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规范》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完

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标准体系”。建立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

披露指标体系，对进一步提高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的

可计量性、可核查性和可检验性，具有重大意义。大湾区作

为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前沿，近年来对绿色债券环境效益

信息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

2020 年起，《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银发〔2020〕95 号）、《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

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办函〔2022〕219 号）等政策提

出在大湾区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相关标准，支持粤港澳环境

信息披露、绿色债券原则等绿色金融标准互认互鉴，为建设

大湾区统一的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标准提供了政策条件。

目前，内地和港澳绿色债券市场适用不同的环境效益信

息披露制度规则，相应的绿色行业分类目录和披露指标尚未

统一，不利于大湾区绿色债券市场规范发展，对投资者识别

大湾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带来了较大难度，不利于监管机构

开展数据统计和政策制定。因此，亟需构建大湾区统一的绿

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披露指标体系，助力提升大湾区绿色债券

环境效益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国际认

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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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大湾区绿色债券市场环境效益信息披露痛点难

点，建立大湾区统一的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体系，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央结算公司”）

深圳分公司联合深圳市绿色金融协会（简称“深圳绿金协”），

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指导下，组织编制《绿色债券

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规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债券

环境效益信息标准共建。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文件是深圳绿金协 2023 年 8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

企业碳评级技术规范>等五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的立项

项目，由中央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绿金协作为牵头单

位，联合广东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广东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深

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排放权交易所、香港品质保证局、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中华（澳门）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

司、绿色评估认证机构及港澳金融机构代表等 14 家机构组

成起草工作组。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预研阶段

2023 年 4 月，中央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立项《大湾区绿

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研究》课题，以课题形式启动

标准预研，立足大湾区实际，借鉴国际实践，借鉴吸收有益

做法，把握一般规律，研提大湾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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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指标体系、标准互认路径及相关工作建议。课题开展期间，

中央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召开 2 次交流研讨会议，组织起草

组成员单位对课题开展中期评审、结题评审，并邀请自律组

织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

代表出席评审，课题于 2023 年 12 月顺利结项，为标准草案

的编制打下良好基础。

2.标准立项阶段

2023 年 3 月，中央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绿金协作

为项目承担单位，以《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规范》

申报深圳市绿色金融协会团体标准。2023 年 8 月 24 日，项

目正式立项。

3.标准草案编制阶段

2023 年 9 月，中央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绿金协牵

头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工作组于 2024 年 2 月形成标准草

案，并报送深圳绿金协。在标准草案编制过程中，工作组多

次组织研讨交流，广泛吸收绿色金融相关管理部门、专业机

构、金融机构的意见建议。

4.征求意见阶段

2024 年 4 月，工作组召开标准编制研讨会，邀请香港品

质保证局、中华（澳门）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等港澳

机构及各业态金融机构等十余位专家参会。会后，结合与会

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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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写规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的规定编写。

（二）编写基础

2021 年，中央结算公司基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2021 年版）》（简称《绿债支持目录》），试发布国内首

个定量衡量绿色债券细分领域环境效益信息的指标体系《中

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体系》（简称“中债绿

色指标体系”），并基于指标体系上线国际首个绿色债券环

境效益数据库。中债绿色指标体系和数据库上线以来，获国

内外专家高度评价。中央结算公司持续深化指标体系研究，

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企业标准《中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

披露指标体系》（Q/CCDC 00007-2022）。

中债绿色指标体系的编制遵循规范性、兼容性、简洁性、

完整性、针对性原则，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主流标准和发行

披露实践，较好兼容了中国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绿色债券

存续期信息披露指南》（以下简称《存续期信披指南》）、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绿色债券原则》、气候债券倡

议组织（CBI）《气候债券分类方案》、中欧《可持续金融

共同分类目录》涉及的行业分类和相关环境效益指标，对港

澳发行人开展环境效益信息披露具有适用基础；区分必选指

标和可选指标，定量定性相结合、以定量指标为主，在保障

指标体系可用的同时，尽可能好用、易用，降低实际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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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央结算公司在地方标准组织指导下，牵头制定

