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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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研究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中共杭州市委党

校余杭分校、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中共嵊州市委党校、中共丽水市委党校、中共温州市委党校、中

共松阳县委党校、中共苍南县委党校。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柳裕、胡云祥、杨亮亮、郭江江、吴方林、张宇、戴建华、俞建新、蒋忠伟、

贺沛宇、孙维、杨威、沈佳慧、郑杰、徐泽宇、常超、张引龙、郑国达、叶国勇、陈加源、刘伟俊、金

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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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零碳"管理与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党校“零碳”管理的总体要求、管理内容及“零碳”党校评价流程与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党校“零碳”管理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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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DB33/T 2422—2021 公共机构绿色食堂建设与管理规范

DB33/T 2515—2022 公共机构“零碳”管理与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33/T 2515—2022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党校 Party School

党领导的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
[来源：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第一章第二条]

3.2

党校“零碳”管理 zero carbon management for Party School

对党校开展的能源管理、双碳教学、碳中和管理、价值链碳减排等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建筑碳

排放、单位人天碳排放、可再生能源利用、双碳教学覆盖率等绩效指标达到先进水平的活动。
注：先进水平是指省级党校节能主管部门发布的“零碳”管理先进绩效指标及要求。

3.3
双碳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简称。

3.4

碳排放量 carbon emissions

一定时期内，核算边界内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及服务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注：核算边界可以是党校整体、整体的部分区域或具备独立计量的单幢建筑。

3.5

价值链 value chain

组织价值创造过程中一系列不相同但相互联系的价值活动的总和，涵盖其生命周期的所有与产品或

服务相关的活动。

4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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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应符合DB33/T 2515—2022中4.1的要求及下列要求：

a) 积极开展双碳教学传播、理论研究、示范引领行动；

b) 积极组织并参与各类绿色载体的创建与评价；

c) 引导党校系统开展价值链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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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党校“零碳”管理

5.1 基本要求

5.1.1 管理负责人

党校应确定“零碳 ”管理负责人，并通过以下方面有效推进党校“零碳”管理：

a) 确定党校“零碳 ”管理的范围和边界；

b) 确保党校“零碳 ”管理团队的建立；

c) 确保提供党校“零碳 ”管理所需的资源；

d) 确保在党校组织建设过程中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5.1.2 管理机制

5.1.2.1 应建立“零碳”党校的管理机制，制定“零碳”党校管理制度。

5.1.2.2 应确定实现“零碳”党校的路径，并制定年度节能减碳目标指标与方案。

5.1.2.3 应完成上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节能减碳考核目标。

5.1.2.4 应确保党校“零碳 ”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及“零碳”状态的持续保持与改进。

5.1.2.5 应保留“零碳”管理过程中的文件化信息，明确各类文件化信息的存档要求。

5.2 碳核算

5.2.1 核算边界与范围

5.2.1.1 核算边界可以是党校整体、整体的部分区域或具备独立计量的单幢建筑。

5.2.1.2 碳排放核算应覆盖党校核算边界内具有控制权的固定设施和移动设施。

5.2.1.3 碳排放核算范围为日常行政管理或服务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应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购入电力和热力的排放。

5.2.2 核算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5.2.2 .1 化石燃料消耗量、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耗量应根据实际测量值确定，并由专人负责统计与记

录，记录周期宜为固定周期（每日、每周、每月）。适宜时，采用智能化监测设备进行自动采集与记录。

5.2.2 .2 化石燃料消耗量、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耗量应按照以下优先级顺序选取，在之后各个核算年

度的获取优先序不应降低：

a) 计量器具固定周期记录的数据；

b) 供应商提供的结算凭证数据。

5.2.2.3 测量仪器应符合GB 17167 的相关规定。

5.2.3 核算方法

党校核算边界和范围内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于燃料燃烧排放、购入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之和，具体核算方法参见附录A。

5.2.4 碳排放披露

5.2.4.1 党校应定期对社会公布自身碳排放或碳减排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5.2.4.2 可行时，党校应编制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方案，并向社会公布。

