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数

1 明确碳排放管理部门
机场应在有效文件中明确规定由哪个或哪些部门负责机场的能源管
理、碳排放管理工作。

5

2 明确碳排放管理工作职责
在有效文件中，能源管理和碳排放管理主管部门及协作部门的职责
应明确，谁负责统计数据、谁负责核算数据，谁负责报告数据等职
责应明确。

5

3 制定能源和碳管理工作计划

机场应结合上级管理部门/机构的要求、以及自身能源系统的实际情
况制定年度能源管理的工作计划，指导机场开展年度的能源管理工
作。工作计划应在当年度第一季度前以有效文件发布，可以结合上
一年的工作总结制定。

4

4 能源和碳管理工作计划内容完善
机场能源管理工作计划中至少应包括年度能源管理目标、重点任务
、能源管理资金安排、节能减排项目、能源管理考核责任等内容。

4

5 有效落实并及时总结
机场应结合自身的管理要求、管理特点，对自身的能源/碳排放方面
的工作计划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和总结，应提供季度或者半年
度工作总结报告，并在次年度的能源管理计划中进行年度总结。

4

6
制定碳排放监测、核算和报告制

度

机场应建立碳排放监测、核算和报告相关制度，相关制度应能指导
机场结合实际要求开展相关工作。相关制度可独立，也可包含在一
个制度内。

3

7 制度内容完善

制度的内容应包含：排放源清单、机场碳排放/能源相关的管理边界
、计量点位、计量监测管理制度、碳排放源识别、核算方法、碳排
放报告制度（含报告周期）、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人员管理等内
容。

6

8 配备符合管理要求的计量器具
机场应按照GB 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碳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的要求，在相应的点位、管理界面配备和
安装有效的计量器具。

8

9 建立计量器具拓扑图及台账
机场应建立完整、准确、有效的计量器具的拓扑图和台账，台账应
包含设备数量、编号、型号、是否正常运行、安装位置、计量对象
、设备精度、设备校准频次、设备更换情况等。

7

10
专人负责计量管理工作的落实情

况
机场应有专人负责计量管理工作，确认责任到人、责任到岗。应在
有效文件里确认计量管理工作负责人。

3

11 有效管理计量器具
机场应按照国家要求定期检定计量器具，对其有效性、准确性进行
管理和维护，确保相关的计量器具处于有效期内，保证数据的准确
性。

3

12 开展淘汰落后设备排查工作
机场应排查其能源设备设施是否存在属于国家强制淘汰的产品，提
高设备的运行效率，提升系统的能效。

6

13 建立能源和碳排放数据库

机场应结合自身管理特点，建立能源数据库和碳排放数据库，可为
专业的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平台，也可为基于统计表格的数据库。碳
排放数据库应包括排放设施（排放源）清单、不同排放源的月度及
年度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不同系统或建筑的月度及年度能源消
耗量和碳排放量，生产数据（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起降架次
等）、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等信息。

5

14 开展碳排放管理培训
机场应对碳排放管理和能源管理相关的工作人员开展或参与碳排放
管理培训。

4

15 机场工作人员获得培训证书
机场碳排放管理的相关岗位，特别是碳排放管理的主要工作人员，
应具备国家/行业相关机构颁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3

16 形成能源分析报告
机场应针对自身的能源和碳排放管理、综合能耗、绿色低碳项目等
工作情况开展能源分析。能源分析工作可以结合工作总结及能源工
作管理计划同时开展。

6

17 能源分析报告出具时间合理
机场应在评价年度次年第一季度前出具报告，分析报告应指导次年
度的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工作。

3

18 能源分析报告内容完善
能源分析内容完善其内容应包含能源总量分析、能源结构分析、能
源费用分析、能耗强度分析等内容。

3

19 能源分析报告节能减排建议合理
能源分析应针对自身的能源管理情况提出合理的可落地实施的节能
减排建议，为后续能源管理工作提供支持。

3

20 编制碳排放监测计划 机场应编制监测计划，满足排放源数据计算的要求。 3

21 编制碳排放报告

机场应结合其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碳排放报告制度要求和机场协
会的标准要求，编制碳排放报告。如机场按照国家/地方碳市场要求
编制碳排放报告，可在此基础上结合协会标准要求以附表的形式提
供相关数据报表。

