基于碳票系统理论（CTST）的碳中和组织定义

碳票系统理论（CTST）基本原则就是，消费者对碳排放担主责，企业组织对产业链前端担总责。

CTST理论让消费者承担碳排放成本费用，要求每个组织对产业链前端碳排放承担总责，即承担对前端企
业的碳排放管理责任。CTST理论下的国家碳票管理系统（CTMS）对全社会每一笔交易采供二方之间产
生碳排放值流转进行了记录（碳足迹），每个组织的生产经营活动就会累积完整的碳排放量进项和销项
的数据，国家通过立法明确：

组织应担责的碳排量 = 碳票进项 – 碳票销项

这样让整个产业链的各节点组织为碳减排承担起责任来。产业链中的生产者要努力让自己的碳排放强度
（单位产量的碳排放量）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时是没有额外碳费用承担的。这里要强调的是产品中总
碳排量，如果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反而可以卖出负碳，得到市场的双重奖励，即现金奖励和增加承
担社会责任品牌溢价。

今后国家通过碳税和碳市场对碳定价后，碳价会进入到产品的总价中，碳费会成为商品总价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什么是碳中和组织

碳票进、销项平衡是成为实现碳中和组织的**步，不平衡会担责。碳票进销项能平衡意味着这个企业的
单位产量的碳排量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

第二步是不输出，自行中和，向社会提供的零碳产品和服务。 向社会提供零碳产品的企业才能叫真正
的碳中和组织。零碳产品意味着企业前端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的碳排量全部被中和，在前述碳排放范围表
中要包括范围3。在目前的情况下做到还是相当困难的，但目前一些雄心勃勃的高科技的零碳目标是按此
设定的。

四，零碳园区定义

按上面论述，零碳园区的定义自然清晰了。零碳园区就是要园区运营过程中包括范围3的碳排量全部中和
，实现净零排放，为用户提供零碳的产品和服务。

值得指出的是，园区有全生命周期的概念，设计建造阶段和运营阶段的碳排放管理应分开，建造阶段零
碳排放基本上短期内没有做到的可能，另外，存量园区数量更多，我们所指的零碳园区应该将生命周期
范围确定在运营阶段。

园区的碳排量来自于哪些方面？

范围1：园区物理边界或控制的资产内直接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如燃煤锅炉，园区拥有的燃油车辆等

范围2：外购电力和热力间接排放企业因使用外部电力和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范围3：其它间接排放，因园区生产经营产生的所有其它排放，如物业运营、员工通勤、上下游产品（购
买设备、办公室装修、办公耗材等）所有前端供应商产品中的碳排放。

当然园区内入驻企业消耗的交通能源、购买的产品中碳排量应该不包括在内。是属于园区入驻企业的碳
排量范畴。

这样看，因为要包括管理前端供应商产品的碳排量，实现零碳园区并不容易。好在一些大的园区是可以
实现一些碳汇的，可以进行一些抵消。

园区可以实现哪些碳汇？

绿化：植树造林有碳汇作用，改善园区生态环境，一棵成年树木一年能从大气中吸收超过21.8KG二氧化
碳。这个量不大，但仍值得提倡。有的组织在西部荒漠地区大批植树，这个量就大了，用来中和本组织
的碳排量。

专业的吸碳项目：建立一些小型但高效率的生物吸碳项目、CCUS装置。如将部分建筑外墙悬挂有大片
的藻类生物反应器，每年藻类产量达200kg，每公斤藻类吸收二氧化碳约2kg，并清除有害的二氧化氮等
废气。藻类还被提取加工成绿色粉末，作为营养添加剂用于化妆品和食品工业。运营吸碳装置（CCUS
），通过国家认定的机构核证，获得负碳核证数量进行碳中和。有一点值得提出，目前的CER、CCER碳
减排信用指标不应该成为当前企业碳中和标准冲抵标的。这些碳信用指标并没有真正从空气中拿掉一吨
CO2，而是已经过时的政府减碳技术的激励机制，与碳中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五、零碳园区实现之路



新建园区从规划设计开始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零碳园区规划，是*主动的、*有可能实现的。很多碳减排的
方案和措施在规划设计阶段是*容易实现的。从四个方面入手实现零碳园区：

能源方面：尽量高比例使用再生能源

使用屋顶光伏、光伏车棚、小型风力发电设施生产可再生能源电力，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用于园区生产
运营。有条件的园区建设有沼气热电联产及热泵系统，并配有储能电站、储热储冷装置，满足园区的供
暖、制冷和供电需求。

建筑方面：尽量降低能耗，提高能效

采用节能保温材料、遮阳板、三玻窗等节能建筑技术，所有新建建筑全部为绿色建筑，并获得LEED铂金
级别认证。园区建筑都安装智能电表，并通过智能化的能源管理系统进行集中控制。

交通方面：电动化

园区内交通工具尽量全面电动化，配置足够电动汽车充电站，可建立共享电动汽车租赁中心。充电电力
来源为风电和光电，电池存储设备由退役汽车电池组成，充电时段和充电功率可智能调控。园区还配有
无人驾驶汽车、电动观光车、共享单车等。

碳汇方面：多增加创造碳汇项目

大量植树造林，可在园区内园区外规划造林抵消园区碳排放。

部分建筑外墙悬挂有大片的藻类生物反应器，每公斤藻类吸收二氧化碳约2kg，并清除有害的二氧化氮等
废气。藻类还被提取加工成绿色粉末，作为营养添加剂用于化妆品和食品工业。

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碳市场购买负碳产品进行碳中和。与自己的碳排量进行对冲清缴，实现碳中和。

管理方面：园区全面实现数字化精细管理

能源管理：通过部署EBO楼宇运营系统、PEM电能管理系统以及EMA智能微网系统，实现源（风电、地
热、沼气、光电）、储（大容量电池、电车储能、储热）、荷（热、冷、电负荷）间的有效协同，提高
园区整体运行能效，确保运营阶段的碳中和。

运营和物业管理：实现园区内各项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运营管理，减少无价值耗能运营，减
少能源浪费，减少人力投入。

不同园区的特点和难点

零碳工业园区：工业园区需要大量动力电，耗电量巨大，做成零碳园区的关键是能源供应是否基本上来
自于再生能源。如果是化石能源是不可能实现碳中和的。内部运营要尽量电动化。

零碳办公园区：办公园区是*可能实现零碳园区的，再生能源、绿色建筑、数字化智能化运营管理是关键
。

零碳居民社区：居民的生活耗能量是比较大的，提供再生能源，被动式建筑是关键。

六、为什么这么多组织想创建零碳园区

零碳园区的建设除了响应政府战略决策，为社会提供示范外，还有多方面的价值意义：



1）实现园区高标准环保和空气洁静。有利于提升园区品质和竞争力，为住户提供更优质的办公、生活空
间。

2）降低了租客的成本。今后随着碳减排管理的加强，所有碳排放量都会承担排放成本。如果园区是零碳
园区，为社区住户省去了这块费用，降低了住户成本，提升了园区运营利润。

3）创造品牌价值。零碳园区将具有越来越大的品牌价值，社会责任感高的企业组织都乐意租用零碳园区
，这将成为一个趋势。

零碳园区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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