的深圳地方标准《金融机构投融资活动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

标要求》（DB4403/T 400-2023）已于 2023 年 12 月正式发

布；并正在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指导下，牵头制订金

融行业标准《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体系》。

（三）标准先进性说明

本标准在中债绿色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大湾区绿色债

券市场发展特点和披露实际，完善行业和指标设置，统筹考

虑国内外主流制度标准所涉及的绿色项目领域，针对港澳市

场绿色债券支持项目领域研究增设细分行业，设置各行业应

披露、鼓励披露的环境效益指标，首次打造适用于粤港澳大

湾区绿色债券市场各类绿色项目的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

体系。

行业设置方面，本标准以《绿债支持目录》行业分类为

核心设计 276 个行业分类。内地方面，本标准覆盖《绿债支

持目录》涉及的 203 个行业，能够覆盖《存续期信披指南》

行业分类和子项目类型，且行业分类设置更为全面细致，对

广东地区具有普遍适用性；港澳方面，本标准覆盖《绿色债

券原则》的 10 大类行业、《气候债券分类方案》设置的 8

类绿色行业、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设置的 72

类绿色活动、《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提出的 12 类绿

色经济活动，对港澳市场具有较好适用性（本标准与其他绿

色分类目录行业对比详见附件 1）。

指标设置方面，本标准包含 47 个环境效益指标。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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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本标准涵盖《存续期信披指南》的 25 项指标，且指

标类型更为丰富完整。港澳方面，港澳绿色债券目前主要参

考的披露指标规范为 ICMA 发布的《影响报告统一框架》，

包含 88 个环境效益类核心指标。经比对，本标准与 ICMA 相

同的指标 37 个、相同但不含相对指标
1
的 21 个，可换算的指

标 11 个，未覆盖指标 19 个（本标准与 ICMA 指标体系对比

详见附件 2），已较好兼容 ICMA 的环境效益指标，能充分反

映港澳市场披露情况。

四、主要条款说明

本文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范围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四）项目要素

（五）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说明

1．降碳类指标

2．减污类指标

3．资源综合利用类指标

4．扩绿类指标

5．其他定量类指标

6．定性类指标

（六）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体系编码说明

（七）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体系

1 ICMA 在部分指标中同时列举绝对值和相对占比两类指标形式，允许发行人仅披露其中之一。

大湾区绿色指标可覆盖其绝对值指标，描述的是同一类别环境效益，故可认为指标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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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

本文件未发现涉及相关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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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标准与其他绿色分类目录

行业对比

表 1：《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与本标准

行业对应关系
《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

目录》12 类经济活动
本标准对应行业

聚光太阳能热发电 LC013 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太阳能光伏发电 LC013 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风力发电 LC012 风力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营

城乡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与运营 LE025 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和运营

个人移动出行设备的建设和运

营、自行车物流服务

LE024 城市慢行系统建设和运营

LE026 共享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

海上货物运输 LG003 海上货物运输

海上旅客运输 LG004 海上旅客运输

污水污泥处理——厌氧消化 LA05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

非危险废物的源头分类收集和运

输
LE011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生活垃圾的利用与处理——厌氧

消化
LA057 城乡生活垃圾综合利用

新建建筑建造
LE004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

LE005 绿色建筑

既有建筑改建 LE008 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

资料来源：起草组根据《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等公开信息分析整理。

表 2：《气候债券分类方案》与本标准行业对应关系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
本标准对应行业

一级行业 二级行业 三级行业

能源——电

力和热力生

产

太阳能

产能设施 （电力和供

热）

供应链设施

基础设施

LC004 太阳能发电装备制造

LC013 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

和运营

风能
产能设施（电力和供热）

供应链设施

LC003 风力发电装备制造

LC012 风力发电设施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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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运营

地热能

产能设施（电力和供热）

供应链设施

基础设施

LC010 地热能开发利用装备

制造

LC020 热泵设施建设和运营

生物质能

生产生物燃料、生物质、

沼气的设施，包括燃料

准备、预处理和生物炼

制（超过 50%的生物质产

品用于能源使用）设施

产能设施（电力和供热）

供应链设施

基础设施

LC005 生物质能利用装备制

造

LC014 生物质能源利用设施

建设和运营

水电

产能设施

供应链设施

基础设施

LC006 水力发电和抽水蓄能

装备制造

LC015 大型水力发电设施建

设和运营

海洋可再

生能源

产能设施（电力和供热）

供应链设施

基础设施

LC011 海洋能开发利用装备

制造

LC018 海洋能利用设施建设

和运营

核能 产能设施
LC007 核电装备制造

LC016 核电站建设和运营

能源——传

输、分配和

存储

传输和分

配

基础设施

配电资产

信息通信技术/智能电

网应用程序

LC001 智能电网产品和装备

制造

LC002 智能电网建设和运营

存储
存储资产

设施

LC022 高效储能设施建设和

运营

交通——客

运、货运及

配套基础设

施

私人车辆

车辆

供应链设施

基础设施

LA060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

件制造和产业化

LA061 充电、换电及加氢设施

制造

LE030 充电、换电、加氢和加

气设施建设和运营

公共客运

交通

火车

公共汽车

LE025 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

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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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设施

