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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背景 

（一）项目的必要性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环节。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CEAP）等系列绿色新政的实施，

产品碳足迹已成为全球贸易供应链的必要追溯和重要考量

因素之一，纺织产业是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纺织出口产品将

面临国际贸易新规制的影响和制约。开展产品碳足迹评价可

帮助企业全面客观了解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温室气体排放，

引导企业聚焦供应链科学减碳，提高纺织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水平，提升纺织出口产品国际竞争能力，也为浙江省纺织产

品碳标签认证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二）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 

中国工程院对我国 26 个制造行业开展的竞争力评估结

果显示，纺织产业是我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五大产业之一。

浙江省是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省，纺织产业是浙江省传统优

势产业，纺织产品产量占全国纺织品总量的 30%以上，浙江

省纺织品出口量约占全国纺织品出口总量的 1/3，在满足人

们生活需求、增加出口创汇和财政收入、扩大劳动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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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据统计，浙江省

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规上工业企业共 8908 家，年总产值 8506.7

亿元。上游化纤领域，桐乡、绍兴、萧山是全国知名的化纤

新材料生产基地，涤纶纤维年产量超过 1600 万吨，占全国

总量的一半；中游印染领域，绍兴柯桥的蓝印时尚小镇，集

聚了 108 家印染企业，纺织品产量约占全国的 1/3；服装服

饰领域，年生产各类服装 31.68 亿件，占全国总产量的 12.9%。 

纺织服装业作为我国及浙江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

业之一，如何科学评价纺织和服装类产品碳足迹，寻求国际

互认，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助力纺织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是当前

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等 

经调研，我国目前尚未发布纺织和服装类产品碳足迹评

价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已发布的碳足迹评价地方标准

和碳足迹评估产品种类规则（PCR）也未涉及纺织产品。国

内碳足迹评价相关标准有：GB/T 24025-2009 《环境标志和

声明 Ⅲ型环境标志 原则和程序》；GB/T 24040-2008《环境

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 24044-2008《环境

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GB/T24050-2004《环境

管理 术语》。国际现有标准及规范主要有：国际标准 ISO 

14067:2018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与通报要求及指南》；

英国标准协会（BSI）制定的 PAS 2050：2011《商品和服务

的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欧盟产品环境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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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F）指南等。 

（四）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浙江省纺织产业需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之路，纺织产品

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价为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当前，国内尚

未建立针对纺织和服装产品的碳足迹评价标准或规范指南，

核算评价大多参考 PAS 2050 或 ISO 14064 标准，核算模型和

方法的适用性不强，对来自不同区域同一类纺织和服装产品

碳足迹评价结果横向可比性差。现有国家标准为产品全生命

周期评价标准，涉及上百种环境因子的评估，而非专门针对

产品碳足迹评价的标准。现有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ISO14067 标准主要确定了生命周期评价和碳足迹评价的原

则和框架，但实践可操作性不足。综上，现有国内外标准主

要为指导性规范指南或准则要求，均未涉及纺织和服装类具

体产品的碳足迹评价，在具体内容应用、技术适用性、可操

作性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亟需制定符合浙江省纺织产业实际

的产品碳足迹评价标准。 

本标准在国际和国内现有生命周期评价(LCA)和碳足迹

量化的标准与指南框架下，遵循国际通用规则要求，对标欧

盟产品环境足迹（PEF）标准，综合考虑我省纺织产业特点、

产品实际情况、数据可获得性及实践经验，细化纺织和服装

类产品碳足迹核算和评价要求，明确各生命周期阶段范围及

计算方法，规范纺织和服装类产品碳足迹评价工作。指导纺

织和服装产品的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估，帮助企业识别纺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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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产品生命周期高碳排放环节，引导企业聚焦产业供应链

实施温室气体减排，助推纺织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帮助企业

有效应对国际贸易新规制，降低国际新规制对浙江纺织出口

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也为兄弟省市提供可复制可借鉴

经验。 

二、工作简况 

（一）立项计划 

2022年2月，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提出《产品碳足迹评价

——纺织和服装类》标准立项申请；2022年7月，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产品碳足迹评价——纺织和服装类》

标准立项论证会，通过了标准立项论证；2022年7月26日，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

达2022年第三批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浙市

监函„2022‟250号），将《产品碳足迹评价——纺织和服

装类》（编号13）列入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二）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为浙江省生态环境低碳发展中心，

参与起草单位包括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质

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第一阶段：成立编制小组 

根据标准任务，浙江省生态环境低碳发展中心于 2022

年 2 月牵头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参与起草单位包括杭州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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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等，编

制组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 

第二阶段：调研分析及文献收集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7 月，标准编制组系统梳理了全

省纺织和服装类企业生产及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赴杭州、嘉

兴、绍兴、湖州、金华等地相关管理部门、纺织行业协会、

代表性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和座谈交流，先后赴桐昆集团浙江

恒腾差别化纤维有限公司、新凤鸣集团湖州中石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彩蝶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宝纺印染有限公司等 20

