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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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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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节能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英杰、王慧丽、李宇涛、黄毕尧、毛振刚、 曲红、李大双、项飞勇、徐泽良、

王雷、蔡玲、郑恒平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灏天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中电企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节能协会、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君鑫贵金属科技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森欣低碳科技有限公司、通联

（深圳）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煤（浙江）智能钻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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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明确了企业零碳信用评价的原则，制定了企业零碳信用评价的指标体系，旨在增强企业积极履

行零碳承诺的意愿、能力、行为及其水平，有效提高企业绿色低碳的环境责任意识，提升零碳信用水平，

促进企业及相关行业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为实现碳中和贡献企业力量。

本文件参考 GB/T 23794-2023《企业信用评价指标》等相关内容，从零碳履约意愿、零碳履约能力和零

碳履约行为三个维度对企业零碳信用状况进行评价，力求客观公正、科学规范、适情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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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零碳信用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零碳信用评价的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方法、等级划分和评价程序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方评价机构对企业开展的零碳信用评价活动，也可用于企业内部自评活动。

注：本文件中企业指法人企业，其他企业可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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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2117—2018 信用 基本术语

GB/T 23794—2023 企业信用评价指标

ISO 14068-1 : 2023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Transition to net zero — Part 1 : Carbon

neutrality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信用 carbon credit

可交易的证书，代表来自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或温室气体去除增强的一吨二氧化碳当量。

[来源 :ISO 14068-1 : 2023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Transition to net zero — Part 1 : Carbon

neutrality]

3.2

企业零碳信用 enterprise credit of zero-carbon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承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

注：“双碳”目标影响了企业的发展环境、企业的碳排放义务与权利、企业环保和技术投入，影响了企业的资源价值、

资产价值、发展战略，进而影响企业履行承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

[来源:GB/T 22117—2018,2.6,有修改]

3.3

企业零碳信用评价 enterprise credit evaluation of zero-carbon
对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承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的综合评价活动，评价结果用特定符号标明其

信用状况的级别。

[来源:GB/T 23794—2023,3.1,有修改]

3.4

企业零碳诚信管理 enterprise integrity management of zero-carbon
根据企业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承诺，跟踪承诺的意愿、能力和行为兑现的过程，开展对承诺兑现情况的

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实施改进措施等一系列相互关联活动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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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23794—2023,3.2,有修改]

4 评价原则

4.1 全面性

评价应全面考量企业生产运营、质量品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技术措施等情况，引导企业以实现

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为目标，使用绿色、低碳或负碳的原料、工艺、技术和装备等，采用完善的、科学的、

先进的二氧化碳排放管理体系、制度和措施，持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4.2 客观性

在第三方评价过程中，应秉持客观、公正、独立、合规的原则。评价应以事实和真实证据为依据，评

价数据来源应真实可信、权威、具有代表性和时效性；评价结果应真实准确地反映企业在零碳信用方面的

状况。

4.3 可行性

评价工作应遵从企业自愿原则，结合行业发展和企业实际情况，科学选取评价指标，合理设置评价体

系，重点关注企业围绕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实现所做的工作。

5 评价指标

5.1 总则

企业零碳信用评价指标分为基本指标和专项指标。

评价指标选取时，可根据被评价对象特征以及信用评价机构所掌握的资源情况，在符合本文件基本原

则的前提下，合理设置、调整或细化指标项。

一、二、三级基本指标详见附录A。

5.2 基本指标

5.2.1 零碳履约意愿

主要从以下二级指标进行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绿色低碳价值理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发展战略，关联企业品质，股东或实际控股人品

质等。

b)绿色低碳制度规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法人治理，规章制度，绿色低碳体系。

c)绿色低碳品牌形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绿色低碳品牌建设。

5.2.2 零碳履约能力

主要从以下二级指标进行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绿色低碳管理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诚信管理，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管理，环境管理，

节能管理，安全管理，质量管理，碳排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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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绿色低碳财务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盈利能力，发展能力。

c)绿色低碳市场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绿色低碳性能与市场占有率。

5.2.3 零碳履约行为

主要从以下二级指标进行评价，包括但不限于：

a)能源资源节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生产经营减排降碳情况，单位产值综合能耗下降率，

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率，产品/服务能源资源消耗等的控制，绿色化与资源环境影响。

b)可再生能源替代。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

c)碳清除和（或）碳抵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上游碳减排情况，碳固存情况，碳抵消。

d)公共信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司法信用，环保节能行政监管，异常状态，信用评价，绿

色低碳社会荣誉。

e)相关方履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融资信用，合同履约，信用承诺履约，社保与福利。

f)公益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级指标：绿色低碳公益慈善活动，绿色低碳知识产权公益。

