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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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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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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意见》及《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方案》 等文件的系列要求，健全重

庆市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体系，延伸绿色低碳建筑的降碳价值，指导绿色低碳

建筑碳减排量核算。编制组在综合考虑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重庆市“碳惠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管理办法（试行）》以及《项目

层面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效评价技术规范》STCE1等相关规定，汲取了国家及部分

省市的方法学经验，结合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的实际情况，经广泛调查研究，认

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的技术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编制本指南。

请注意本指南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指南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

的责任。

本指南由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提出。

本指南由重庆市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协会归口管理，由中机中联工程有限

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在该文件的执行过程中，希望各单位注意收集资料，

总结经验，并将需要修改、补充的意见和有关资料反馈给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17号，邮编：400039，电话：023-61539565，网

址：https://www.cmcu.cn/）。

本指南版权归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复制、转载、

抄袭、改变、汇编、翻译或将本规范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

本指南负责起草单位：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本指南参加起草单位：重庆市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协会技术咨询与服务分

会、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重庆

交通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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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碳减排量核算指南

1 范围

本核算指南规定了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项目运营产生二氧化碳减排量的

核算流程与方法。

本核算指南适用于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项目尤其适用于《重庆市绿色低碳

建筑示范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渝建绿建〔2022〕17号）中所指的绿色低碳

建筑示范项目的碳减排量核算。

2 适用条件

采用本核算指南应满足以下适用条件：

1 适用于《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示范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渝建绿建〔

2022〕17号）中所指的绿色低碳建筑示范项目，具体包括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可再生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示范项目及既有公共建

筑绿色化改造示范项目四类。

2 适用于建设项目经竣工验收合格，投入使用,且使用率60%以上的建筑，

包括建筑或建筑群。

3 适用于项目边界内可直接或间接记录能量使用(如用电量或化石燃料的

消耗量)的项目活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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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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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CE1-2012 《项目层面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效评价技术规范》

STCE4-2012 《地源热泵项目温室气体减排成效评价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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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5015-2021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T 51366-2019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B/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51161-2016 《民用建筑能耗标准》

GB/T 50378-20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350-2019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DBJ50/T-066-2020 重庆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J50/T-451-2023 重庆市《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DBJ50/T-139-2024 重庆市《低碳建筑评价标准》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重庆市“碳惠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管理办法（试行）》

《公共建筑运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并网光热发电》CCER-01-001-V01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CCER-14-001-V01

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办公建筑降碳产品方法学》（版本号V01）

河北省《住宅建筑居住节能碳普惠降碳产品方法学》（版本号V01）

河北省《地源热泵项目降碳产品方法学》（版本号V01）

河北省《农村地区清洁取暖降碳产品方法学》（版本号 V01）

广东省《使用高效节能空调碳普惠方法学》编号2017004-V03

广东省《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碳普惠方法学》编号2017003-V03

4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1

绿色低碳建筑项目 green and low-carbon build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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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低碳建筑

评价标准》等相关标准要求，并获得相关认证标识的项目。

4.2

绿色低碳建筑示范项目 green and low-carbon building demonstration

project

指符合《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示范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渝建绿建〔2022〕

17号）要求的项目，包含绿色建筑示范项目、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可再生

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示范项目及既有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示范项目四类。

4.3

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green building demonstration project

指取得绿色建筑标识并获得绿色建筑创新奖的项目。

4.4

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near-zero energy building demonstration project

满足现行标准有关要求，并列入近零能耗建筑示范实施计划的建设工程项

目，包含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零能耗建筑。

4.5

可再生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示范项目 renewable energy district-level

centralized cooling and heatingsupply demonstrationproject

供冷量大于10MW或供暖空调建筑面积大于10万m2的集中供冷供热建筑中

利用水源热泵技术（以长江、嘉陵江、乌江、市内其他河流、湖泊、水库、污

水等水体作为冷热源）进行供冷供热以及提供生活热水、利用土壤源热泵技术

进行供冷供热以及提供生活热水，并列入可再生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示范实

施计划的建设工程项目。

4.6

既有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示范项目 demonstration project for green

retrofitting of existing public buildings

是指列入既有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示范实施计划，改造后实现单位建筑面

积碳减排率达到15%及以上目标的项目。

4.7

地源热泵 ground source heat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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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地热 能交换系