基础设施

LE024 城市慢行系统建设和

运营

LG001 其他行业：客运铁路

货运铁路
火车

基础设施

LE028 货物运输铁路建设运

营和铁路节能环保改造

跨领域资

产
-

LE023 智能交通体系建设和

运营

LE022 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

建设和运营

水运 船舶
LG003 海上货物运输

LG004 海上旅客运输

水资源——

供应管理和

废水处理

水利基础

设施

水资源监测

储水

水处理

配水

防洪

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

产品

LA045 雨水的收集、处理、利

用

LA044 海水、苦咸水淡化处理

LE010 污水处理、再生利用及

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运营

LD016 河湖与湿地保护恢复

LD021 水生态系统旱涝灾害

防控及应对

建筑——商

业、住宅及

能效

建筑

商业建筑

住宅建筑

其他建筑类型

LE004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

LE005 绿色建筑

用于建筑

能效的产

品和系统

能源效率

低碳建筑材料
LA021 绿色建筑材料制造

建筑——城

市发展

建筑环境 城市和半城市地区
LA020 绿色照明改造

LA04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城市规划
基础设施

其他

LE001 城镇集中供热系统清

洁化建设运营和改造

LE002 城镇电力设施智能化

建设运营和改造

土地使用和

海洋资源—

—农业、畜

牧业、水产

养殖业和海

产品

农业（包

括混合用

途生产系

统）

农业生产

基础设施

LD008 绿色有机农业

LD002 农作物种植保护地、保

护区建设和运营

商业林地

森林和木材生产

基础设施

纸浆和纸

LD011 天然林资源保护

LD025 森林资源培育产业

LD028 森林游憩和康养产业

自然生态

系统保护

和恢复

土地

基础设施

LD017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

护修复

LD019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

LD023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

渔业和水

产养殖

渔业

基础设施

LD010 绿色渔业

LD004 增殖放流与海洋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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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运营

供应链资

产管理
供应链 LF029 绿色食品认证推广

废弃物——

回收、利用

及其他废弃

物管理

准备
收集、整理和资源回收

的设施
LE011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和运营

LA055 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LA057 城乡生活垃圾综合利

用

LA058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

再利用 材料再利用的设施

回收 回收物料的设施

生物处理

设施

厌氧消化设施

堆肥设施

废转能
废能互换厂（例如焚化、

气化、热解和等离子体）

垃圾填埋

场
捕获燃气的填埋场

污水 污水处理
LA05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

综合利用

信息通讯技

术——网

络、管理和

通信工具

宽带网络
宽带网络

辅助基础设施 LC002 智能电网建设和运营

LE002 城镇电力设施智能化

建设运营和改造

LE023 智能交通体系建设和

运营

LF022 企业环境监测

信息技术

方案

连接功能设施

数据中心

辅助基础设施

电能管理

用于远程电能管理的基

础设施、软件和硬件

原位电源管理

资料来源:起草组根据《气候债券分类方案》等公开资料进行整理。《气候债券

分类方案》采用红绿灯系统来指示已识别的资产和项目是否与 2摄氏度的脱碳轨

迹兼容，本表选取了自动兼容和可能兼容的行业进行列示和对比。

表 3：《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与本标准行业对应关系

《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

活动
本标准对应行业

A1.1 造林

LD015 退耕还林还草和退牧还草工程建设

LD018 重点生态区域综合治理

LD020 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LD025 森林资源培育产业

LD027 碳汇林、植树种草及林木种苗花卉

A1.2 森林恢复，包括极端事件

后的造林和天然林的再生

LD025 森林资源培育产业

LD015 退耕还林还草和退牧还草工程建设

LD017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修复

A1.3 森林管理 LD001 现代农业种业及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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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025 森林资源培育产业