3

22 碳排放报告出具时间合理
机场应在次年第二季度前完成报告编制。如机场参与国家/地方碳市
场，其报告编制时间以相关要求为准。

3

23 碳排放报告内容完善
报告框架应符合机场协会或国家/地方碳市场的要求，其内容应包含
报告准则、数据来源、机场碳排放总量、单位折算吞吐量碳排放强
度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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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数

1
建立能源及碳排放指标及基于指

标的统计分析制度

机场应建立能源和碳排放指标，指标应包含总能耗/碳排放量、分项
分类能耗和碳排放、总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分项分类能耗和碳
排放强度等指标。同时基于本机场的能碳指标，机场应建立能源和
碳排放统计分析制度。

5

2 统计分析制度有效落实
机场应按照统计分析制度落实统计分析工作，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能
源分析工作，通过数据分析与潜力挖掘，提出更合理的节能减排工
作建议和计划。

3

3 发布碳排放管理或绿色低碳规划
机场应结合自身的的发展规划，针对碳排放管理或绿色低碳工作制
定规划，规划可为专项规划或专篇。

4

4 规划内容完整、路径清晰
规划应基于现状分析，与机场相关规划相符合，目标清晰、路径清
晰、重点任务（项目）明确、保障措施合理。

6

5 有效落实规划
规划涉及到评价年度的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重点项目等应在评价
年度有效落实。

4

6 制定节能降碳的预算
机场应结合碳排放管理（绿色低碳）规划和能碳年度工作计划，制
定预算，以有效文件体现。

4

7 有效落实预算 专项投入有效落实，年度预算执行率高。 4

8 监督预算使用情况
机场应通过专项预算执行通报、执行情况报告等定期对专项投入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3

9 落实能源分析工作的建议
机场应结合自身能源分析、能源审计、碳核查等工作发现的薄弱环
节，有针对性的开展专项节能减碳改造或优化，从而进一步提升机
场的能源管理水平。

6

10 建立功能完善的能源管理系统
机场应建立能源管理系统，应具备能源消耗统计、分析等管理功
能，能够辅助能源系统的运行管理，能够支撑日常的管理工作，系
统功能完善，能够有效支撑机场低碳发展。

6

11 建立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台账
机场应该建立详细的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台账，包括设备台账、历史
能耗和碳排放数据等内容，实现机场能源和碳排放分户、分类、分
项的精细化管理。

6

12
建立重点能源系统的经济运行方

案

机场应对其制冷系统（如有）、供热系统（如有）、航站楼空调系
统、照明系统等重点能源系统建立经济运行方案，挖掘系统的节能
减排潜力。

4

13 建立重点设备台账

机场应识别重点排放设备，建立碳排放重点设备管理台账，台账中
对设备数量、编号、型号、是否正常运行、安装位置、测量设备和
型号、测量设备精度、测量设备校准频次、测量设备更换情况等进
行管理。
重点设备识别规则：
旅客吞吐量1000万以上的机场，可按照年碳排放量≥100t识别；旅
客吞吐量1000万以下的机场，可按照年碳排放量≥10t识别；
机场可按照此规则识别，也可以根据机场情况自定规则识别，但识
别规则不应低于该要求。

3

14 制定培训计划
机场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年度培训次数不应少于2次。培训内容应
包含机场能源管理、碳排放管理、能源运行、绿色运行、可持续发
展等。

4

15 落实培训计划
机场应有效落实培训计划，提供培训通知、培训材料、培训签到表
、培训效果考核等证明材料。

4

16
制定绿色低碳发展宣传计划和方

案

机场应制定年度宣传计划和方案。年度宣传次数不应少于2次。开展
绿色低碳宣传的时间节点可为国家节能宣传周、环境日、机场重点
活动等，宣传途径可在机场航站楼热点区域、机场公众号、机场网
站等。

4

17 落实宣传计划和方案
机场应有效落实宣传计划和方案，可提供新闻稿件、照片等材料作
为证明。

4

18 开展碳核查工作
机场应委托合格的第三方对机场的碳排放工作进行核查。合格的第
三方应是国家、行业或地方政府公布或委托的机构，应熟悉民航机
场碳排放情况或有机场碳核查业绩。