统、建筑物内系统组成的供热空调装置和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系统形式的不

同，地源热泵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地下水地源热泵和地表水地源热泵。

4.8

基准线建筑 baseline building

与项目建筑位于同一气候分区，建筑用途一致，近三年持续被使用且边界

无变化的建筑群。

4.9

碳排放量 carbon emissions

建筑在运营阶段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4.10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与活动水平数据相关的单位活动水平二氧化碳平均排放量。

4.11

物理边界 physical boundary

项目建筑物二氧化碳排放的物理边界是指建筑物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区域。

4.12

运行边界 operational boundary

项目建筑物运行过程中,其物理边界内各固定设施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其

物理边界内各固定设施电力消耗的间接排放和外接热力的排放。

4.13

外接热力 purchased heat

用于建筑供暖，但安装在建筑用地红线范围之外或不受项目建筑业主管理

的设备或设施。

4.14

直接排放 direct emissions

建筑物拥有的设备设施(如各种锅炉、发电机、直燃式吸收式制冷机等)消

耗燃料所产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交通运输设施等移动设施的排放。

4.15

间接排放 indirect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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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运行过程消耗的外部电力、热力而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此电力消

耗不包括交通运输等移动设施的电力消耗。

5 边界及报告期

5.1 核算边界

项目核算的地理边界是指建筑物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区域。

项目核算的运行边界是指建筑物运行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含直接排放与

间接排放）。

5.2 项目计入期与核算期

本核算指南采用可更新计入期，项目计入期开始时间不早于2020年1月1

日。项目的核算周期以整年为计算单位，一个核算周期至少为一年。

5.3 额外性论证

本核算指南适用的绿色低碳建筑项目属于政府大力推动的项目，具有良好

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对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碳

达峰碳中和”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核算指南免除额外性论证。

6 项目减排量核算

6.1 核算流程

6.1.1 项目减排量是在核算边界计入期内进行活动行为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计算流程宜符合下列流程规定：

1 确定项目所在地，选择对应的基准线排放因子，计算出基准线排放量；

2 确定各类用能的排放因子，计算出项目实际运行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

3 基准线排放量减去实际运行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得到项目减排量。

6.1.2 基准线情景设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项目建筑在同一气候分区内，正常使用，具有相同用途和相同运行边

界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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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准线排放量为基准线情景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6.1.3 项目的减排量评估程序宜按照图6.1.3进行。

图 6.1.3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程序图

6.2 基准线排放量计算

6.2.1 绿色建筑、近零能建筑、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项目的基准线排放量应按公

式6.2.1计算。

BX.yy GFABEIBE  公式（6.2.1）

其中:

yBE ——第y个核算期，基准线排放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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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BEI ——第y个核算期，项目的基准线建筑碳排放强度(tCO2e/m2)。其中X

代表绿色建筑、近零能建筑、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等不同的建筑类型。

BGFA ——项目建筑的建筑面积(m2)。

6.2.2 不同的建筑类型建筑的基准线建筑排放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绿色建筑项目基准线建筑的碳排放强度按照同一地区、同类型建筑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值的原则确定，具体强度指标可按照可按附录表A0.1选取；

2 近零能建筑项目基准线建筑的碳排放强度按照同一地区、同类型建筑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值的原则确定，具体强度指标可按照可按附录表A0.1选取；

