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ZJSEE XXXX-YYYY 

 — 26 — 

附件 7 

 

电网新型电力系统碳减排贡献核算规范 

编 制 说 明



T/ZJSEE XXXX-YYYY 

1 

  
目  次 

1 编制背景 ........................................................................... 2 

2 编制主要原则 ....................................................................... 2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 2 

4 主要工作过程 ....................................................................... 2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 3 

6 案例应用 ........................................................................... 3 

  



T/ZJSEE XXXX-YYYY 

2 

1 编制背景 

随着全球范围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关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目标。

我国正积极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为深入贯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

提出的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的相关要求，制定标准科学开展电网新型电力系统碳减排贡献的核算，更好发挥新型电力系统对可

持续发展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电网已投入建设较多新型电力系统工程，具备较多减排情景，但许多情景的减排机理尚未经过

识别，亦缺乏对应的量化方法，无法对其碳减排贡献进行精准量化。并且目前的碳减排量化方法只针对

项目自身，缺乏对全社会降碳贡献的多维度、全方位减排量化方式。本标准旨在弥补当前电网新型电力

系统在能源结构优化降碳、节能减排降碳以及碳抵消等多个碳减排贡献维度量化经验的不足，实现新型

电力系统“输-变-配-用”建设项目的多维度碳减排量化，全方位展现电网项目对于社会的降碳价值。 

2 编制主要原则 

为保证先进性、适用性等，本文件主要根据以下原则编制： 

a）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国家节能环

保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规划为根据，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促进如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b） 注重与电网企业低碳领域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技术标准等协调； 

c） 注重电网新型电力系统项目特殊要求及碳减排量化实际工作等方面的经验积累，并考虑主要

电网新型电力系统项目技术动态、技术文件等，保证标准的技术先进性、经济适用性； 

d） 注重电网碳减排关键技术指标和参数的可证实性，指导各类电网新型电力系统项目的碳减排

量化工作的开展及专项技术规范的编制，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实施可靠性。 

3 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 

国内外关于碳减排量核算的标准较多，但关于电网新型电力系统项目减排贡献的核算标准较少。其

中国外主要从温室气体核算和减排活动量化等方面建立标准化体系。例如GHG Protocol《温室气体核算

体系》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提供了温室气体核算方面的标准和指导；ISO 14064-2:2019《温室气体 第

2部分:项目层级温室气体减排或清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指南》规定了项目层面上温室气体（GHG）

减排活动量化、监测和报告的原则、GHG项目的说明以及对GHG项目的要求等。国内主要从项目的温室气

体减排量核算及电力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建立标准化体系。例如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

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用于指导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的编制，也可

为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提供参考；GB/T 32151.2-2015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2部分：电网企业》规定了电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算和报告相关的术语、核算边界、核算步骤与

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内容和格式等。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不矛盾、不抵触。 

4 主要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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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022年3月，标准制定牵头单位开展标准相关数据和市场调研并制定《电网新型电力系

统碳减排贡献核算规范》初稿。 

2022年9月20日，召开《电网新型电力系统碳减排贡献核算规范》标准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对标准

内容框架和制定原则进行了讨论，对标准制定工作提出建议和方向。 

2022年9月～2023年3月，标准工作组对标准涉及内容开展调研、数据收集、案例分析和文献搜集等

前期工作。 

2023年3月至2023年9月，标准工作组对标准涉及内容开展研究。 

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标准工作组召开多轮专家会议，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标准草案。 

2024年3月至2024年9月，标准工作组征集标准涉及的新型电力系统项目案例，根据标准内容对案例

进行验证试算，保证标准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024年9月至2025年6月，标准工作组根据案例验证结果对标准内容进一步完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5 标准结构和内容 

本章规定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根据标准工作组会议讨论结果，本标准适用于指导各类电网新型电力

系统项目的碳减排贡献核算工作，也可为电网新型电力系统项目碳减排贡献评价提供参考。主要结构如

下：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一般要求 

5.核算步骤 

6.核算方法 

7.数据来源 

6 案例应用 

杭州泛亚运城市级低碳综合示范项目依据本标准对其碳减排贡献进行量化。 

示范项目主要包括低频柔性输电示范工程项目、零碳认证变电站项目、主场馆智能绿网项目、碳电

协同微电网群项目和氢电耦合园区示范工程项目五个子项目。量化时间自2021年4月28日开始至2023年

12月31日结束。 

依据本标准，对各项子工程碳减排情景进行识别，最终具体识别情况如下： 

表1：杭州泛亚运城市级低碳综合示范项目碳减排情景识别分析表 

维度 项目名称 减排机理 减排情景 

输电 

低频柔性输

电示范工程

项目 

减少线路阻抗，降低传输线损； 
节能降耗，减少电量传输过程中

的损耗 

减少传输无功，提高传输效率； 节能降耗，减少电网设备投入 

供区潮流互济，减少设备投入； 节能降耗，减少电网设备投入 

供区潮流互济，降低供区网损 
节能降耗，减少电量传输过程中

的损耗 

变电 屋顶户用光伏，减少外购电 能源结构优化，可再生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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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认证变

电站项目 

直流配电系统，降低能耗 
节能降耗，减少电量传输过程中

的损耗 

绿化种植，绿化碳汇 碳抵消，固碳 

购买CCER，抵消碳排放 碳抵消，碳信用抵消 

配电 
碳电协同微

电网群项目 

光伏发电，减少外购电 能源结构优化，可再生能源使用 

微网群运行，提高光伏就地消纳能力 
节能降耗，减少电量传输过程中

的损耗 

微网群运行，削峰填谷 
能源结构优化，参与电力需求响

应 

用电 

主场馆智能

绿网项目 

楼宇数智低碳运行，降低建筑运行能耗 节能降耗，减少终端用电 

绿色电力专项交易，提高绿电占比 能源结构优化，可再生能源使用 

氢电耦合园

区示范工程

项目 

光伏发电，绿电直接使用/转化为热能使用 能源结构优化，可再生能源使用 

光伏发电，转化为氢替代车用油 
能源结构优化，终端清洁能源替

代化石燃料使用 

氢电耦合，提高光伏就地消纳能力 
节能降耗，减少电量传输过程中

的损耗 

氢电耦合，减少氢气远距离运输 
节能降耗，减少电量传输过程中

的损耗 

氢电耦合，氢储能削峰 
能源结构优化，参与电力需求响

应 

 

依据识别出的各子项目碳减排情景，参考本标准各情景的碳减排贡献核算方法计算得出杭州泛亚

运城市级低碳综合示范项目碳减排贡献量为47698.77tCO2e。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项目名称 时间周期 减排贡献tCO2e 

分项目 

低频柔性输电示范工程项目 
2023.6.30-

2023.12.31 
41010.5 

零碳认证变电站项目 
2022.5.1-

2023.12.31 
840.12 

碳电协同微电网群项目 
2023.11.1-

2023.12.31 
392.63 

主场馆智能绿网项目 
2021.4.28-

2023.12.31 
5426.05 

氢电耦合园区示范工程项目 
2022.12.1-

2023.12.31 
29.47 

总计 杭州泛亚运城市级低碳综合示范项目 
2021.4.28-

2023.12.31 
4769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