LD026 林下种植和林下养殖产业

A1.4 森林保护

LD012 动植物资源保护

LD013 自然保护区建设和运营

LD029 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

湿地公园等保护性运营

C1.1 基础有机化学品制造 LB007 园区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改造

C1.2 钢铁制造 LB007 园区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改造

C1.3 用于运输的液体生物质

燃料制造
LC014 生物质能源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C2.1 智能电网产品和装备制

造（除电池外）
LC001 智能电网产品和装备制造

C2.2 电池制造

LC001 智能电网产品和装备制造

LA060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和产业化

C2.3 风力发电机组制造 LC003 风力发电装备制造

C2.4 太阳能发电设备生产 LC004 太阳能发电装备制造

C2.5 生物质能源利用设备制

造
LC005 生物质能利用装备制造

C2.6 水力发电和抽水蓄能设

备制造
LC006 水利发电和抽水蓄能装备制造

C2.7 燃料电池装备制造 LC009 燃料电池装备制造

C2.8 地热能利用设备制造 LC010 地热能开发利用装备制造

C2.9 海洋能利用设备制造 LC011 海洋能开发利用装备制造

C2.10 制氢 LC019 氢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C3.1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

制造和产业化
LA060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和产业化

C3.2 低碳运输船舶的制造 LA062 绿色船舶制造

C4.1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无害

化利用装备制造

LA049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装备制

造

C4.2 资源再生利用装备制造 LA051 资源再生利用装备制造

C4.3 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

利用装备制造
LA053 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装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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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1 节能窑炉（熔炉）制造 LA002 节能窑炉制造

C5.2 高能效节能家电制造 LA011 高效节能家用电器制造

C5.3 节能泵和真空设备制造 LA003 节能型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C5.4 节能型气体压缩设备制

造
LA004 节能型气体压缩设备制造

C5.5 节能型液压气压元件制

造
LA005 节能型液压气压元件制造

C5.6 节能风机风扇制造 LA006 节能风机风扇制造

C5.7 高效率发电机和发电机

组的制造
LA007 高效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C5.8 节能电机制造 LA008 节能电机制造

C5.9 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

电感器和电焊机制造

LA009 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

焊机制造

C5.10 余热余压余能利用设备

制造
LA010 余热余压余气利用设备制造

C5.11 建筑节能设备制造 LA021 绿色建筑材料制造

C5.12 用于建筑的高效节能热

泵及制冷/通风系统制造
LE004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

C5.13 高效发光二极管（LED）

产品和系统制造
LA013 高效照明产品及系统制造

D1.1 太阳能光伏发电 LC013 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D1.2 聚光太阳能热发电 LC013 太阳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D1.3 风力发电 LC012 风力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营

D1.4 海洋能发电 LC018 海洋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D1.5 水力发电 LC015 大型水利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营

D1.6 生物能发电 LC014 生物质能源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D1.7 地热能发电 LC017 地热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D1.8 储能
LC022 高效储能设施建设和运营

LC025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和运营

D2.1 集中供热和制冷
LE001 城镇集中供热系统清洁化建设运营和

改造

D2.2 热泵设施的建造、安装和

运行
LC020 热泵设施建设和运营

D2.3 太阳能制热（制冷）

LE001 城镇集中供热系统清洁化建设运营和

改造

LC024 分布式能源工程建设和运营

D2.4 太阳能热电联产
LA007 高效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LA008 节能电机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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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 地热能热电（冷）联产（或

地热能制热/制冷）

LA009 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和电

焊机制造

LA010 余热余压余气利用设备制造

D2.6 可再生非化石能源气体

和液体燃料热电联产（可再生

非化石能源气体和液体燃料制

冷/制热）

LA021 绿色建筑材料制造

LE004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

D2.7 生物能源热电（冷）联产

（或生物能源制冷/制热）

LE001 城镇集中供热系统清洁化建设运营和

改造

LC020 热泵设施建设和运营

D2.8 余热制冷/制热

LE001 城镇集中供热系统清洁化建设运营和

改造

LA017 余热余压利用

E1.1 污水污泥处理——厌氧

消化
LA05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

E2.1 非危险废物的源头分类

收集和运输
LE011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E2.2 非危险废物再利用 LA055 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E2.3 生活和农业生物质废物

堆肥

LA057 城乡生活垃圾综合利用

LA058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E2.4 生活垃圾的利用与处理

——厌氧消化
LA057 城乡生活垃圾综合利用

E2.5 农业废弃物再利用 LA058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F1.1 新建建筑建造
LE004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