5.3 碳减排

5.3.1 运营过程碳减排

5.3.1.1 一般要求

5.1.2.1
5.1.2.2
5.1.2.3
5.1.2.4
5.1.2.5
5.2.1.1
5.2.1.2
5.2.1.3
5.2.2.1
5.2.2.2
5.2.2.3
5.2.4.1
5.2.4.2
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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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1 建筑要求应符合 DB33/T 2515—2022 中 5.2.1 的要求及下列要求：

a) 推动实施现有建筑的轻量化节能改造建筑；

b) 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为新建建筑配套建设光伏设施。

5.3.1.1.2 设备要求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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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

b) 限期淘汰更新已明令禁止使用、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

c) 推动现有主要耗能设备设施的轻量化数智化节能改造。

5.3.1.1.3 管理制度要求应符合：

a) 完善节能管理制度，对主要用能设施设备配备用能计量器具，加强日常用能管理；

b) 完善节约用水管理制度，配备完善的取用水计量设施，加强日常用水管理；

c) 定期对供暖供冷、空调、照明、 电梯、办公设备、生活热水、特殊用能等系统能源消耗进行

分析。

5.3.1.2 教学办公区管理

5.3.1.2.1 办公设备设施应根据工作时间定时开关，减少无效运行时间。

5.3.1.2.2 室内空调温度设置：冬季不应高于 20 ℃, 夏季不应低于 26 ℃。

5.3.1.2.3 应选用高效节能光源与灯具，并根据室外光照强度、室内人员数量进行分区优化控制。

5.3.1.2.4 宜采用能源监测数字化平台对教学办公区进行智能管理。

5.3.1.3 学员宿舍管理

5.3.1.3.1

5.3.1.3.2

5.3.1.3.3

5.3.1.3.4

供热供冷系统优先考虑采用地源热泵或空气源热泵。

给水排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城镇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

电梯应实行智能化控制，合理设置开启数量和时间，优化运行模式。
走廊、楼梯间、门厅、卫生间等场所的照明宜采用定时、感应控制措施。

5.3.1.4 食堂管理

食堂管理要求应符合DB33/T 2422—2021中5.4和5.5的要求。

5.3.1.5 体育场馆管理

5.3.1.5.1 应合理使用自然光，平衡使用灯具的运行时间。

5.3.1.5.2 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进行分区分级控制。

5.3.1.5.3 场馆宜充分利用自然通风降温，或自然通风与设置空调系统相结合的降温方式。

5.3.1.5.4 空调系统宜根据场所功能定位不同进行分区布置。

5.3.1.6 停车场及车辆管理

停车场及车辆管理应符合DB33/T 2515—2022中5.2.7的要求及下列要求：

a) 对场所照明系统实现分时分区等智能监控措施；

b) 停车场宜配置新能源车充电桩，有条件的应配置储能设备。

5.3.2 价值链碳减排

5.3.2.1 物料采购

5.3.2.1.1 办公用品及家具设施采购时应优先采购碳足迹低的产品（如使用再生纸替代日常办公用纸）。

5.3.2.1.2 建筑材料及校内绿化宜使用本地化材料， 以减少价值链碳排放。

5.3.2.1.3 选用的食品原材料宜绿色有机，并按需分类分质有效利用，减少浪费。

5.3.2.1.4 学员宿舍应减少一次性消耗品的采购，积极采用生态、环保型材料制作的客房和宿舍物品。

5.3.2.2 物料使用

5.3.2.2.1 办公用品及家具设施的应合理使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坏及更换。

5.3.2.2.2 校内建筑及绿化应注重维护保养，避免不必要的破坏，增加维护成本。

5.3.2.2.3 食堂的食品存放、加工设备应设置合理，防止食品交叉污染或受到其他物品污染。

5.3.1.2
5.3.1.3
5.3.1.4
5.3.1.5
5.3.1.6
5.3.2.1
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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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4 学员宿舍棉织品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应减少更换和洗涤次数。

5.3.2.3 废弃物处置

5.3.2.3.1 党校应开展实施垃圾分类收集。

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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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2
5.3.2.3.3

危险品仓库、废弃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食堂应合理收集厨余垃圾，进行合理化生态处置，有条件的应配备就地化处置设备。

5.3.2.4 绿色管理

绿色管理应符合DB33/T 2515—2022中5.3的要求。

5.3.2.5 自愿减排机制建设

党校系统宜构建碳普惠机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碳金融 ”的方式，建设一套行为碳减排“可记

录、可衡量、有收益、被认同”的机制，对教师和学员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并赋予一定价值，

从而正向引导全员参与减排行动，并对全社会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示例：节能减碳行为包括提倡学员绿色出行、绿色行为置换积分、积分兑换奖励等。