企业零碳信用评价基本指标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5.3 专项指标

专项指标的选取应考虑不同行业类型、领域特点、特定应用场景等影响因素，结合基本指标体系形成

行业/领域评价规范，行业类型见附录B。

6 评价方法

6.1 概述

企业零碳信用评价应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科学的评价方法及模型，通过评价

实践持续完善，逐步形成标准化评价方法，并全面推广应用。

6.2 评价模型

评价模型得分采取加权平均法，具体如下：

a)二级指标得分计算公式：

= 1 τjyj ……………………………………

式中，

X ——二级指标得分；

τj ——第j个三级指标的权重；

yj ——第j个三级指标的得分；

l ——三级指标的数量。

b)一级指标得分计算公式：

1 wiX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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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 ——一级指标得分；

wi ——第i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xi ——第i个二级指标的得分；

n ——二级指标的数量。

c)综合得分计算公式：

Z =

式中，

Z ——综合得分；

φk ——第k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Tk ——第k个一级指标得分；

m ——一级指标的数量。

6.3 指标权重确定

根据被评对象所属行业类型（附录B），综合相关各方意见确定附录A各级评价指标的权重。指标权重

的确定方法可以采用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以及主客观综合集成赋权法。如可采用德尔菲法获取相关领

域若干名专家对权重的设定结果；或采用层次分析法收集相关领域若干名专家设定的权重，取平均值作为

该类成果评价指标的权重。

6.4 评价指标赋值

评价人员根据受评企业的相关材料赋予每项指标项分值。

6.5 综合得分计算

根据本文件6.2评价模型，依据相应权重，综合专家组和专业评价人员得分，获得企业零碳信用综合

得分，根据表1等级划分方法赋予相应等级。

7 等级划分及含义

企业零碳信用等级划分为三等十级，从高到低分为AAA、AAA-、AA、A、BBB、BB、B、CCC、CC、C。

等级划分标准与等级符号含义见表1。

对于近三年有过违法行为或有重大失信行为的企业采取“一票否决制”，直接评定为C级。

表1 企业零碳信用等级划分及含义

得分/总分 等级符号 含义

[95%,100%] AAA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极度自律

[90%，95%） AAA-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很自律

[85%，90%） AA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比较自律

[80%，85%） A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一般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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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第2页/共2页）

得分/总分 等级符号 含义

[75%，80%） BBB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尚能自律

[70%，75%） BB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自律性偏低

[65%，70%） B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自律性较低

[60%，65%） CCC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自律性很低

[50%，60%） CC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自律性极低

[0,50%) C 企业履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意愿、能力、行为自律性基本为零

8 评价程序要求

8.1 评价流程

根据企业零碳信用评价需求，组织人员开展初评，确定零碳信用等级，如有必要开展复评，发布最终

评价结果，保存评价过程与结果相关材料，全程开展企业零碳诚信管理（动态管理），根据需要开展复评。

最终评价结果以最近时期的相关数据为准。

图1 企业零碳信用评价流程

8.2 评价基本要求

评价机构应采取现场调研、统计分析、专家咨询等多种方式获取、核实相关数据。评价机构应遵循回

避利益冲突原则，建立合格的质量控制制度、 内部监督制度与档案保管制度。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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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合理确定零碳信用评价周期。根据评价对象的规模、生命周期阶段等特征，合理确定零碳信用评价

的周期，一般为一年，评价周期是多年的，应合理确定各年评价的权重大小。

b)数据的权威性。能源与财务数据应采用官方认可的数据；碳排放数据应参考相关单位认可的相关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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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企业零碳信用评价基本指标

企业零碳信用评价基本指标应符合表 A 的要求。

表 A 企业零碳信用评价基本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项说明

零碳

履约

意愿

绿色低碳

价值理念

发展战略 企业减排降碳战略制定情况，如相关愿景、战略目标、业务战略、职
能战略等。

关联企业品质

考量关联企业的绿色低碳行为、历史业绩和信用记录等情况对被评企
业的影响

注：关联企业主要指同一集团内的其他企业，同一法定代表人或同一股东
下的其他企业，被评企业的下属企业等。

股东或实际控股人

品质
考量有一定影响的股东，其在其他投资的企业类型、绿色低碳市场行
为、历史业绩和信用记录等对被评企业的影响

绿色低碳

制度规范

法人治理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团队职能职责履行记录情况

规章制度 企业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信用管理、危机管理等规章制度建设情况

绿色低碳体系
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绿色低碳、减排降碳管理制度制定情况，
产品、服务相关的清洁、绿色、低碳等认证情况，碳排放信息披露制
度建设情况等