6

19 核查报告质量满足要求

第三方核查机构应按照相关核查指南开展核查工作，并出具正式版
的核查报告。报告出具时间不应晚于“双碳机场”评价现场审核时
间。核查报告应包含核查边界、核查准则、核查过程和方法、核查
发现、核查结论、附件等内容，且相关排放因子选取合理。如未按
照机场协会的标准进行核查，应在机场碳核查报告的基础上再提供
能源排放数据附表并经现场审核机构审核确认。

8

20 开展能源审计工作 机场应委托或接受第三方开展能源审计工作。 4

21 能源审计报告有效
评价年度应处于能源审计报告的有效周期内，能源审计报告的有效
周期为三年。

2

22 能源审计报告内容完整
能源审计报告内容应包含能源管理现状分析、计量现状分析、能耗
总量分析、能耗结构分析、能耗趋势分析、能效分析、节能潜力分
析、节能减排建议等内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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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数

1 建立能源管理体系
机场按照GB 23331《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建立能源管理
体系并正式发布。

8

2 有效运行能源管理体系
机场的能源管理体系应处于有效的运行状态，相关工作记录完整，
开展内审、管理评审等工作。

8

3
建立基于能碳指标的考核制度

（方案）

机场应基于已建立的能源和碳排放指标体系和年度工作计划，设定
明确年度目标，建立奖惩结合的考核制度（方案），将能碳管理责
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

3

4 有效落实考核制度 机场应有效落实考核制度，实现奖惩结合，提供相应材料。 2

5 落实能效提升项目

机场应结合能源审计、碳排放核查等工作提出的节能降碳建议，落
实能效提升工作，包括用电精细化管理、航站楼能效提升、冷热源
能效提升、油改电、无纸化出行等工作。相关节能降碳建议得到有
效落实。

6

6 落实可再生能源项目
机场应结合自身能源系统和资源禀赋情况，逐步推动光伏、地源热
泵、生物质能、绿电（绿证）等多种可再生能源利用在机场的综合
应用。

4

7 项目关键指标满足要求
节能降碳项目应积极选用先进高效技术设备，在采招和验收的过程
中应查验项目关键指标（设备能效、节能量、减碳量等）是否满足/
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标准、项目设计或可研要求。

4

8 节能减排项目处于有效运行状态
机场三年内实施的节能减排项目处于有效的运行状态，产生了经机
场内部或项目实施双方认可的节能减排效果。

4

9
节能量/减排量通过第三方认证/

核定

机场或项目实施方委托第三方对已实施/已投运的重大（重点）节能
减排项目的节能减排效果进行确认评估，其评估方案和碳排放量计
算方法符合要求。

4

10 碳排放管理系统功能完善
机场应建立碳排放管理系统，碳排放管理系统应具备碳排放统计、
分析等功能，能够辅助机场开展碳排放、碳资产、碳交易等工作，
功能完善，以有效支撑机场低碳发展。

6

11 宣传机场碳排放管理成效
机场应在机场的重点区域，特别是航站楼等对外窗口，展示机场的
碳排放管理成效，包括碳排放量（强度）、节能减排项目及成效等
内容，宣传民航机场在双碳工作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理念。

5

12
在机场主流程区开展绿色低碳宣

传
机场应在机场的重点区域，特别是航站楼等对外窗口，开展对内、
对外的绿色低碳宣传工作，为提升全员的绿色低碳意识做出贡献。

5

13
参与行业交流宣传机场绿色发展

经验

机场应积极参加行业、地方层面组织的绿色低碳交流活动（包括会
议、展览、论坛、培训等），并通过发言、主题报告等形式宣传机
场绿色发展经验。

3

优化能源结构 14 可再生能源占比 本次评价可再生能源占比要求为3%（2023年）。 5

15 连续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
机场应按照国家或行业的要求，提供自身连续两年的碳排放报告或
经确认碳核查报告。

