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碳汇遥感评价技术规范》解读

日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城市碳汇遥感评

价技术规范》（DB4403/T 348—2023）（以下简称《技术规范》）。

一、编制背景和必要性

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此后的气

候雄心峰会上，我国宣布了更具体的目标：到 2030 年，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森林蓄积

量将比 2005 年增加 60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

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我国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既是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自身发展大势使然，是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决策。深圳市“十四五”规划提

出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巩固提升环境品质，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

服务等发展目标。

为应对气候变化，欧盟建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该体

系是世界首个主要的、也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在 2020 年 3 月发



布了《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等 11 项国

家标准，其中包括发电企业、镁冶炼企业、民用航空企业、

水泥生产企业等 10 类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生态环境部将通过部署开展达峰行动，加强与地方、部门、

行业沟通协调，统筹推进地方和行业部门落实达峰目标，未

来将出台与《大气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

源法》、《煤炭法》衔接的《气候变化应对法》。

作为保障人居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

植被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碳汇是指通过

植树造林、加强森林经营管理、减少毁林、保护和恢复森林

植被等活动，利用植被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科学

计量监测城市植被碳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战略部署的有力支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 2019 年

11 月印发《2018 年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

皮书，强调要积极培育森林资源，不断增强碳汇功能，全面

加强生态保护，有效减少碳排放。广东省于 2016 年 9 月发布

了《林业碳汇计量与监测技术规程》由广东省林业厅归口上

报，主管部门为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于 2013 年 1

月发布了《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程》由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归口上报，主管部门为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上海市于

2020 年 7 月发布了地方标准《城市森林碳汇计量监测技术规

程》，主管部门为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深入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把自然生态作为城市建

设发展的基底，依据生态格局统筹生产生活布局，率先建成

绿色低碳、美丽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城市。因此，

制定城市碳汇地方标准是深圳市实现“十四五”规划，达成

本世纪中叶远期发展目标的必要一步，也是深圳市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

范例的应有一步。

随着地理信息的发展和遥感技术的成熟，遥感方法被广

泛运用于城市碳汇的评价。遥感技术作为利用遥感技术揭示

城市空间结构和生态格局的发展与变化，有助于引导城市健

康的方向发展，提高人居环境质量。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不

断发展，遥感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环境监测和生态监管，

促进对卫星遥感技术应用技术标准的需求。

二、主要亮点

《技术规范》规定了城市碳汇遥感评价的流程和方法，

强调了遥感技术在城市碳汇评价中的重要性，充分考虑深圳

市碳汇遥感评价的实际情况，适用于深圳市生态监管、环境

监测与评估工作。《技术规范》借鉴了国内外相关评价标准，

收集和综合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从资料收集与数据处理、净

初级生产力数据获取、城市碳汇遥感计算、地面核查、城市

碳汇评价分析等方面阐述了深圳陆地碳汇遥感评价流程，同

时详细描述了净初级生产力计算方法和地面核查要求。《技



术规范》规定的技术内容及要求应科学、合理，具有适用性

和可操作性。

三、标准实施的效益和建议

《技术规范》对城市碳汇遥感评价做出了系统化、专业

化的规范性指导，有利于推动深圳市陆地碳汇遥感评价工作

标准化，为深圳市开展城市碳汇遥感评价、城市生态服务评

估和城市规划修编等相关技术工作提供了参考。该文件发布

实施后，在今后深圳市陆地碳汇遥感评价工作过程中，涉及

到本技术规范的过程中，可以依据本文件执行。随着贯标工

作的持续开展以及各级政策的不断调整，为保障标准的先进

性和科学性，需及时收集社会各界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不断

丰富该标准以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归口，由广东省深圳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站、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与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共同承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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