LE005 绿色建筑

F1.2 既有建筑改建 LE008 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

F2.1 低碳道路交通基础设施
LC019 氢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LE030 充电、换电、加氢和加气设施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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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起草组根据《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等公开资料进行整理。

运营

F2.2 支持低碳水运的基础设

施

LE029 港口、码头岸电设施及机场廊桥供电

设施建设

LE030 充电、换电、加氢和加气设施建设和

运营

F2.3 低碳空运基础设施
LE029 港口、码头岸电设施及机场廊桥供电

设施建设

F2.4 电气化轨道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

LE028 货物运输铁路建设运营和铁路节能环

保改造

LE025 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和运营

F3.1 绿色照明升级 LA020 绿色照明改造

F3.2 建筑可再生能源技术设

备的安装、维护和维修
LE006 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

H1.1 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设

与运营
LE025 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和运营

H1.2 铁路货运建设运营和既

有铁路升级

LE028 货物运输铁路建设运营和铁路节能环

保改造

H1.3 共享交通设施建设和运

营，包括轻型摩托车、乘用车

和轻型商用车

LE026 共享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

H1.4 城际铁路客运 LE023 智能交通体系建设和运营

H1.5 个人移动出行设备的建

设和运营；自行车物流服务

LE026 共享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

LE024 城市慢行系统建设和运营

X1 二氧化碳的地下永久地质

储存

LC026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工程建设

和运营

X2 储氢 LC019 氢能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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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ICMA环境效益指标与本标准
对比情况分析

ICMA《影响报告统一框架》（Harmonised Framework for

Impact Reporting）（以下简称《框架》）提出的指标体系

与本标准对比情况如下：

行业分类方面，ICMA《框架》共设置 10 大行业分类，

并在指标设置时对可持续水资源及废水管理、废弃物管理及

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循环经济和/或生态效益项目、生物资

源和土地利用项目 4 个行业大类进一步细化分类。经对比相

关行业定义，目前本标准的行业分类可完全覆盖 ICMA《框架》

行业分类（详见附表 1）。

指标设置方面，ICMA《框架》指标分为核心指标和其他

可持续指标，各行业指标设置存在较大差异，且同时存在环

境效益指标、社会及经济效益指标。ICMA《框架》目前对 10

大行业分类提出合计 88 个环境效益类核心指标。经比对，

本标准与 ICMA《框架》相同的指标 37 个、相同但不含相对

值
2
的指标 21 个、可换算的指标 11 个，未覆盖的指标 19 个

（详见附表 2）。未覆盖的指标包括两类：一是占比类相对

指标，不可加总计算和比较各项目的环境效益；二是非通用

性指标，适用范围较窄，且大多测算难度较高。因此未覆盖

的指标均不宜纳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益定

2 ICMA 在部分指标中同时列举绝对值和相对占比两类指标形式，允许发行人仅披露其中之一。

大湾区绿色指标可覆盖其绝对值指标，描述的是同一类别环境效益，故可认为指标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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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描述”指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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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ICMA行业分类与本标准行业分类对比

ICMA 一级行业 ICMA 二级行业 本标准对应行业

1.可再生能源 -

LZ036 可再生能源设施建设与运营-其

他

LZ038 清洁能源-其他

2.能效提升 -

LZ004 节能环保产业-能效提升-其他

LZ047 基础设施绿色产业-能效提升-

其他

LZ034 清洁能源产业-能效提升-其他

3.可持续水资

源及废水管理

3.1 可持续水资源管

理-节水和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

LZ014 节能环保产业-水资源节约和非

常规水资源利用-其他

LZ032 清洁生产产业-水资源节约和非

常规水资源利用-其他

3.2 可持续水资源及

废水管理-污水处理

LZ051 基础设施绿色产业-污染防治-

其他

LZ022 生产过程水污染治理-其他

LZ008 水污染治理-其他

LZ011 节能环保产业-农业农村环境综

合治理-其他

3.3 可持续水资源及

废水管理-污水污泥

的处理和再生利用

LZ01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其他

LZ018 节能环保产业-资源综合利用-

其他

4.废弃物管理

及资源利用效

率提升

4.1 废弃物管理及资

源利用效率提升-防

止、减少、再利用或

回收废弃物

LZ016 节能环保产业-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其他

LZ018 节能环保产业-资源综合利用-

其他

4.2 废弃物管理及资

源利用效率提升-废

弃物能量回收

LZ016 节能环保产业-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其他

LZ018 节能环保产业-资源综合利用-

其他

4.3 废弃物管理及资

源利用效率提升-废

弃物回收处置

LZ016 节能环保产业-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其他

LZ018 节能环保产业-资源综合利用-

其他

5.清洁交通/

清洁交通工具

制造

-

LZ020 节能环保产业-绿色交通-其他

LZ059 基础设施绿色产业-绿色交通-

其他

6.绿色建筑 - LZ048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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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起草组根据《影响报告统一框架》等公开资料进行整理。