3 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项目基准线建筑的碳排放强度为《重庆市既有公共

建筑绿色化改造效果核定办法》确定的基准期内计算边界内建筑运行阶段当量

碳排放量强度。当量碳排放量强度计算，通过改造前2年完整的能源消费账单或

计量数据得出项目运行阶段能耗平均值，再依据《重庆市既有公共建筑绿色化

改造效果核定办法》计算确定。

6.2.3 可再生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项目的基准线排放量按公式6.2.3计算。

cyhyy BEBEBE  公式（6.2.3）

其中:

yBE ——第y个核算期，基准线排放量(tCO2e/y)；

hyBE ——第y个核算期，项目的冬季供暖的基准线排放量(tCO2e/y)；

cyBE ——第y个核算期，项目的夏季供冷的基准线排放量(tCO2e/y)。

6.2.4 居住建筑基准线排放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冬季供暖的基准线排放量，满足国家新建居住建筑供暖能耗指标限定要

求时，供暖设施给建筑提供热力所产生的排放，应按照公式6.2.4-1计算。

3
.. 10QGFABE  hjh

k
hmkhy EF 公式（6.2.4-1）

式中：

hyBE ——项目活动中第y年冬季供暖的基准线排放量 (tCO₂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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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k ..GFA ——第k个建筑，建筑类型m的净供热面积 (m²)；

M、K——分别对应建筑的类型及建筑单体数量；

jhQ ——居住建筑的供暖平均能耗指标(MJ/(m².y))，具体指标可按照可按

附录A0.2选取；

hEF ——基准供暖系统中，热力的CO₂排放因子 (tCO₂e/GJ)。

2 夏季供冷的基准线排放量，满足国家新建居住建筑供冷能耗指标限定要

求时，供冷设施消耗电力所产生的排放应按公式6.2.4-2计算。

3
ejcc..c 10QGFBE  EFA

k
mky 公式（6.2.4-2）

式中：

cyBE ——项目活动中第y年夏季供冷的基准线排放量(tCO₂e/y)；

c..GF mkA ——第k个建筑，建筑类型m的净供冷面积 (m²)；

M、K——分别对应建筑的类型及建筑单体数量；

jcQ ——新建居住建筑的供冷平均能耗指标 (kWh/(m².y))，具体指标可按照

可按附录表2选取；

eEF ——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₂e/MWh)。

6.2.5 办公、商业、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基准线排放量应按公式6.2.5进行计算。

3
ez.. 10QGFBE  EFA gz

k
mky 公式（6.2.5）

式中：

yBE ——项目活动中，第y年的基准线排放量(tCO₂e/y)；

z..GFA mk ——第 k个建筑，建筑类型m的净供暖供冷面积 (m²)；

M、K——分别对应建筑的类型及建筑单体数量；

gzQ ——新建公共建筑的供暖供冷平均能耗指标 (kWh/(m².y))，具体指标可按

照可按附录表A0.2选取；

eEF ——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₂e/MWh)。

6.3 项目排放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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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绿色建筑、近零能建筑、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项目应采用碳排放因子法计

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应按公式6.3.1进行计算。

ynWCyECynFCy PEPEPE .....PE  公式（6.3.1）

其中:

yPE ——第y个核算期，项目的排放量(tCO2e)；

ynFCPE .. ——第y个核算期，化石燃料消耗而导致的直接排放量(tCO2e)；

yECPE . ——第y个核算期，电力消耗而导致的间接排放量(tCO2e)；

ynWCPE .. ——第y个核算期，项目由于热力消耗而导致的间接排放量(tCO2e)

6.3.2 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项目直接排放量应按公式6.3.2进行计算。

）（ n
n

ynFCynFC EEPE .FC.... F 公式（6.3.2）

其中

ynFCPE .. ——第y个核算期，化石燃料消耗而导致的排放量(tCO2e)；

ynFCE .. ——第y个核算期，第n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质量或体积单位）；

nE .FCF ——第n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e/质量或体积单位)。

6.3.3 电力消耗产生的项目间接排放量应按公式6.3.3进行计算。

yyECyEC EFEPE .g..  公式（6.3.3）

其中:

yECPE . ——第y个核算期，项目由于电力消耗而导致的排放量(tCO2e)；

yECE . ——第y个核算期，建筑的电力消耗量(MWh)；

yEF .g ——电力消耗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e/MWh)，应与国家或地方

生态环境部门最新公布的排放因子及适用年份保持一致。

6.3.4 热力消耗产生的项目间接排放量应按公式6.3.4进行计算。



10

）（ nwc
n

ynwcyiwc EFE .....PE  公式（6.3.4）

其中:

ynwc ..PE ——第y个核算期，项目热力消耗而导致的排放量(tCO2e)；

ynwc ..E ——第y个核算期，外接第n种热力系统供应的热量(GJ)；

nwcEF . ——外接热力系统燃烧第n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e/GJ)。

6.3.5 可再生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项目采用地源热泵做冷热源的建筑，其项目

