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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  服装》解读 

 

《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  服装》已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发布，于 2023 年 1 月 1日实施，现就编制背景、主要内

容解读如下： 

一、为什么编制《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  服装》 

自 2006 年至今，国际上已有 13 个国家和地区在食品、

印刷品、纺织品、电子产品等终端产品中推广产品碳标签，

将产品温室气体排放信息以标签的形式公之于众，引导低碳

消费、实现绿色生产、缓解气候变化。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我国和深圳层面均提出探索建立碳

标签制度、制定相关技术规范、推动粤港澳碳标签互认等一

系列政策规划。其中，《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制定

重点行业和产品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的工作任务；《2030 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

足迹标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粤港

澳碳标签互认机制研究与应用示范”的要求；《深圳率先打

造美丽中国典范行动方案（2020-2025年）》中明确“全面建

设产品碳标签制度，率先研制产品碳足迹评价标准体系”的

重点任务； 《深圳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指出“探

索建立产品碳标签制度，研究制定产品碳足迹评价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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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品碳足迹评价试点和产品碳排放基础数据库建设”。 

纺织服装业作为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尚未完全摆脱高能

耗、高排放的现状，是制造业中能源消耗较大的行业之一，

也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我国是服装生产和出口大国，

每年服装出口金额超过 1000 亿美元，远远大于服装进口金

额。我国服装行业主要的出口目的国包括欧盟、美国、东盟

以及日本等已相继开展碳标签制度。我国出口的纺织服装产

品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碳标签或碳关税等要求的限制，从而

影响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纺织工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同样提出，要建立绿色制造体系，加强纺织绿色制造基

础管理、推广先进绿色制造技术、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在国际气候政治以及国内绿色发展政策的双重压力下，

开发研制服装产品碳足迹评价方法显得十分迫切，有助于企

业全方位了解产品排放情况，识别减排机会，促进企业创新

生产工艺、转变生产和经营方式。目前，深圳市碳标签研究

实践工作缺乏评价标准体系的支撑，仅有 SZDB/Z 166《产品

碳足迹评价通则》对产品碳足迹评价的一般要求做出规定，

尚未建立针对具体产品种类的评价技术规范。产品碳足迹评

价基于生命周期理念，贯穿产品的原材料获取、生产、运输、

使用和生命末期等阶段，涉及的评价步骤繁多，不同种类产

品评价在功能单位、系统边界、数据收集等方面有不同的要

求。放眼国际，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发布了具体产品的评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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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利于产品碳标签的顺利推行。本项目提出编制针对服

装产品的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以国内外产品碳足迹评

价通则为基础，结合服装产品特点，细化其全生命周期过程

碳足迹量化的流程及具体要求，是在完善深圳市产品碳足迹

评价标准体系的基础上，为企业、认证机构、政府部门等相

关方提供一个接轨国际、统一、透明且可追踪的碳足迹量化

方法，为粤港澳大湾区碳标签互认奠定基础，为深圳市乃至

国内服装产品的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为有效应对

国际碳标签认证要求提供方法保障。 

二、本文件的总体结构和部分内容说明 

《产品碳足迹评价技术规范  服装》文件结构包括 8 个

章节，一个资料性附录，一个规范性附录。以下对文件中的

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 

（一）第一章：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服装产品碳足迹评价的功能单位、系统边

界、数据收集、分配与计算、产品碳足迹通报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 GB/T 23560—2009《服装分类代码》中代

码为 01、02、03、04、05、99 的服装的产品碳足迹评价。 

（二）第二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包括

GB/T 15557—2008《服装术语》、GB/T 23560—2009《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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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代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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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DB/Z 166《产品碳足迹评价通则》。 

（三）第三章：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 8个术语和定义，

包括服装产品、功能单位、生命周期、单元过程、取舍准则、

初级数据、次级数据、分配，主要参考了国家标准 GB/T 15557

—2008《服装术语》、GB/T 24040—2008《环境管理  生命

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和深圳市地方标准 SZDB/Z 166《产

品碳足迹评价通则》。 

（四）第四章：功能单位 

本章节规定了服装产品碳足迹评价的功能单位为 1件服

装产品，并提供了功能单位示例。 

（五）第五章：系统边界 

本章节主要介绍了服装产品的系统边界和取舍准则。服

装产品系统边界原则上宜包括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

包括原材料获取阶段、生产阶段、分销阶段、使用阶段和生

命末期阶段 5 个阶段。在 SZDB/Z 166 规定的产品系统要素

的基础上，针对服装产品的特点进行了细化，描述各生命周

期阶段应纳入的过程。 

（六）第六章：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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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主要介绍了服装产品碳足迹评价的数据要求，包

括数据质量要求、数据抽样和数据收集要求。其中数据收集

要求包括产品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数据收集要求。 

（七）第七章：分配与计算 

本章节主要介绍了分配与计算原则，规定了分配应根据

GB/T 24040—2008及 GB/T 24044—2008中规定的分配程序，

规定了计算的基本要求、方法、公式和单位。 

（八）第八章：产品碳足迹通报 

本章节主要介绍了产品碳足迹可采取的通报方式，包括

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产品碳足迹标识和产品碳足迹声明。

规定了系列产品（如不同颜色、不同尺码等）的通报方式。 

（九）附录 A：服装产品碳足迹评价数据收集表 

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本章节给出了服装产品碳足迹评

价数据收集表，提供了面料/里料生产过程数据收集表及服

装生产过程数据收集表。 

（十）附录 B：使用阶段情景内容 

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本章节给出了部分服装产品生命

周期内的洗涤次数参考值、单位功效的耗电量及用水量的参

考标准及洗涤剂的参考标准及假定方式。 

三、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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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深圳

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