LZ049 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可持续建筑

-其他

7.生物多样性
-

LZ043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其他

LZ045 生态环境产业-生态保护与建设

-其他

LZ039 农业资源保护-其他

8.适应气候变

化
- LG007 适应气候变化

9.循环经济和

/或生态效益

项目

9.1 循环经济和/或

生态效益项目-循环

设计生产项目

LZ015 资源循环利用装备制造-其他

9.2 循环经济和/或

生态效益项目-循环

使用、循环价值回收

LZ016 节能环保产业-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其他

LZ017 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其他

LZ018 节能环保产业-资源综合利用-

其他

LZ028 清洁生产产业-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其他

LZ029 工业园区资源综合利用-其他

LZ024 无毒无害原料替代与危险废物

治理-其他

10.生物资源

和土地利用项

目

10.1 生物资源和土

地利用项目-农业生

产

LZ039 农业资源保护-其他

LZ041 绿色农产品供给-其他

LZ042 生态环境产业-绿色农业-其他

10.2 生物资源和土

地利用项目-畜牧业
LZ041 绿色农产品供给-其他

10.3 生物资源和土

地利用项目-林业
LZ044 生态产品供给-其他

10.4 生物资源和土

地利用项目-渔业

LZ039 农业资源保护-其他

LZ043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其他

LZ041 绿色农产品供给-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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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ICMA指标与本标准指标对比

序号 ICMA 一级行业 ICMA 指标 对应情况 本标准对应指标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1.可再生能源

温室气体减排量 相同 碳减排量 -

2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可换算 替代化石能源量

可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推算出替

代化石能源量，其环境效益通过“替

代化石能源量”指标表述

3 新建或重建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可换算 替代化石能源量

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基本可以对应，

并可进一步推算出替代化石能源量，

其环境效益通过“替代化石能源

量”指标表述

4
2.能效提升

节能量 相同 节能量 -

5 温室气体减排量 相同 碳减排量 -

6
3.可持续水资

源及废水管理

项目前后的年绝对（总）用水量，

或用水量减少百分比
可换算 节水量

可通过用水量推算出节水量，其环境

效益通过“节水量”指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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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前后处理、再利用或减少的污

水年度绝对（总）量
相同 污水处理量 -

8 年度污水污泥处理绝对（总）量 相同 污水处理量、清淤量 -

9 年度污泥再利用绝对（总）量 相同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

10

4.废弃物管理

及资源利用效

率提升

项目前后的废弃物减少或循环量绝

对数，或其占废弃物总量的百分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危废处理处置量、固

体废物处理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11
项目前后的废弃物管理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
相同 碳减排量 -

12

每年从能效高或排放效率高的不可

回收废弃物中产生并输送给能源设

备的能量

相同 节能量 -

13
从废弃物中回收的能量(减去任何

辅助燃料)以产生的净能量
相同 节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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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项目前后来自废弃物能量回收带来

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相同 碳减排量 -

15

被分类及/或收集、处理(包括堆肥)

或弃置的废弃物绝对量，或其在所

有垃圾中的占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危废处理处置量、固

体废物处理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16

5.清洁交通

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 相同
客运周转量、货运周

转量
-

17 温室气体减排量 相同 碳减排量 -

18
PM、SOx、NOx、CO、NMVOCs 等空气

污染物减排量
相同

颗粒物削减量、二氧

化硫削减量、氮氧化

物削减量、一氧化碳

减排量、挥发性有机

物削减量

-

19
6.绿色建筑

总建筑面积的能源使用量，或与本

地基准建筑标准相比能源使用量减

少百分比

可换算 节能量

可通过建筑能源使用绝对值及减少

百分比推算出节能量，其环境效益通

过“节能量”指标表述

20 总建筑面积的碳减排量 相同 碳减排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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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与本地基准建筑标准相比，年度温