排放量应按公式6.3.5进行计算。

fyeyy PP PE 公式（6.3.5）

式中：

yPE ——项目活动中，第y年的项目排放量 (tCO2e/y)；

yeP ——地源热泵系统使用电力消耗所产生的项目排放量 (tCO2e/y)；

yfP ——辅助热源中使用化石燃料n消耗所产生的项目排放量 (tCO2e/y)。

6.3.6 地源热泵系统使用电力消耗所产生的项目排放量 yeP 应按公式6.3.6计算。

yg
q

ce EFEP .y  公式（6.3.6）

式中：

yeP ——地源热泵系统使用的电力消耗产生的项目排放量 (tCO2e/y)；

cE ——地源热泵系统运行时，系统主要设备和辅助设备的用电量 (MWh)；

yEF .g ——电力消耗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e/MWh)；

q——地源热泵系统中主要设备和辅助设备，机组、水泵、辅助加热设备、

辅 助冷却塔等。

6.3.7 辅助热源中使用的化石燃料n消耗所产生的项目排放量 fyP 应按公式6.3.7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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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C.nnnfy 10EFRZG P 公式（6.3.7）

式中：

fyP ——辅助热源中使用化石燃料n消耗所产生的项目排放量 (tCO₂e/y)；

nG ——辅助热源运行时，化石燃料n的消耗量(万m³/y)；

nRZ ——辅助热源消耗的化石燃料n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GJ/万Nm³)；

FC.nEF ——辅助热源消耗的化石燃料n的CO₂排放因子 (tCO₂e/TJ)；

i——辅助热源化石燃料的种类为天然气。

6.4 项目泄漏计算

本核算指南未将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建筑材料建造排放纳入考量范

围，亦未涉及项目建设期间运输工具及燃油机械设备所引发的排放问题。因此，

在本核算指南的框架内，绿色低碳建筑不存在潜在的排放泄漏问题。

6.5 项目减排量计算

项目的减排量应按公式6.5进行计算。

yyy PEBE ER 公式（6.5）

其中:

yER ——第y个核算期，项目减排量(tCO2e)；

yBE ——第y个核算期，基准排放量(tCO2e)；

yPE ——第y个核算期，项目建筑排放量(tCO2e)。

8 监测数据和监测程序

8.1 一般监测规则

8.1.1 监测数据应以电子方式存档，并在最后一个核算期结束后保存至少5年。

8.1.2 所有的测量应根据相关行业标准要求，使用校准的测量设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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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绿色建筑、近零能建筑及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项目的监测数据应符合表

8.1.3的规定。

表 8.1.3 绿色建筑、近零能建筑、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项目的监测数据列表

数据/参数 BGFA ynFCE .. yECE . ynwc ..E

单位 m2 质量或体积单位 MWh 热力单位

描述
项目建筑的建筑面
积项目

项目建筑的化石
燃料消耗量

项目建筑的电力
消耗量

项目建筑的外接热
力系统供应的热量

来源
项目竣工图纸或在
行业主管部门的备
案信息

优先使用能源财
务账单，能源使用
记录提供参考

优先使用能源财
务账单，能源使用
记录提供

优先使用能源财务
账单，能源使用记录

测量程序参照国家相关标准
参照国家相关标
准

参考参照国家相
关标准

参考参照国家相关
标准

监测频率
项目实施的第一年
，以后每三年一次

每年进行总计 每年进行总计 每年进行总计

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

现场确认
检查财务账单和
能源使用记录的
一致性

检查财务账单和
能源使用记录的
一致性

检查财务账单和能
源使用记录的一致
性

备注 —— —— —— ——

8.1.4 可再生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项目的监测数据应符合表8.1.4的规定。