绿色低碳

品牌形象
绿色低碳品牌建设 企业在零碳品牌建设方面的主观意愿、零碳目标设置和零碳实现路径

设计等

零碳

履约

能力

绿色低碳

管理能力

诚信管理 企业建立和运行诚信管理体系情况

组织机构与人力资

源管理

企业围绕碳减排设置相应组织机构，在绿色低碳人力资源规划、招聘、
培训、薪酬、绩效、员工关系等管理制度建设与实施情况

环境管理
企业围绕环境保护在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控制、环境管理行为、
环境管理信息披露、环境管理会计、环境管理绩效等方面的建设与实
施情况

节能管理 企业实施节能监测、能源审计、能源基准、组织能源测量、组织能源
平衡统计、管理评价、 自我评价、节能技术改造、节能评价等情况

安全管理 企业质量安全风险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和运行、安全生
产制度建设、安全生产事故处理等情况

质量管理
企业在标准管理、计量管理、认证管理、检验检测管理等方面的质量
管理基础建设情况;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和运行、承担产品质量责
任、落实节能减排管理等质量管理情况

碳排放管理 二氧化碳资源的核查、减排控排技术的管理、碳交易、碳汇管理等

绿色低碳

财务能力

盈利能力 企业资本增值能力，包括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报
酬率等

发展能力 企业发展壮大的潜在能力，包括资本保值增值率、主营业收入增长率、
三年营业利润平均增长率等

绿色低碳

市场能力

技术研发 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或使用能力及其在行业中的先进性

绿色低碳性能与市

场占有率
主要产品/服务绿色低碳性能满足标准要求与客户需求情况

零碳

履约

行为

能源资源

节约

生产经营减排降碳

情况
与基期相比减少碳排放量等

单位产值综合能耗

下降率
与基期相比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减少率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下降率
与基期相比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减少率

https://www.baidu.com/s?rsv_idx=1&tn=15007414_12_dg&wd=%E7%A2%B3%E4%BA%A4%E6%98%93&fenlei=256&usm=4&ie=utf-8&rsv_pq=ec53cab0001eb103&oq=%E7%A2%B3%E8%B5%84%E4%BA%A7%E7%AE%A1%E7%90%86&rsv_t=9a2crjo+4v4Wtt511Ji278SezHXE/2h2+mLW9+AlVVJfuyWBAnuVMBkxqgbnOhVIZDFEWA8&sa=re_dqa_zy&ic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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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增加值综合能

耗下降率
与基期相比单位产值增加值综合能耗减少率

产品/服务能源资

源消耗等的控制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率，不合格产品或服务下降率

绿色化与资源环境

影响

建设、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及产
生的环境影响力

可再生能

源替代

可再生能源消费占

比
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碳清除和

（或）碳抵

消

上游碳减排情况 与之密切相关的产业链上游企业/产品/服务碳减排情况

碳固存情况 增加除大气之外的碳库碳含量的过程，包括物理固碳和生物固存

碳抵消 企业通过新建碳汇林、购买碳配额、碳信用、边界外自主开发减排项
目进行清除和（或）抵消自身碳排放情况

公共信用

司法信用 企业涉及的司法裁判及执行情况

环保节能行政监管 企业在环保、节能方面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裁决、行政奖励、
行政监督检查、节能监察等方面的情况

碳相关监督管理 企业碳市场履约、相关方履约、碳排放配额清缴等方面监管情况

异常状态 企业经营（活动）异常名录（状态）情况

信用评价 企业在相关部门分类监管中的信用评价结果情况

绿色低碳社会荣誉 企业获得的绿色低碳领域市相关荣誉奖项情况

相关方履

约

融资信用 企业在银行、保险、担保等各类机构融资过程中的信用记录情况

合同履约 企业对供应商、分包商等各类合同条款的履行情况

信用承诺履约 企业对相关方作出信用承诺的履行情况

社保与福利 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和为劳动者实施劳动保护等情况

公益支持

绿色低碳公益慈善

活动
企业参与绿色低碳、减排降碳方面的公益活动、慈善捐助等情况

绿色低碳知识产权

公益
企业放弃绿色低碳、减排降碳专利权、公开专利技术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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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行业类型

企业零碳信用评价专项指标设计应考虑表 B 不同行业类型。

表 B 行业类型

行业类型 要求

C1 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参与全国碳交易的企业

C2
八大行业（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民航）中未被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企业，

自来水生产、港口、机场、水运、商场、宾馆、商务办公等行业企业

C3
直接从事碳中和主题的相关企业，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水能、氢能等可再生

能源行业及上下游产业的企业

C4
从事“节能降碳、零碳、负碳”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工程安装、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能源服务、第三

方专业技术服务等业务的企业

C5
商业银行、基金、证券、信托、保险、融资租赁、担保等行业中，开展绿色金融、碳汇、碳资产管理、

碳投融资等业务的企业

C6 不属于以上范畴的其他行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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