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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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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科技大学、中国教育后勤协会后勤研究院、中国标准化协会、北京大学、浙

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江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大学、贵

州大学、广州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新疆理工学院、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柳州职业技术大学、

浙江省教育后勤基建协会、浙江省生态环境低碳发展中心、杭州明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蚂蚁集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俊、黄兆林、单胜道、刘明艺、来越富、张西峰、郗蕴超、傅慧俊、庞军、

李战国、满达、王海东、李耀明、齐井刚、赵星熠、孙洪亮、王利民、王文成、刘国宏、李庆懿、刘玉

峰、张华、许洁丹、闫清波、金冠华、丁建洪、许明、王跃光、吴建、鲍结霞、徐华军、沙力争、刘赫

扬、蒋邢飞、王立民、黄扬、王志仿、周文晟、王妍、张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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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学校（高等学校）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碳学校（高等学校）评价规范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与规定、评价内容、评价实施。  

本文件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的低碳学校创建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T 29117   节约型学校评价导则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141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GB/T 51356   绿色校园评价标准 

T/JYHQ 0018 低碳学校（高等学校）建设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低碳 low-carbon  

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为主）排放量较低的属性或状态。 

3.2 

低碳高校 low-carbon universities 

建立碳排放核算与管理体系，优化低碳校园环境设施，开展低碳教育活动，推动低碳科技创新，定

期核算发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推进高校减碳工作，实现校园绿色化、能耗减量化、办学低碳化的新

型高校。 

4 基本原则 

4.1 综合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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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低碳高校应统筹考虑碳排放情况，以及在管理运行、环境设施、教育活动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

低碳建设相关工作。 

4.2 科学性原则 

评价低碳高校以实际运行情况为依据，构建符合低碳高校发展的评价体系，采用指标评价和综合评

判两种方式开展评估，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做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评价。 

4.3 可证实性原则 

高校按照T/JYHQ 0018开展低碳创建工作，并提供的自评报告、原始记录等无纸化材料，由专家通

过查阅资料和实地核实后确认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5 评价体系 

5.1 低碳高校碳排放量评价指标体系 

由碳排放量测定规则、测定指标、计算方法和评价得分组成低碳高校碳排放量评价指标体系（见附

录A）。 

5.2 低碳高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由碳排放量、管理运行、环境设施、教育活动、科技创新等5类一级指标，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等16项二级指标组成低碳高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附录B）。 

6 评价实施 

6.1 评价方法 

从碳排放量、管理运行、环境设施、教育活动、科技创新等5个方面按附录B进行评分，每项得分相

加为低碳高校评价总分，满分为105分（含附加分5分）。 

6.2 评价过程 

实施评价过程不限于碳排放量测定、综合评价指标评分等环节，应查看高校提供的报告文件、统计

报表、原始记录等无纸化材料，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关人员座谈、实地考察、抽样调查等方式验证，确

保评价信息的完整、准确、真实。 

6.3 等级划分 

按评价总分将低碳高校划分星级，90分以上（含90分）为三星级，75-90分（含75分）为二星级，

60-75分（含60分）为一星级，60分以下为不合格，有效期为3年。 

6.4 评价反馈 

根据评价结果，形成低碳高校评价反馈意见（格式应符合附录E），由具有碳排放管理专业资质的

第三方机构或专家签字后提交标准归口单位（或其授权单位）审核签发，并反馈给被评价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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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低碳高校碳排放量测定规则、测定指标、计算方法和评价得分 