5.4 可再生能源利用及绿色电力

可再生能源利用及绿色电力应符合DB33/T 2515—2022中5.4的要求。

5.5 碳中和

5.5.1 碳中和实施

党校核算边界和范围内碳排放量小于等于用以抵消的碳信用额度或碳汇量时，即可判定达成碳中和。

注：碳排放量指党校核算边界内的排放，不包括价值链相关的碳排放量。

5.5.2 开展课堂/会议碳中和

党校应组织开展课堂/会议碳中和活动，引导相关方积极参与碳中和活动。

5.5.3 碳抵消方式

碳抵消方式应符合DB33/T 2515—2022中5.5.3的要求。

5.6 双碳教学与宣传

5.6.1 开展双碳理念渗透式教学

5.6.1.1 应面向学员开设双碳相关课程，编制或者采用双碳专项教材读本。

5.6.1.2 宜选择适宜的现场教学点对学员进行互动式现场“零碳”建设案例学习。

5.6.1.3 宜通过多维场景案例或“零碳 ”展馆布展，直观展示“零碳”建设技术路径及成果。

5.6.1.4 各区域主管领导宜主动参与双碳教学，公开宣讲低碳理念意识。

5.6.2 开展双碳科研

5.6.2.1 党校应开展双碳相关的课题研究。
5.6.2.2 党校宜积极主持或参与双碳相关的标准和规范研制。

5.6.2.3 党校宜积极在核心期刊发表双碳相关的学术论文。

5.6.3 开展双碳宣传

5.6.3.1 应将“零碳”党校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纳入党校年度工作计划，利用微信公众号或者内部网

站进行党校“零碳”管理宣传报道，传播“零碳”建设经验。

5.6.3.2 应日常利用校内广播、橱窗、电子屏、横幅等宣传手段，面向教职员工、学员（生）普及双

碳知识。

5.6.3.3 宜在学员手册中明确节约能源资源和减少碳排放的具体要求。

6 党校“零碳”评价

5.3.2.4
5.3.2.5
5.6.1.1
5.6.1.2
5.6.1.3
5.6.1.4
5.6.2.1
5.6.2.2
5.6.2.3
5.6.3.1
5.6.3.2
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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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绩效指标

6.1.1 从碳排放强度、可再生能源利用状况、双碳教学成果、碳中和情况四个方面进行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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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绩效指标包括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或单位人天碳排放量、可再生能源及绿色电力利用率、双

碳教学课程数量、碳中和率。各项绩效评价指标计算方法详见附录 A。

6.2 评价分类

评价分类应符合DB33/T 2515—2022中6.2的要求。

6.3 评价流程

6.3.1 评价过程包括确定评价对象、确定评价标准、实施评价、确定评价结果四个步骤。

6.3.2 实施评价过程包括基本要求满足情况评定、“零碳”管理水平打分评价、绩效指标核算或复核

等环节。

6.3.3 实施评价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等，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相关人员座谈、实地

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验证，确保评价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6.3.4 评价所需的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宜采用电子版、数字平台软件等无纸化方式。

6.3.5 评价结果的对外公告宜采用网上公告方式。

6.4 评价内容

6.4.1 “零碳 ”党校评价内容应包括基本要求、“零碳”管理水平、绩效指标三个方面。

6.4.2 “零碳”管理水平评价包括能效运营管理、双碳教学管理、碳中和管理等方面内容。

6.4.3 “零碳”党校应满足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宜参照附录B.1 进行评价。

6.4.4 党校“零碳 ”管理水平宜参照附录B.2进行评价。

6.4.5 绩效指标应通过第三方审核或核查。

6.5 评价结果

6.5.1 “零碳 ”党校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

6.5.2 “零碳 ”党校等级宜参照附录B.3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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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绩效指标计算方法

A.1 碳排放量

党校核算边界和范围内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于燃料燃烧排放、购入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CO2排放量

之 和，按照公式（A.1）进行计算。

EGHG = E燃料+ E电力+ E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

式中：

EGHG—— 党校核算边界和范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

E燃料——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

E 电力——购入电力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

E热力——购入热力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

党校燃料燃烧产生的CO2排放量、购入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CO2排放量计算参照《公共建筑运营企

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电力排放因子采用浙江省最新值。

A.2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党校核算边界和范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除以统计范围内的建筑面积，按照公式（A.2）进行

计算。

E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

式中：

Ej——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单位：tCO2/㎡；
EK——党校核算边界和范围内扣除非办公产生的碳排放量及特殊用能区域产生的碳排放量，单

位 为吨（tCO2 ）；

MK——党校统计范围内扣除非办公及特殊用能区域的建筑面积，单位：㎡。

考虑到同类型党校的可比性，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核算不包括独立核算的并能分项计量的食堂、

浴室、健身等为非办公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包括有独立计量的中心控制室、信息中心、监控中心、

档案室、演播中心、服务大厅等特殊用能区域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A.3 单位人天碳排放量

党校核算边界和范围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除以统计范围内的人天总数，按照公式（A.3）进行计算。

Epd = EGH
pd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3)

式中：

Epd——单位人天碳排放量，单位：tCO2/人·天；
EGHG——党校核算边界和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

pd——党校统计范围内的年人天总数，单位：人·天。

A.4 碳中和率

党校购买的用于碳抵消的碳信用额度或碳汇量除以其核算边界和范围内产生的碳排放量，按照公式

（A.4）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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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d= 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4)
EGHG