4

16 控制碳排放总量或碳排放强度 机场评价年度的碳排放总量或碳排放强度（等）同比下降。 6

17 控制航站楼能耗强度指标
机场航站楼的主要能耗强度指标不高于MH/T 5112《民用机场航站楼
能效评价指南》的约束值。

5

18
碳排放强度优于同气候区域、同

规模机场的平均值
机场评价年度的碳排放强度优于同气候区域、同规模机场的碳排放
强度平均值。平均值根据行业数据统计平台计算得出。

6

19 有能源监测计量及分析 机场应按照能源管理体系的要求开展能源监测计量和分析。 2

20 有合规性分析 机场应按照能源管理体系的要求开展合规性分析。 2

21 获得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机场的能源管理体系应通过第三方认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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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数

1 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
参考相关标准（要求）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且碳排放管理处于有
效的运行状态。

4

2 建立碳资产管理制度
机场应为进入碳交易市场做好准备，开展碳资产相关研究，建立企
业碳资产管理制度。

2

3
实施碳达峰路径规划或路线图的

研究

机场应结合相关要求和自身情况，开展机场碳达峰路径规划或路线
图的相关研究，形成科学合理的研究报告。碳达峰研究报告的内容
应包含机场碳达峰年、达峰量、技术路径等，研究报告中应有关键
年份的重点任务和指标。

4

4 发布机场碳达峰路径或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碳达峰路径）应经机场管理组织层面的同意或批准或发
布。

2

5 建立能源与碳排放双控机制
机场应制定能源节约、碳排放控制等相关管理机制和指标体系和考
核机制，以文件或者制度形式发布，并能在发布之后有效实施。

4

6
建立全过程能源和碳排放管理机

制

机场应从规划、设计、运行、维护等阶段实施全过程能源和碳排放
管理，强化机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用能和碳排放综合评价，从源头
推进节能降碳。

4

7 持续实施绿色降碳项目
机场近三年在绿色低碳方面有持续性的投入，实施的项目包括但不
限于绿色建筑、能效提升、油改电、APU替代、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降
低能耗，减少碳排放的相关行动和项目。

4

8 采取市场减排手段
机场应积极开展市场化的减碳手段，包括采购绿色电力、碳汇等手
段，降低自身的碳排放量。

4

9 建立常态化相关方减排合作机制
机场应与相关方建立共同减排的协作机制，有负责该事务的明确部
门（组织）或人员，就节能降碳工作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及协作方
案。

4

10
开展航空器地面滑行优化减排工

作
机场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航空器地面滑行优化方案，并已经在实际运
行中使用，取得了减排效果。

4

11 建立完善相关方地面减排措施

机场应建立完善的相关方地面减排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
面（落实三个以上的举措可得4分）：
1、建立支持相关方减排的管理制度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分布式可再
生能源使用（接入）、充电桩建设等；
2、建立完善的充电桩系统，推动陆侧、空侧充电桩建设，且相应的
充电站/桩可以服务旅客、驻场单位的电动车辆；
3、APU替代设施实现应建尽建，应用尽用；
4、建立多式联用的陆侧交通枢纽，机场应有包括高铁、城市快轨、
高速公路等在内的陆侧交通体系，支持更多的旅客及员工以绿色交
通的形式抵达机场；
5、机场应履行管理方职责，对航站楼商户等相关方进行管理（提出
管理要求和控制措施），控制相关方的碳排放。

4

支持鼓励可持续燃料使用
机场应对可持续燃料使用提出要求（目标），并对可持续燃料使用
提供制度、硬件等全方面保障。

量化范围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依据ISO14064标准或相关标准，机场应对范围3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
量化。

13 无纸化出行便捷
机场应有便捷的无纸化出行设施，并有相应的制度举措鼓励乘客无
纸化出行。

14 水资源高效利用

机场应积极开展节水控水行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同时有效利
用再生水，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大幅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机场年
度单位旅客吞吐量综合水耗（升）低于60L/人次，再生水利用率不
低于20%。

15 除冰液资源化利用
机场应推动开展绿色除冰雪行动，加强除冰雪废液资源化利用，实
现除冰雪液的回收利用。

16 不可降解塑料治理
机场严格管控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使用，机场内商业设施、服
务场所等不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17 垃圾分类处理及回收