表 8.1.4 可再生能源区域集中供冷供热项目的监测数据列表

数据/参数
hmk ..GFA r..GF mkA

z..GF mkA

jhQ

jcQ

zcQ
cE nG

单位 m2 kWh/m² MWb/y 万 m³/y

描述

第k个建筑，建筑物类
型m的净供暖面积或
供冷面积或供冷暖面
积

项目所在地，第k
个建筑并且建筑
类型为m的热量、
冷量指标

项目用电量中源于
设备的用电量 过程中化石燃料

i的消耗量

来源
项目竣工图纸或行业
主管部门的备案信息

国家或地方标准 电表 运营单位

测量程序 —— —— —— ——

监测频率 —— —— 每年进行总计 每年进行总计

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

—— ——
检查财务账单和能
源使用记录的一致
性

检查财务账单和
能源使用记录的
一致性

备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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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数据参数缺省值

8.2.1 化石能源、电力、热力等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数据参数缺省值应符

合表8.2.1的规定。

表 8.2.1 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数据参数缺省值列表

数据/参数 nE .FCF yEF .g nwcEF .

单位 tCO2e/质量或体积单位 tCO2e/MWh tCO2e/GJ

应用公式的

编号

公式（7.3-2）
公式（7.3-7）

公式（7.2-4）
公式（7.2-5）
公式（7.3-3）
公式（7.3-6）

公式（7.2-3）
公式（7.3-4）

描述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电力消耗平均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

外接热力系统燃
料的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

数值

种类 数值 单位

天然气 21.6213 tCO2e/Nm3

液化石油气 2.9234 tCO2e/Nm3

液化天然气 2.5896 tCO2e/Nm3

汽油 3.0425 tCO2e/Nm3

柴油 3.1429 tCO2e/Nm3

燃料油 3.0479 tCO2e/Nm3

一般煤油 3.1552 tCO2e/Nm3

2021年：0.4743

2022年：0.5227
0.11

来源
《公共建筑运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

生态环境部、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电力二
氧化碳碳排放因子

《公共建筑运营
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和报

告指南》

备注
需要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最新发布值

更新

其他年份参考国家

当年发布值。

需要根据国家和

地方的最新发布

值更新

8.2.2 化石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的数据参数缺省值应符合表8.2.2的规定。

表 8.2.2 化石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数据参数缺省值列表

数据/参数 nRZ

单位 GJ/万Nm³

应用公式的编号 公式（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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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辅助热源消耗的化石燃料n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数值

燃料品种
低位热值(GJ/t，或

者GJ/万Nm³)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氧化率(%)

燃料油 40.2 21.1 98

汽油 44.8 18.9 98

柴油 43.3 20.2 98

一般煤油 44.8 19.6 98

液化石油气 47.3 17.2 98

液化天然气 41.9 17.2 98

天然气 389.3 15.3 99

焦炉煤气 173.5 13.6 99

管道煤气 158.0 12.2 99

来源
IPCC 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 最新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省级温室气 体清单指南(试行)

》等

备注 需要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最新发布值更新

9 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9.1 核算项目减排量时，应优先选择项目建筑能源消费财务账单，其次选择项

目建筑能源消耗记录。

9.2 应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

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9.3 应有内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建立健全的二氧化碳排放

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9.4 应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维护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文件

和有关的数据资料。

9.5 监测数据应优先采用主管部门提供的实际数据。

10 项目审核与核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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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项目减排量的核查应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核查机构执行现场核查，以确保

项目及其减排量的真实、准确与保守性，从而保障项目主体的基本收益。

10.2 项目减排量的核查包括文件审核、现场审核和反馈程序。

10.3 项目减排量的核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边界及排放源的确认、项目核

算方法准确性的确认、项目核查期内的数据来源及准确性的确认，项目对应的

佐证材料。以及现场走访查看热量计、电能表安装位置，仪表个数、准确度等，

确定项目设计文件、监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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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A 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碳排放强度与平均能耗