A.1 低碳高校碳排放量测定规则 

A.1.1 测定范围 

测定边界为高校整体或含主校区的部分校区，不限于覆盖高校测定边界内日常教学科研、行政管理、

生活服务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具有控制权的固定设施和移动设施。 

A.1.2 数据监测与获取 

    测定数据按高校测定边界实际测量确定，由专人负责统计与记录，记录周期宜为每年。适宜时，采

用智能化监测设备进行自动采集与记录。各个测定年度应选取计量器具记录的数据或服务方提供的结

算凭证数据，测量仪器应符合GB 17167的相关规定。高校定期对社会公布自身碳排放情况，接受社会监

督。 

A.1.3 测定方法 

低碳高校碳排放量包括高校测定边界内的相关碳排放以及剔除碳排放。低碳高校碳排放量测定包

括固定源燃烧、移动源燃烧、净购买电力能源、净购买热力能源、高校固体废弃物、废水处理的排放、

纸张消耗（可选指标）等,测定指标见表A.2.1。 

A.2 低碳高校碳排放量测定指标 

表 A.2.1 低碳高校碳排放量测定指标 

序

号 

范

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数据 测量值 

1 

碳

排

放 

能源燃烧 

固定源燃烧 

液体天然气使用量（t）  

天然气使用量（Nm
3
）  

液化石油气使用量（t）  

2 移动源燃烧 
校内车辆汽油使用量（t）  

校内车辆柴油使用量（t）  

3 
净购买能源 

电力 总用电量（kWh）  

4 热力 供热热量使用量（GJ）  

5 
废弃物处理 

高校固体废弃物 高校固体废弃物总量（t）  

6 废水处理的排放 高校废水处理的排放量（t）  

7 办公用纸（可选） 纸张消耗（可选填） 高校纸张使用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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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1 低碳高校碳排放量测定指标（续） 

序

号 

范

围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数据 测量值 

8 
剔除碳排放 

清洁能源使用 
清洁能源发电量（kWh） 

（或自主填写其他清洁能源） 
 

师生低碳出行减排量（可选填） 低碳出行碳普惠减排量（tCO2）  

剔除碳排放量特殊用能区域 由高校自主填写  

9 自主开发碳减排量（可选填） 由高校自主填写  

10 高校建筑面积（m
2
）  

11 用能人数（p）  

注：a）计算碳排因子缺省值见附录C。 

b）高校固体废弃物总量根据实际清运量计算；高校废水处理的排放量根据高校用水量乘以排污系

数计算，排污系数应符合GB 50014规定。 

c)高校纸张使用量以高校集中采购纸张量统计，且作为可选指标项。 

d)高校师生通过注册碳普惠平台,计量采用自行车、步行等低碳出行方式获得相应的碳减排量，参

照DB11/T 3043核算，且作为可选指标项。 

e)剔除碳排放量特殊用能区域：国家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高校特殊学科实验实习馆、对外经

营的宾馆、游泳馆、健身中心、展览中心等特殊用能区域和新建及改扩建建筑物所产生的碳排放。 

f)高校宜采取措施持续提高碳中和率，可采用购买碳信用额度、开发碳汇、碳普惠等抵消方式或自

主开发其他碳减排抵消量。减排抵消量数据需有第三方机构验证，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可靠性。 

g)高校用能人数统计分为2类人员，第1类人员为全年在校任教教师、全年提供管理服务人员、全日

制在校学习学生；第2类人员为临时任教教师，非全日制在校学习学生，生活区托管生，参加会议（活

动）、提供非全年管理服务等外来人员。第1类人员用能人数无需折算，第2类人员用能人数按在校人数

×在校天数/年天数折算用能人数。第1类人员和第2类人员人数之和为高校用能人数。 

A.3 低碳高校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A.3.1 碳排放量 

高校碳排放量应按照式（1）计算： 

E=E1-E2……………………………………（1） 

式中: 

E——高校总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1——高校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2——高校剔除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1、E2应按表 A.2.1 统计，按附录 C 碳排放因子缺省值核算。 

A.3.2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应按照式（2）计算： 

Qs=1000×E/S…………………………………（2） 

式中: 

Qs——高校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平方米（kgCO2/m2）； 

S——高校总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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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人均碳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应按照式（3）计算： 

Qp=1000×E/p…………………………………（3） 

式中: 