余家纺织行业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和生产车间踏勘，重点对产

品种类、工艺流程、生产设备、能源资源消耗、碳排放情况

等进行充分调研、资料汇总与测算分析。期间，及时跟踪了

解国内外碳足迹标准研究及实践进展，系统学习国国际标准

ISO 14067：2018、PAS 2050：2011 及国内相关行业和地方

标准，主要包括 GB/T 5708-2001《纺织品 针织物一般术语

和基本组织的定义》；GB/T 5709-1997《纺织品 非织造布 术

语》；GB/T 8683-2009 《纺织品 机织物一般术语和基本组织

的定义》；GB/T 23021《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自我环

境声明(II 型环境标志)》；GB/T 24025-2009《环境标志和声明 

Ⅲ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GB/T 24040-2008《环境管理生

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GB/T 24044-2008《环境管理生命

周期评价要求与指南》； DB33/658-2013《印染布可比单位

综合能耗限额及计算方法》等，为本标准的研究编制工作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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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基础。 

第三阶段：标准草案起草 

2023年6月-7月，编制组基于20余份国内外相关标准、文

件和资料的重点研究，结合浙江省重点行业企业调研成果，

确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总体架构、主要内容、核心指标等，

完善了标准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形成标准草案。 

第四阶段：专家论证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年7月-10月，编制组广泛开展专家咨询及交流研讨，

先后组织召开数次标准专家咨询论证会，重点围绕标准草案

框架、主要内容、评价方法科学性、相关法规政策的协调性

等进行专家咨询。邀请了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浙江省

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浙江理工大学、浙江

省轻工业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浙江省机

电设计研究院、国网浙江综合能源公司等有关单位专家教授，

共对标准草案提出20余条建设性意见、建议。编制组认真听

取、充分吸收采纳了上述意见、建议，经过6次线上线下组

内研讨和专家论证，先后对标准草案进行了3次较大幅度修

改，最终于2023年11月形成《产品碳足迹评价指南 纺织和

服装类》标准征求意见稿，提交归口单位征求意见。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编制组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

http://www.baidu.com/link?url=3pYd7qu4T3SVc3D02e_oR0S1xaSkK-F656tbvlg6_LO
http://www.baidu.com/link?url=3pYd7qu4T3SVc3D02e_oR0S1xaSkK-F656tbvlg6_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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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确定标

准的组成要素，本标准的制定基于大量文献研究、实地调研

和实践经验总结，充分调研、分析和评估相关材料、数据和

信息，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2.适用性：在学习借鉴国内外生命周期相关标准，广泛

开展实地调研基础上，充分考虑浙江省纺织产业发展现状、

纺织产品生命周期特点，建立碳足迹核算评价方法，提供核

算公式及各生命周期阶段数据收集清单，并对重点行业企业

多种产品进行验证，确保标准适用性和实践可操作性；  

3.协调性：注重与现有国际标准规范、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衔接和关联，以及与正在制定的《产品碳足迹评价通

则》《产品碳足迹核算指南》等浙江省地方标准协调一致，

互相衔接配套。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依据 

本标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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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编写，依据DB33/T 

XXXX-2023《产品碳足迹评价通则》、DB33/T XXXX-2023

《产品碳足迹核算指南》标准内容，经专家研讨确定符合纺

织和服装类产品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主体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原则、目标和范围、数据收集与数据质量控制、碳足迹

的核算与评估、碳足迹评价报告与披露要求、附录等。 

1.范围：本文件适用于纺织和服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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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该标准引用的主要文件。 

3.术语和定义：本标准定义了“产品碳足迹”、“单元过程”、

“系统边界”、“功能单位”等 12 项术语。 

4.原则：本标准遵循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

透明性原则。 

5.目标和范围：本标准明确了评价目的、目标产品的相

关要求，明确了纤维、纱线、织物、服装及其他纺织制成品

需涵盖的系统边界范围。明确了原材料获取、生产、分销、

使用、生命末期等生命周期阶段，确定了单元过程划分及取

舍原则。 

6.数据收集与质量控制：本标准参考 ISO 14067、PAS 

2050:2011 及浙江省地方标准《产品碳足迹评价通则》《产品

碳足迹核算指南》，结合浙江省纺织和服装类产品自身特点，

确定了数据质量要求、数据收集清单，数据质量评价及数据

库选用要求。 

7.碳足迹的核算与评估：遵循浙江省地方标准《产品碳

足迹评价通则》《产品碳足迹核算指南》，确定了纺织和服装

类产品碳足迹评价方法、分配及结果评估要求。 

8.碳足迹评价报告与披露要求：遵循浙江省地方标准《产

品碳足迹评价通则》，明确了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资料的

记录和保存、碳足迹披露形式及披露内容等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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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以及与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重复性、协调性分析 