式中：
Erd ——碳中和率，单位：%；
Ed ——党校购买的用于抵消的碳信用额度，单位：tCO2；
EGHG——党校核算边界和范围内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

A.5 可再生能源及绿色电力利用率

党校消耗的可再生能源及绿色电力折标煤量， 占党校总能耗标煤量的比例，按照公式（A.5）进行

计算。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5)

式中：
n——可再生能源及绿色电力利用率，单位：%；
Ere ——统计期内，可再生能源及绿色电力消耗折标煤量，按照当量值折算，单位：tce；
En ——统计期内，党校综合能耗折标煤量，按照当量值折算，单位：tce。
党校综合能耗计算应符合GB/T 258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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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零碳”党校评价要素和内容

B.1 “零碳”党校基本要求评价

“零碳 ”党校基本要求按表B.1评价，评价结果为满足或不满足。

表 B.1 “零碳”党校基本要求评价表

序号 项目 满足 不满足

1 确定管理负责人，并有效落实党校“零碳”管理工作。

2 建立管理团队，并且落实了相关职责和权限。

3 建立党校“零碳”管理机制，制定党校“零碳”管理制度。

4 确定实现“零碳”党校的路径，并制定年度节能减碳目标指标与方案。

5 近三年内，完成上级节能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节能减碳考核目标。

B.2 党校“零碳”管理水平评价

党校“零碳”管理水平评价采用打分法，总分为110分，按照下列要求进行评价。

c) 从能效运营管理、可再生能源及绿色电力、双碳教学管理、碳中和管理等方面进行打分评价，

必选要求是“零碳”党校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可选要求是希望党校努力达到的提高性要求，

总分为 100 分，按表B.2进行评分。

d) 为鼓励党校进行价值链减排、进行各类绿色载体创建、减排机制创新等绿色行为，设置了加

分项，加分项总分为 10 分，按表B.3进行评分。

e) 党校“零碳 ”管理水平评价总得分按照公式（B.1）进行计算：

ΣQ = Q1+ Q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

式中：
Σ Q——评价总得分；
Q 1 ——按表B.2得出的能效运营管理、可再生能源及绿色电力、双碳教学管理、碳中和管理方面

的 评定分；
Q2 ——按表B.3得出的加分项评定分。
f) 为平衡不同建筑面积党校评价的公平性，设置差异化分值评价体系，按表 B.4 进行确定。

表 B.2 党校“零碳”管理评分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限值

1 能效运营管理

一般要求

本项最高得30分

教学办公区管理

学员宿舍管理

食堂管理

体育场馆管理

停车场及车辆管理

2 可再生能源及绿色电力
可再生能源利用

本项最高得25分
绿色电力

3 双碳教学管理

开展双碳理念渗透式教学

本项最高得30分开展双碳科研

开展双碳宣传与管理

碳中和管理

购买碳信用额度或碳汇抵消

本项最高得15分



8

4 开展课堂/会议碳中和

自主开发项目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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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党校“零碳”管理加分项评分表

序号 指标类别 具体评价要求 得分限值

1
价值链
碳减排

价值链创新性减排
行为

物料采购、使用、废弃处置阶段采取的创新性价值链碳减排行为

本项最高得5分
自愿减排机制建设

构建碳普惠机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碳金融”的方式，建设
一套行为碳减排“可记录、可衡量、有收益、被认同”的机制

特色亮点行为传播 节能减碳特色亮点做法在地市级及以上媒体进行发布和交流

2 绿色管理

依据GB/T 23331建立并保持能源管理体系

本项最高得5分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节能减碳技术改造
通过绿色学校三星评价

通过国家级/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评价

参与其他被认定的公共机构绿色先进载体创建行为

B.3 “零碳”党校等级确定

在满足表B.1各项基本要求的条件下，根据评价得分、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或单位人天碳排放量、

碳中和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双碳教学课程数量，按表B.4确定“零碳 ”党校相应的等级。当评价得

分、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或单位人天碳排放量、碳中和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双碳教学课程数量不

能同时满足表中某一评价等级的规定要求时，按分别对应的评价等级中较低的等级确定。

表 B.4 “零碳”党校等级确定表

评价等级
建筑面积

（m2）

评价总得分
ΣQ

评价指标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或
单位人天碳排放量

可再生能源及绿色
电力利用率

双碳教学课程数
量

碳中和率

一星级
≥15000 ≥80

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1门 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15000 ≥75

二星级
≥15000 ≥85

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2门 100%＜15000 ≥80

三星级
≥15000 ≥90

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100% ≥3门 /＜15000 ≥85

注：先进水平见术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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