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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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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长安大

学、兴业经济研究咨询有限公司、广东省交通开发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静静、李悦、黄全胜、李明君、吴冰、郭凯、张瑜、龚正君、刘状壮、钱立华、傅程、

刘玉斌、尹春哲、王东梅、张曦、郑玲、袁彦婷、唐志昂、刘如云、江春霞、阳能、何晓南、王建军、吕顺茂、
刘玉松、柴彤、方一飞、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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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双碳”战略,国家从顶层设计构建了“双碳”战略“1+N”政策体系,各行各业都在以“双
碳”战略为指导落实绿色低碳行动。交通运输业是工业、建筑之后的第三大碳排放源,交通运输业低碳

发展势在必行。
为切实推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转变管理方式、降低碳排放,特制定本文件供行业相关方使用,旨在

指导交通运输企业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不断改进碳绩效,引导企业有序参与“双碳”行动,助力交通运

输业尽快实现“双碳”目标。
本文件将策划-实施-检查-改进(PDCA循环)理念引入交通运输企业碳排放管理,以建立科学合理、

不断提升完善的碳排放管理体系。
———策划:理解企业所处的环境,建立碳排放方针和碳排放管理团队,考虑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

施,进行碳排放评审,识别主要碳绩效参数、碳排放基准、目标和指标,以及必要的措施计划,该
计划与企业的碳排放方针一致,用以实现碳绩效改进的结果。

———实施:实施措施计划、运行和维护控制、信息交流,确保人员能力,并在设计和采购时考虑碳

绩效。
———检查:对碳绩效和碳排放管理体系进行监视、测量、分析、评价及管理评审。
———改进:采取措施处理不符合项,并持续改进碳绩效和碳排放管理体系。
本文件编制过程参考GB/T23331—2020的组织架构,提高与现有管理体系的协调性,在能源管理

体系架构基础上融入碳排放管理体系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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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企业碳排放管理体系 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立、实施、保持并持续改进碳排放管理体系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路运输、道路运输、航空运输、铁路运输、邮路运输及交通运输新业态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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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233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室气体 greenhouse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本文件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
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NF3)。

[来源:GB/T32150—2015,3.1]

3.2 
管理体系 managementsystem
用于建立方针、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
注1:一个管理体系可关注一个或多个领域(例如质量、环境、能源、职业健康和安全等)。
注2:体系要素包括组织结构、角色和职责、策划和运行、绩效评价和改进。

[来源:GB/T23331—2020,3.2.1,有修改]

3.3 
相关方 interestedparty
能够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影响,或感觉自身受到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
示例:相关方可包括顾客、社区、供方、监管部门、非政府组织、投资方和员工。

[来源:GB/T23331—2020,3.1.5]

3.4 
碳排放管理体系 carbonemissionmanagementsystem
用以建立碳排放管理方针、目标、过程和程序以实现预期目的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要素的集合。

3.5 
碳排放方针 carbonemissionmanagementpolicy
企业最高管理者发布的有关碳绩效的宗旨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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