Qp——高校人均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人（kgCO2/p）； 

p——高校用能人数。 

A.4 评价得分 

A.4.1 碳排放基准值 

A.4.1.1 自设基准值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本区域高校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Qs和人均碳排放量

Qp基准值，由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1/5以上高校通过并报备标准归口单位，经复核后即可确认为

该省（直辖市、自治区）自设基准值。 

A.4.1.2 参考基准值 

根据我国不同区域气候因素、用能结构和电力碳排因子等差异，划分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内蒙古、河南、山东），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中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江西、湖北、湖南），西北（西藏、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和南方（广东、广西、海南、四

川、重庆、贵州、云南）等5个类型区域（不含港澳台）。同时划分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2种不同类型高

校，设定高校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Qs和人均碳排放量Qp参考基准值（见附录D），参考基准值可根据

实际情况定期动态调整。 

A.4.2 碳排放评价得分 

按照低碳高校碳排放量评分细则进行评分，优先选用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自设基准值评分，

若没有自设基准值则采用参考基准值（见附录 D）评分，评分细则详见表 A.4.1。 

表 A.4.1 低碳高校碳排放量评分细则 

低碳高校碳排放

量测评分（30

分） 

评分细则 得分 满分分值 

Qs≤基准值； 15 

15 
基准值<Qs≤基准值×150%； 10 

基准值×150%<Qs≤基准值×200%； 5 

基准值×200%<Qs。 0 

Qp≤基准值； 15 

15 
基准值<Qp≤ 基准值×150%； 10 

基准值×150%<Qp≤基准值×200%； 5 

基准值×200%<Qp。 0 

高校碳排放量指标分值应按照式（4）计算: 

D1=Ds+Dp…………………………………（4） 

D1——高校碳排放量指标的评分值； 

Ds——高校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的评分值； 

Dp——高校人均碳排放量的评分值； 

Ds、Dp 应按照表 A.4.1 评分细则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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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低碳高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B.1规定了低碳高校综合评价指标内容和评分要求。 

表 B.1 低碳高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序

号 

指标 

评价观测内容与评分 

认

定

分

值 

一级

指标 

得

分

限

值 

二级指标 

1 
碳排

放量 

30

分 

单位建筑面积

碳排放量 

（15 分） 见附录 A 

 

2 
人均碳排放量 

（15 分） 
 

3 

低碳

管理

运行 

15

分 

管理制度 

（4 分） 

a）有低碳高校管理制度性文件，参照附录 A 建立高校碳排放核算体系，

定期发布每自然年度碳排放量（1 分）。 

b）高校成立低碳工作相关领导机构，配备低碳教学、科研、管理岗位，

明确各岗位责任人和职责分工（1 分）。 

c）根据《碳排放管理员国家职业标准（最新版）》，建立低碳高校碳

排放管理人员职业培训机制（1 分）。 

d）有高校与企业、社会的合作机制文件，内容表述清晰、具有可操作

性(1 分）。 

 

4 
规划和经费 

（2 分） 

a）有低碳高校建设中长期规划文件（1 分）。 

b）有低碳高校建设经费预算，预算合理、使用规范（1 分）。 
 

5 
资源管理 

（7 分） 

a）有低碳高校节能、节水、节电降碳的年度目标、阶段性目标文

件，内容表达清晰（2 分）。 

b）实施能源利用绩效考核，定期开展能源审计，并根据能源审计结

果采取改进措施（2 分）。 

c）依据 GB/T 29117 的要求，限制使用一次性消费品和塑料制品，推

行无纸化教学与办公（1 分）。 

d）推行垃圾分类管理，建有垃圾分类设施（1 分）。 

e）推行无废校园管理，开展废旧物品、废弃资源的循环利用（1

分）。 

 

6 
日常运行 

（2 分） 

a)推行碳足迹计量、碳普惠制度（1 分）。 

b)有低碳生活方案，包括反食品浪费、推行低碳生活等方案(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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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低碳高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续） 