机场应规范垃圾分类收集、储存和运输，在机场区域内特别是航站
楼内应设置分类垃圾桶，引导旅客实现垃圾分类投放。机场应严格
按照相关要求，自身或者要求实施方按照垃圾分类处理的要求，实
现垃圾的分类处理和回收。

18
完成全口径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

和核查

机场应参考相关标准，对法人边界内的全口径的二氧化碳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并进行报告和核查，实现全口径温室气体的量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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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和三氟化氮
（NF3）。

2

19 控制全口径温室气体排放
机场采取措施控制温室气体（非二氧化碳）的排放，包括制度、举
措等。

2

2

10

12

建立能源和碳
排放管控机制

实施主动减排
措施

开展相关方减
排工作（其中
第12项为可选
指标，两个指
标选一个参

评）

建立资源循环
利用体系

（本项指标共
10分，每项指
标均为4分，
最高不超过10

分。）

控制全口径温
室气体排放

完善碳排放管
理制度

开展碳达峰路
径规划研究制度

行动

四星机场为先进级，授星机场在三星能力基础上，
具备能源结构显著优化、碳排放持续降低及温室气体全面系统管理的能力



21 提供优秀案例支撑

3年内，机场绿色发展的相关案例获得相关表彰（本项最高得分为4
分，可累计得分）：
1、国家级表彰、示范、案例（4分）
2、获得省部级表彰、示范、案例（3分）
3、行业级表彰、示范、案例（2分）

4

22
获得碳排放管理体系认证或者评

价
机场的碳排放管理体系获得第三方认证或通过第三方评价。 2

23 完善的计量系统
机场各类能源的一级和二级计量设备配备率均能达到100%，各类能
源的三级计量不低于80%。

5

能源结构持续
优化

24 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机场可从以下两项选择一项作为评价项：
1、机场可再生能源占比不低于20%，按照比例赋分；
2、机场开展了可再生能源规划，近三年可再生能源占比逐年提升
（每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率提升不低于1%），且未来三年有持续的可
再生能源建设投入。

5

25 提升关键能效指标

机场可从以下两项选择一项作为评价项：
1、新建机场（评价年度五年内投运的机场）评价指标为：航站楼及
主要建筑为绿色建筑，且运行能耗不高于可研/设计值/批复值；
2、在用机场（有上一个五年计划的运行能耗数据）参评年度其关键
能效指标较本机场“上一个五年计划”的均值提升15%以上。

5

26 提升机场航站楼能耗强度指标
机场航站楼的主要能耗强度指标不高于MH/T 5112《民用机场航站楼
能效评价指南》的引导值。

4

27 碳排放总量或强度连续下降 机场有连续三年的碳核查结果，且碳排放总量或强度连续下降。 5

28
碳排放强度连续三年优于行业平

均水平
机场碳排放强度连续三年优于同等气候条件下，同级别机场的平均
水平。平均值根据行业数据统计平台计算得出。

4

29 持续产生节能降碳效果

机场的节能减排项目（购买绿电等市场手段除外）应持续有效运行
且产生节能降碳效果，评价年度节能降碳项目累计减排量不低于评
价年度的总排放量的10%。
减排效果计算公式=有效运行项目的累计减碳量/评价年度碳排放总
量*100%。

5

100

参与行业“双碳”工作

机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双碳”工作（本项最高得分为5分，可
累计得分）：
1、积极参与国际和国家的民航政策制定，提出意见或方案，并获得
采纳的（5分）；
2、3年内，参与碳排放相关法规、规章、标准和咨询通告等制定编
制工作，并已颁布实施的（5分）。（参与国家标准编制，本项可得
5分；参与行业或地方标准、规章、咨询通告编制工作，1项可得3
分，最高得5分；参加团体标准（全国性行业协会）编制工作的，1
项可得2分，最高可得5分）
3、3年内，作为主办、承办（协办）单位，组织行业、地方层面的
绿色低碳发展交流、培训等活动，人数不少于30人，且参与单位不
少于10个。（一次活动得2分，最高可得5分）

5

发挥行业“双
碳”引领作用

管理绩效持续
提升

碳排放量持续
降低

20

行动

绩效


	一星级.pdf
	二星级.pdf
	三星级.pdf
	四星级1.pdf
	四星级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