表A0.1 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的碳排放强度列表

建筑类型
能耗强度
kWh/(m2∙y)

碳排放强度
kgCO2e/(m2∙y)

2021年 2022年

居住建筑
电耗：44.29 28.42 30.56
燃气：3.43

办公建筑

A类
商业办公建筑 85 40.32 44.43
机关办公建筑 85 40.32 44.43

B类
商业办公建筑 110 52.17 57.50
机关办公建筑 92 43.64 48.09

商场建筑

A类

一般百货点 130 61.66 67.95
一般购物中心 130 61.66 67.95
一般超市 150 71.15 78.41
餐饮店 90 42.69 47.04
一般商铺 90 42.69 47.04

B类

大型百货店 200 94.86 104.54
大型购物中心 260 123.32 135.90
大型超市 225 106.72 117.61

旅馆建筑

A类
三星级及以下 110 52.17 57.50

四星级 135 64.03 70.56
五星级 160 75.89 83.63

B类
三星级及以下 160 75.89 83.63

四星级 200 94.86 104.54
五星级 240 113.83 125.45

教育建筑

高等学校 60 28.46 31.36
中等学校 45 21.34 23.52
小学 33 15.65 17.25
幼儿园 46 21.82 24.04
其他 38 18.02 19.86

医疗建筑

三级医院甲等 306 145.14 159.95
三级其他 133 63.08 69.52

二级医院甲等 200 94.86 104.54
二级其他 121 57.39 63.25
一级医院 63 29.88 32.93
其他 105 49.80 54.88

场馆类建筑

博物馆 73 34.62 38.16
图书馆 90 42.69 47.04
体育馆 135 64.03 70.56
其他 112 53.12 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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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公共机构能源消耗定额》DB50/T 1080-2021和国家《民用

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按照能耗指标的约束值取值。其中居住建筑能耗指标

按照每户建筑面积70m2换成单位面积指标，燃气消耗强度为3.43m3/(m2∙a)。

（2）建筑分A、B类。A类建筑：可通过开启外窗方式利用自然通风达到室内温度舒

适要求，从而减少空调系统运行时间，减少能源消耗的建筑；B类建筑：因建筑功能、规

模等限制或受建筑物所在周边环境的制约，不能通过开启外窗方式利用自然通风，而需常

年依靠机械通风和空调系统维持室内温湿度舒适要求的建筑。

（3）电力碳排放因子根据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电力二氧化碳碳排放因子》

选取，其中：2021年为0.4743kgCO2/kWh；2022年为0.5227kgCO2/kWh。天然气燃烧碳排

放因子:2.16 kgCO2e/Nm3。

表A0.2 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的平均能耗指标列表

建筑类型
供暖耗电量

（kWh/(m2∙y)）
供冷耗电量

（kWh/(m2∙y)）

居住建筑 3.3 12.5

办公建筑
建筑面积≤20000m2 20.3

建筑面积>20000m2 29.9

旅店建筑
建筑面积≤20000m2 44.1

建筑面积>20000m2 39.6

商业建筑 59.9

医院建筑 80.2

学校建筑 15.8

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其中供

暖空调系统能耗和照明能耗参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进行分解（供

暖空调系统的能耗约占40％～50％，照明能耗约占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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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重庆市绿色低碳建筑碳减排量核算报告提纲

核算报告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项目基本信息

1.1 概况

1.2 地理位置

1.3 项目绿色低碳建筑的类型

1.4 项目运营情况

1.5 没有注册其它减排机制的声明

2 算指南应用说明

2.1 适用条件

2.2 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3 项目减排量的计入期和核查期情况

3.1 计入期情况

3.2 核查期情况

4 项目碳排量计算

4.1 基准线情景确定

4.2 基准线碳排放量计算

4.3 项目碳排放量计算

4.4 碳排放量核算结果

5 碳减排核算报告结论

6 数据来源与监测程序

6.1 监测数据和监测程序

6.2 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7 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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