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标准制订的背景和必要性 

（一）国际背景 

全球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 10%-12%，其中

畜牧业贡献了 30% 以上的甲烷（CH₄）和 70% 的氧化亚氮

（N₂O）排放。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显示，全球鸭肉

消费量年均增长 2.3%，肉鸭养殖的碳排放问题日益凸显。国

际社会对农业减排的关注度持续提升，欧盟 “从农场到餐桌” 

战略、美国《清洁竞争法》等政策均要求农产品披露碳足迹

信息。 

（二）国内背景 

中国农业碳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10.5%，其中畜牧业

贡献了 54% 的农业碳排放。肉鸭养殖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

来自饲料生产（占 40%-50%）、肠道发酵（20%-30%）和粪便

管理（15%-25%）。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

明确要求建立畜禽产品碳足迹核算体系，肉鸭作为重点品种

需率先突破。 

国内肉鸭养殖以中小散户为主，生产环节数据碎片化、

核算方法不统一，导致碳足迹结果缺乏可比性。例如，湖北



 

省 2022 年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 110.49 万吨，畜禽

粪污处理不规范是主要原因 18。标准的制定将统一核算边界

（如饲料种植、养殖、加工、运输）、规范数据采集方法，为

企业减排提供技术依据。 

（三）必要性 

欧盟 CBAM 要求出口企业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

数据，若无法达标，每吨鸭肉可能面临约 1.8 万元的额外

关税。标准的制定将帮助企业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核算体系，

避免出口受阻。例如，青岛寰宇公司通过碳足迹报告成功获

得意大利订单，证明数据透明化是国际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 

二、标准制定流程及主要参与单位 

（一）任务来源 

为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落实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发改

环资〔2023〕1529 号）的精神，加快提升我国重点产品碳足

迹管理水平，促进相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引导绿色低

碳消费，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牵头

组织“肉鸭碳足迹核算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二）主要参与单位 

成立标准起草小组，主要起草专家有： 



 

韩  雪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李迎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  

孙  媛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王  静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副秘书

长 

宝  哲 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副研究

员  

郭李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  

马  欣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  

马  芬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  

娄翼来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博士后  

（三）工作流程 

（应包含起草、征求意见、送审等环节的时间及具体情

况） 

2024 年 6～8 月，组建项目团队，制定实施方案，并收

集和整理有关规程的文献、专利和标准等资料。 



 

2024年9～10月，量化关键参数，撰写标准与编制说明，

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4 年 11 月，组织标准编制专家研讨会，根据专家意

见进行修改完善，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12～2025 年 1 月，开展标准征求意见稿专家函

审工作，根据评审意见继续修改标准，并进行专家交流讨论，

形成送审稿。 

2025年2月，组织标准编制评审会，听取评审专家意见，

继续修改完善，完成报批稿。 

2025 年 3 月，根据报批稿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直至合格。 

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根据国家现行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具体原

则如下： 

a) 协调一致原则：与已经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体

系相协调。 

b）技术可行性原则：标准包括的核算和监测方法在现有

的技术水平下可以完成肉鸭碳足迹评价和报告。 

c）适用性原则：核算方法和监测方法适用于我国主要的

肉鸭碳足迹核算； 



 

d）全过程核算原则：评价肉鸭养殖主要过程的碳足迹，

包括从原材料获取到养殖场边界。 

（二）编制方法 

a）分析与汇编现有肉鸭碳足迹来源； 

b）对比与研究国内外主流碳排放评价方法和指南； 

c）分析已发布的相关标准，保证和现有标准一致； 

d）实地考察我国典型肉鸭养殖区域及养殖活动； 

e）专家咨询与论证。 

3、参考资料 

GB/T 24067-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

南 

GB/T 44903-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

求 畜产品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ISO 14040:2006,IDT)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ISO 14044:2006,IDT) 

PAS 2050 & ISO 14067 产品服务碳足迹核查规则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办公厅 

2019 年对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修订，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CLCD-China 0.9，中国生命周期基础数据库 

CLCD-China-ECER 0.8，中国生命周期基础数据库 

Ecoinvent 3.8，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估数据库 

（三）肉鸭碳足迹评价框架示意图 

肉鸭养殖过程按照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分组，包括从原材

料获取到养殖场边界的 GHG 排放和清除 (见图 1)。 

 

饲料原料种植过程的 GHG 排放量：包括饲料原料种植所

需的农资生产运输排放、农田氧化亚氮排放、农机具和灌溉

耗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饲料加工运输单元：饲料原料加工运输环节产生的 GHG

排放。 

鸭舍能源消耗产生的 CO2 排放量：鸭舍的能源消耗指供

暖、通风、照明和饮水、喂料系统的运行，包含化石燃料燃

烧和外购电力。 

饲料种植加工阶段 

碳排放 
养殖场生产阶段 

碳排放 

农资生产 饲料原料种植

GHG排放 

饲料加工 

能耗 CO2 

运输 

能耗 CO2 

场内 

能耗 CO2 
粪污管理 



 

废弃物处理：包括粪便和其他固体废弃物的存储、处理

和处置过程。需要考虑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的排放，

并将其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 

养殖企业减排抵消量：养殖企业输出的电力、热力，以

及沼气回收利用的甲烷，可以进行企业自身的抵消。 

图 1 肉鸭碳足迹评价范围 

（四）标准主要技术参数的制定 

本标准主要技术参数的确定主要参考了 RB/T 095 《农

作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

行) 》《2019 年对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修

订》以及相关国内外文件。 

（1）核算方法选择 

本标准主要参考《2019 年对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

清单指南的修订》及我国现行相关标准 PAS 2050 & ISO 

14067 《产品服务碳足迹核查规则》、GB/T 44903-2024 《温

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畜产品》等相关文件的

方法。肉鸭养殖 GHG 排放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 》或 IPCC 推荐的排放因子法。饲料原料获取阶段碳