序

号 

指标 

评价观测内容与评分 

认

定

分

值 

一级

指标 

得

分

限

值 

二级指标 

7 

低碳

环境

设施 

30

分 

建筑建设 

（4 分） 

a）新建建筑不低于 GB/T 50378 规定的二星级绿色建筑要求，建

筑项目需要在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和环境

宜居等方面满足相应的评价指标（2 分）。 

b)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项目按照 GB/T 51141 进行，确保改造后

的建筑能够达到绿色建筑的基本要求并提升其节能、环保性能（2

分）。 

 

8 
节能设施 

（12 分） 

a）配备危险品、废弃物处理设备(或有外部委托协议）（2 分）。 

b）优先购买《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所列产品，不得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淘汰产品（2 分）。 

c）采暖制冷系统、热水供应系统采购能效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产

品和设备，优先采用热水源热泵、地源热泵或空气源热泵（2 分）。 

d）电梯采用节能的控制及拖动系统，电梯集中排列时，具备群控

功能（2 分）。 

e）配备可再生能源收集装置（如太阳能光伏板等）（2 分）。 

f）按照校区停车场车位的 10%及以上配置新能源充电设施（2分）。 

 

9 
节水设施 

（8 分） 

a）依据 GB/T 51356 的要求，给排水系统优先利用城镇给水管网

的水压直接供水，充分实现非常规水利用（2 分）。 

b)废水和废气回收或利用有由高校定期报备的监测记录（2 分）。 

c)节水生活用水器具使用率达 100%（2 分）。 

d)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供水管网漏损率在 7%及以下（2 分）。 

 

10 
照明设施 

（4 分） 

a)室内外公共区域照明实现分时分区等智能监控措施。覆盖率达

到 80%及以上（2 分）。 

b)照明充分利用自然光，除特殊照明需求外，高效节能光源与灯

具使用率达到 100%（2 分）。 

 

11 
绿化景观 

（2 分） 

a）绿化适宜，草地和树林的绿化率总体上达到 30%以上（1 分）。 

b）有低碳文化景观（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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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低碳高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续） 

序

号 

指标 

评价观测内容与评分 

认

定

分

值 

一级

指标 

得

分

限

值 

二级指标 

12 

低碳

教育

活动 

25

分 

课堂教学 

（6 分） 

a）构建全校性低碳相关育人体系，在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有相

关性体现（2 分）。 

b）低碳教育与相关学科专业融合，建有低碳相关教学资源或教

学平台，可提供佐证材料（2分）。 

c）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低碳相关通识课（2 分）。 

 

13 
实践教学 

（10 分） 

a）制定低碳相关文化传播、知识培训、人才培养等实施方案（2

分）。 

b）开展节水、节电等减排降碳实践活动，有相关报道或记录

（2 分）。 

c）开展低碳相关主题讲座或培训，有相关报道或记录(2 分）。 

d）师生在校内外媒体发表与低碳相关的实践创新、示范经验和学

习心得，有完整的报道记录（2 分）。 

e)建有低碳教育相关实践基地,有实践基地合作文件，文件内容

清晰且具有可行性（2 分）。 

 

14 
校园文化 

（9 分） 

a)有低碳文化标识、宣传科普栏目（1.5 分）。 

b)有开展低碳文化活动（如低碳出行、低碳消费、低碳宣讲

等），有相关活动报道或记录（1.5 分）。 

c)依据《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开展大型活动，

引导高校师生及合作方树立低碳理念（2 分）。 

d）建有低碳主题相关学生社团，参与校园低碳管理及服务活动

（2 分）。 

e）图书馆有低碳相关书籍（2分）。 

 