本标准与国家和浙江省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要求相

符合。本标准充分注重与正在编制的浙江省地方标准《产品

碳足迹评价通则》《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的协调性、一致

性。本标准在《产品碳足迹评价通则》的指导性框架下，对

纺织和服装产品碳足迹评价进行规范、细化，核算方法与《产

品碳足迹核算方法》协调一致，进一步明确了系统边界、数

据收集要求、核算方法、结果评价和分析等要求。 

五、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编制组主要通过用户访谈、模拟评价和专家讨论分析等

方式进行验证，确认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科学、合理、可

行。为验证本标准的适用性，编制组选择了 2 种典型纺织产

品进行了评价验证，具体结果如下： 

（1）织物产品：无纺布（SEP0552B 型） 

以浙江省某无纺布生产企业的产品为例，产品的规格选

择 10gsm White SMMMS Hydrophilic，生产工艺流程为“切

片原材料—抽吸—成网—热轧—卷绕—倒布分切—称重包

装”。按照本标准进行碳足迹核算，具体如下： 

声明单位：1 吨无纺布（SEP0552B 型）。 

系统边界：从纤维原材料获取阶段开始，到织物产品制

成结束，包括原材料获取和生产 2 个阶段。 

测算结果：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原材料获取阶段采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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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数据，生产阶段采用实景数据进行计算，得到 1 吨无纺布

的碳足迹为 3.68 tCO2e/t，其中原材料获取阶段占比 74%，生

产阶段占比 26%。结果反映该企业无纺布产品的碳足迹主要

贡献为原材料获取阶段，可通过控制上游供应链的排放以降

低产品的碳足迹。 

结果验证：通过查询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

系数库获取数据库中无纺布产品的碳足迹为 3.82 tCO2e/t，与

本案例结果接近，测算结果较为合理。 

（2）制成品：化纤 T 恤（250g） 

以浙江省某化纤 T 恤生产企业的产品为例，产品的规格

为 95%聚酯纤维（涤纶）、5%聚氨酯弹性纤维（氨纶），生产

工艺流程为“成品面料—裁剪—印花—缝制—后整理—包装

—分销—使用—废弃”。按照本标准进行碳足迹核算，具体

如下： 

声明单位：1 件化纤 T 恤（250g）。 

系统边界：从纤维原材料获取阶段开始，到 T 恤产品废

弃结束，包括原材料获取、生产、分销、使用、生命末期 5

个阶段。 

测算结果：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原材料获取阶段采用背

景数据，生产和分销阶段采用实景数据，使用阶段按照洗涤

次数 50 次假设，生命末期阶段采用混合垃圾处臵的背景数

据进行计算，得到 1 件化纤 T 恤（250g）的碳足迹为 8.90 

kgCO2e/件，其中原材料获取阶段占比 13%，生产阶段占比

48%，分销阶段占比 1%，使用阶段占比 36%，生命末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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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占比 2%。结果反映该企业化纤 T 恤产品的碳足迹主要贡

献为生产阶段，可通过优化工艺流程、调整能源结构进一步

降低生产阶段的碳排放。 

结果验证：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发现，一件 250 克的纯

棉 T 恤碳足迹为 7 千克（在棉花种植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

约为 1 千克；从棉花到成衣的制作环节排放 1.5 千克；从棉

田到工厂再到零售终端的运输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约

为 0.5 千克；T 恤被买回家后经过多次洗涤、烘干、熨烫会

排放 4 千克左右的二氧化碳），由于化纤 T 恤相对于纯棉 T

恤生产能耗更高，因此测算结果较为合理。 

上述案例验证本标准中涉及的技术内容、计算公式、分

类分级方法有效合理，可操作性强，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并

在操作层面上具有可行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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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一致解决相关技术问题，无重大分歧意

见。 

七、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

措施等建议 

（一）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本标准为企业、机构提供统一的纺织和服装类产品碳足

迹评价依据，确保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可比性，全面推动浙江

省纺织和服装产品碳足迹核算评价，迭代完善浙江省纺织和

http://www.baidu.com/link?url=-JuHqbS_O1jC7Ru6sXUBFhNVJ7kw-CzA2frTh7F0Tc2pIaiczl8VGXYlYcac7og2o98hsii_ak_uzHxBjmh6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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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行业本地化数据库，为我省纺织产品碳标签认证试点和

制度建立奠定基础。 

通过纺织和服装类产品碳足迹的核算评价，帮助企业科

学识别产业链高碳环节，挖掘各生命周期阶段单元过程减排

空间，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推动行业科学控碳精准降碳，促

进我省纺织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本标准的实施可以有效应对

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国际新规制，提升出口企业国际市

场竞争力，减轻国际新规制对纺织行业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标准发布后，建议标准归口单位等及时组织标准培训和

宣贯，综合采用专家讲座、系列课程、交流答疑、发放宣贯

材料等方式，主要面向适用本标准的各类组织、重点工业园

区和企业等进行标准实施解读与落地培训，强化潜在用户对

标准的理解，推动标准有效实施。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