排放与农资投入、农田管理、农机具和灌溉耗能有关；运输

作业排放的参数主要与能源类型有关；养殖过程的碳排放主

要取决于饲料类型和用量、鸭舍运营耗能能源类型以及动物

粪污的处理方式。排放因子取值的优先序为：1）养殖企业自



 

行测定；2）适宜于我国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

行）》的推荐值；3）基于全球数据编制的《2019 年对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修订》的推荐值。 

（2）数据获取 

针对肉鸭养殖管理措施数据，按照要求详细记录基本信

息包括肉鸭出栏数、批次、重量、饲养周期；饲料种植加工

运输包括饲料用量、运输距离、运输车燃料类型；养殖阶段

包括动物挥发性固体排泄量、粪便管理方式、化石燃料消耗

量、购入电力、热力量、输出沼气量等管理措施具体的时间、

使用量和使用工具；针对估算法中排放因子的取值，参照

IPCC 推荐的排放因子、《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

或《2019年对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修订》。 

四、与现行标准协调性 

（一）与国际标准的关系 

关于碳足迹或温室气体估算，国际上现存两项标准（或

规程），但缺少针对肉鸭的标准或规程。这两项国际标准为：

“ISO 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

和指南”“BS PAS 2050-2011：商品和劳务的生命周期温室气

体排放的评估规范”。与国际两项标准相比，本技术规程的区

别在于：（1）更具有针对性。国际标准针对所有行业的产品，

而本标准针对我国肉鸭养殖，包含的碳足迹更加全面和详细；



 

（2）更具有可操作性。国际标准只提供了通用的评价思路和

准则，而本标准能提供针对我国肉鸭的生命周期碳排放的估

算方法、关键系数和数据来源。 

（二）与其他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将与《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低碳产

品认证技术要求》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协调，确保评价

方法的科学性和一致性。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将充分考虑与现有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的衔接，避免重复和冲突，确保标准的系统性和全面

性。 

五、本标准征求意见及处理情况 

（一）征求意见范围 

经过调研和预研，并按 2024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召开的

标准编写研讨会的要求，编制完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2025 年将广泛征求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检测机构、生态环保部门、相关企业等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 

通过官方网站、公开平台、邮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不低于一个月时间）。 

（二）意见汇总处理 

 按照汇总收到意见的总条数进行详细分类。   



 

 按汇总意见性质进行分类处理（分为技术性意见、编辑

性意见、原则性意见），并说明采纳、部分采纳或未采纳的情

况及理由。   

六、与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协调性 

已经与我国现行的相关标准进行了比较，具有协调性。 

根据国家现行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具体原

则如下： 

a) 协调一致原则：与已经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体

系相协调。 

b）技术可行性原则：标准包括的核算和监测方法在现有

的技术水平下可以完成肉鸭碳足迹评价和报告。 

c）适用性原则：核算方法和监测方法适用于我国主要的

肉鸭碳足迹核算； 

d）全过程核算原则：评价肉鸭养殖主要过程的碳足迹，

包括从原材料获取到养殖场边界。 



 

七、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的贯彻实施，要求实施肉鸭碳足迹评价的机构或

企业组织配备具有本科学历相关专业的人员，并开展标准和

技术要求的培训，合理分配人员负责并开展基准线和活动实

施区域饲料种植加工阶段、养殖场生产阶段温室气体的记载、

调研和监测工作。培养或委托 2 名专业人员负责数据库构建

和数据分析等工作，使肉鸭碳足迹评价符合可监测、可报告、

可核查的原则。 

（一）标准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本标准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目前肉鸭养殖的实际情况，借

鉴国际畜产品碳足迹评价的经验，从当前以及未来肉鸭养殖

发展趋势的角度而制定的。 

本标准的碳足迹包含从原材料获取到养殖场边界的碳

足迹。具体包括饲料原料种植、饲料种植所需农资生产及运

输、饲料加工及运输、养殖场内能耗、粪污处理等主要环节。 

需要收集的肉鸭养殖活动数据主要包括肉鸭出栏数、批

次、重量、饲养周期；饲料种植加工运输包括饲料用量、运

输距离、运输车燃料类型；养殖阶段包括动物挥发性固体排

泄量、粪便管理方式、化石燃料消耗量、购入电力、热力量、

输出沼气量等管理措施具体的时间、使用量和使用工具等。

上述数据为养殖日常活动的基础数据，通过日常的监测或记



 

录易获得。碳足迹评价的参数，基本采用《2019 年对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修订》或《省级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指南》等国内外具有影响力指南或数据库的默认值。整

个核算过程简单易行，技术要求相对不高，具有技术的可行

性。 

（二）标准实施的经济可行性 

肉鸭碳足迹评价技术指南的实施在经济上具有可行性。

标准的实施将提高肉鸭碳足迹核算的准确性，帮助核算主体

明确肉鸭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现状，通过对比不同的肉鸭养

殖技术，明确选择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高产低排放技术，逐

步淘汰和更新高排放技术和设备，从而实现减排降耗。此外，

标准的实施还可以提升产品的综合节能和温室气体排放管

理水平，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为未来加入碳交

易市场创造条件，实现资产运作，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可

行的。 

八、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10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