室气体减排量
相同 碳减排量 -

22
与本地基准建筑标准相比，碳排放

量的减少及百分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碳减排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23
总建筑面积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或

项目前后年度绝对用水量
可换算 节水量

可通过水资源利用效率或绝对用水

量变化推算出节水量，其环境效益通

过“节水量”指标表述

24
每年减少、再用或循环再造的废物

量占废物总量的百分比，或绝对量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固体废物处理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25 清除的废物量 相同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危废处理处置量、固

体废物处理量

-

26 绿色建筑认证标准 可换算 绿色建筑等级、面积

现有“绿色建筑等级”通常与绿色

建筑标准关联，其环境效益通过“绿

色建筑等级”指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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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7.生物多样性

维护/保护/增加的保护区面积或提

升百分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治理/保护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28

项目前后每平方千米(较大的动物

群)或每平方米(较小的动物群和植

物群)的特定生物物种绝对数量

相同 生物物种保护量 -

29
项目实施前后，保护区内受保护及/

或优先保护物种的绝对数目
相同 生物保护量 -

30
海岸植物生存环境的 CO2、土壤养

分、PM 的变化比例
未覆盖 -

该指标测算难度高、适用范围较窄，

不宜纳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

“环境效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31
工程前后入侵物种的绝对数量和

(或)入侵物种占据的面积
可换算 入侵/有害物种削减

可通过入侵物种数量变化推算出入

侵/有害物种削减量，其环境效益通

过“入侵/有害物种削减量”指标表

述

32
维护/保护/增加的自然景环境面积

或百分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绿化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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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入本标准

33
维护/保护/增加的城市自然环境面

积或百分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绿化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34 经认证的土地管理面积增加值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治理/保护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35
通过项目恢复的本地物种、植物或

动物的绝对数量
相同

生物物种保护量、生

物保护量
-

36 温室气体减排量 相同 碳减排量 -

37

8.适应气候变

化

电网弹性、能源生产、传输/分配和

存储的增加值
未覆盖 -

该指标测算难度高、适用范围较窄，

不宜纳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

“环境效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38 被野火破坏地区面积的减少值 相同 减灾面积量 -

39
更换紧急和计划外的铁路和停机坪

长度减少值
未覆盖 -

该指标适用范围较窄，不宜纳入本标

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益定

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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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因风暴而失去供电能力的电线数量

减少值
未覆盖 -

该指标适用范围较窄，不宜纳入本标

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益定

性描述”指标表述

41
水库/水道/自然栖息地等的失水量

减少量
相同 减灾量 -

42
因淹没和/或海岸侵蚀造成的土地

损失面积减少值
相同 减灾面积量 -

43
额外的可用水量和/或增加的集水

量
可换算 节水量

可通过增加的可用水量/集水量推算

出节水量，其环境效益通过“节水

量”指标指标表述

44 湿地管理面积的增加值 相同 治理/保护面积

45 农业土壤的养分、pH 值的变化值 未覆盖 -

该指标测算难度高、适用范围较窄，

不宜纳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

“环境效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46
使用更多抗旱作物的农业用地增加

面积
相同 治理/保护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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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精确农业种植面积 相同 治理/保护面积 -

48

9.循环经济和

/或生态效益

项目

可回收利用物料、组件及产品的占

比增加值或绝对量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49
工程实施前后避免产生或可回收利

用的废物占比值或绝对量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50
与原设计相比，新设计的有害物质

占比减少值或绝对量
可换算

无毒无害原料生产

与替代使用量

可通过有害物质减少量绝对值推算

出无毒无害原料生产与替代使用量，

其环境效益可通过“无毒无害原料

生产与替代使用量”指标表述

51
已翻新或重新利用的设计寿命终止

或多余的不动产面积增加值
可换算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可通过重新利用的不动产面积增加

值推算出废弃物重新利用量，其环境

效益可通过“废弃物循环利用量”指

标表述

52

已被重新利用、翻新或再制造的冗

余产品在被弃置的产品中的占比

值，或绝对量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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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从二次原料、副产品和/或废物中产

生的新材料与总生产能力的比值，

或其绝对值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54

回收用以制作新材料的二次原料、

副产品和/或废物的绝对量，或在总

回收物中的占比值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55
每年回收的可生物降解废物、消化

物及堆肥的绝对量或占比值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56

由可生物降解废物及/或副产品生

产的食物、饲料、营养品、纤维或

肥料的绝对量

相同 废弃物循环利用量 -

57

10. 生物资源

和土地利用项

目

温室气体净减排量，温室气体减排

密度或耗能减少密度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碳减排量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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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通过改善灌溉、雨水和雨水收集、