15 低碳

科技

创新

（附

加

分） 

5

分 

教师科技创新 

（3 分） 

a)有低碳相关研究团队（0.5分）。 

b)教师参与国内外低碳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有活动记录或报道

（0.5 分）。 

c)教师有低碳相关科研或教研成果，包括但不限于科研论文、出

版物、专利、项目、标准、技术规范等（1 分）。 

d)教师有推动低碳领域科研成果转化的实践，有与政府、企业开

展产学研合作（1 分）。 

 

16 
学生科技创新 

（2 分） 

a）有鼓励学生参与低碳竞赛或项目研究的表彰性文件（0.5 分）。 

b)学生参与国内外低碳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有活动记录或报道

（0.5 分）。 

c）学生有低碳相关科研成果，包括但不限于竞赛获奖、科研论文、

专利、项目等（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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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表C.1规定了计算高校碳排放量时化石燃料排放因子缺省值，表C.2规定了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缺省

值，表C.3规定了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置排放因子缺省值，表C.4规定了纸张排放因子缺省值。 

表 C.1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缺省值 

核算内容 燃料品种 单位 排放因子缺省值 

化石燃料燃烧 

天然气 tCO2/万 Nm3 22.6 

液化天然气 tCO2/t 2.66 

管道煤气 tCO2/万 Nm3 7.00 

液化石油气 tCO2/t 5.11 

燃料油  tCO2/t 3.05 

柴油 tCO2/t 3.16 

汽油 tCO2/t 2.94 

表 C.2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核算内容 单位 排放因子缺省值 

净购入电力 tCO2/MWh  采用国家最新发布值 

净购入热力 tCO2/GJ  0.11 

表 C.3   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置排放因子缺省值 

核算内容 处置方式 单位 排放因子缺省值 

废水处理 城镇污水处理（平均） kgCO2/t 0.432 

固体废弃物处置 

生活垃圾处置（平均） tCO2/t 0.4 

可回收物 塑料回收 tCO2/t 0.906 

厨余垃圾 

（易腐垃圾） 

焚烧 tCO2/t 0.07 

堆肥 tCO2/t 0.17 

生化处理 tCO2/t 0.06 

其他垃圾 
焚烧 tCO2/t 0.561 

填埋 tCO2/t 0.58 

表 C.4   纸张排放因子缺省值 

核算内容 单位 吸收因子缺省值 

纸张 tCO2/t 1.76 

 

注：a)碳排放因子缺省值数据来源《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核算时可采用最新发布值。 

b)如垃圾分类处理则按不同因子分类计算，其他按生活垃圾处置平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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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低碳高校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参考基准值 

表D.1规定了高校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参考基准值，表D.2规定了人均碳排放量参考基准值。 

表 D.1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参考基准值 

单位：kgCO2/m
2
 

区域 本科院校 专科院校 

华北 49 48 

中东 42 40 

东北 64 62 

南方 54 52 

西北 47 45 

 

表 D.2 人均碳排放量参考基准值 

单位：kgCO2/p 

区域 本科院校 专科院校 

华北 1440 1438 

中东 1182 1180 

东北 1883 1882 

南方 1661 1658 

西北 1401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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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低碳高校评价反馈意见格式示例 

D.1 低碳高校评价反馈意见格式示例 

封页：                      ×××高等学校低碳校园评价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评价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封二：                     ×××高等学校低碳校园评价意见书 

评审组组长：姓名、职称/职务、签名 

评审组成员：姓名、职称/职务、签名 

意见书编写人：姓名、职称/职务、签名 

意见书审核人：姓名、职称/职务、签名 

意见书签发人：姓名、职称/职务、签名 

 

封三：目录 

      正文：按照目录内容编写，纸质规格 A4 纸，国标仿宋体，标准 4 号。 

      页眉：×××高等学校低碳校园评价意见书、意见书编号、国标宋体，标准小 5 号。 

      页脚：评价机构名称，页码（第×页 共××页），国标宋体，标准小 5 号。 

      附件：低碳高校评价委托书、其他应该列入的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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