地下水补给和/或高度处理的废水

再利用等方式的节水量

相同 节水量 -

59
高效灌溉、节水作物和/或资源节约

作物轮作覆盖的农田面积
相同 治理/保护面积 -

60
采用土壤保护/再生农业做法的农

田面积
相同 治理/保护面积 -

61 地上和地下碳储量增加值 相同 固碳量 -

62
土壤保护措施和土地使用变化导致

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相同 碳减排量 -

63
获有机或可持续农业认证的土地面

积增加值
相同 治理/保护面积 -

64
将农业用地转变为更多样化种植体

系的面积
相同 治理/保护面积 -

65 病虫害综合治理的增加面积或占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治理/保护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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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的增加面积或

占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治理/保护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67
提供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增加面积

或占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治理/保护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68 改善管理实践下的牧地面积或占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治理/保护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69 采用减少甲烷排放的饲养方式覆盖

的牧群占比
未覆盖 -

该指标属于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宜纳

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

效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70 采用改良粪肥处理方式的占比 未覆盖 -

该指标属于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宜纳

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

效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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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持续改善生产力（每单位产出的二

氧化碳减排量占比）
未覆盖 -

该指标属于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宜纳

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

效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72 原料供应链认证覆盖率的增加比例 未覆盖 -

该指标于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宜纳入

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

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73
农业投入中不砍伐森林部分的份额

增加占比
未覆盖 -

该指标属于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宜纳

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

效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74
用可持续的农场或本地饲料取代长

途运输饲料的占比
未覆盖 -

该指标属于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宜纳

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

效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75 避免或封存的温室气体排放 相同 固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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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森林可持续管理面积的增加占比，

从传统伐木转为影响较小的伐木方

式的面积占比，或采取对土壤影响

最小的种植方式的林地管理面积占

比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林地/草地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77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控制侵蚀和改

善土壤健康、水量和水质）的林地

面积或占比值

相同但不

含相对指

标

林地/草地面积

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可加总，且并不是

越高产生的环境效益就越高，不宜纳

入本标准

78 认证的可持续渔业占比增加值 未覆盖 -

该指标为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宜纳入

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

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79 可持续海产品产量的增加量 未覆盖 -

该指标适用范围较窄，不宜纳入本标

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益定

性描述”指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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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低冲击渔具占比增加值 未覆盖 -

该指标为占比类相对指标，不宜纳入

本标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

益定性描述”指标表述

81 单次行动捕获量的减少 相同 生物保护量

82 经认证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占比增加 未覆盖 -

该指标适用范围较窄，不宜纳入本标

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益定

性描述”指标表述

83

海洋和淡水污染减少/每吨鱼排放

的废物、农场每单位产出排放的氮、

以及农场废物排放总量减少

可换算 总氮削减量

可通过农场单位产出氮排放及废物

排放总量减少推算出总氮削减量，其

环境效益可通过“总氮削减量”指

标表述

84
养殖每吨鱼类所需化学品、抗微生

物剂或杀虫剂的减少量
相同

减少/替代化学农药

施用量
-

85
为减少对野生捕捞鱼类的依赖而改

用养殖的种鱼占比
未覆盖 -

该指标适为占比类相对指标，且用范

围较窄，不宜纳入本标准；其环境效

益可通过“环境效益定性描述”指

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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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起草组根据《影响报告统一框架》等公开资料进行整理。《影响报告统一框架》指标分为核心指标和其他可持续指标，本表

选取了各行业的核心指标进行列示和对比。

86 饲料供应链的认证覆盖率增加值 未覆盖 -

该指标为占比类相对指标，适用范围

较窄，不宜纳入本标准；其环境效益

可通过“环境效益定性描述”指标

表述

87
使用取自野生鱼类的鱼粉和鱼油作

为饲料的减少量
未覆盖 -

该指标为占比类相对指标，且测算难

度高、适用范围较窄，不宜纳入本标

准；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益定

性描述”指标表述

88 不砍伐森林的饲料份额增加值 未覆盖 -

该指标占比类相对指标，且测算难度

高、适用范围较窄，不宜纳入本标准；

其环境效益可通过“环境效益定性

描述”指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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