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用机场协会

2023年12月

中国民用运输机场

2022年度“双碳机场”评价报告



目录

序言 ...................................................1

第一章  评价工作整体情况 ...............................2

第一节  评价星级情况 ...................................2

第二节  参评机场代表性 .................................3

第二章  碳排放管理能力总体情况 .........................6

第一节  一星级指标评价情况 .............................7

第二节  二星级指标评价情况 ............................12

第三节  三星级指标评价情况 ............................15

第四节  能耗和碳排放情况分析 ..........................18

第三章  工作建议 ......................................22

结 语 .................................................26

CONTENT



2022 年度“双碳机场”评价报告

1

序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碳达峰碳

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双碳”

工作作出总体部署。中国民航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在

《“十四五”民航绿色发展专项规划》中充分阐述了“双碳”目

标对民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明确指出“支持行业协会

组织开展民航双碳企业评价”。2022 年 3 月，经民航局批准，中

国民用机场协会（以下简称机场协会）正式组织实施“双碳机场”

评价工作。经评价，最终 19 家机场分别获得“双碳机场”评价一

星级至三星级称号。

对于 2022 年度首次“双碳机场”评价工作落地实施，行业内

外均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各方普遍认为在落实国家“双碳”

战略背景下，中国民航积极行动、主动作为，率先提出碳排放管

理评价项目，既体现了中国民航的政治站位和责任担当，又体现

了中国民航的国际视野和超前意识。

本报告基于评价指标体系和现场审核相关材料，对 2022 年度

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能力、能耗数据和碳排放数据进行分析，得

出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能力的总体情况，提出相关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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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价工作整体情况

评价星级情况

2022 年，全国共有 26 家运输机场提出“双碳机场”评价申请，最终 19 家机场顺利完

成现场审核工作，获得“双碳机场”星级称号。其中，三星机场 8 家，二星机场 8 家，一星

机场 3 家。根据 2021 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统计数据，旅客吞吐量千万级以上的获星机场 11
家，占千万级以上机场总数的 37.93%，千万级以下机场 8 家，占千万级以下机场总数

的 3.65%，具体情况如表 1。

星级 能力要求 获得星级情况 占比

一星级
基础级，授星机场具备碳

排放管理基本能力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西宁曹家堡国际机

场、榆林榆阳机场
15.8%

二星级

提升级，授星机场在具备

一星能力基础上，建立碳

排放管理机制，完成碳排

放核查工作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吉安井冈山机场、长春龙嘉国际机

场、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西双版纳嘎洒

机场、腾冲驼峰机场、临沧博尚机场

42.1%

三星级

优化级，授星机场在具备

二星能力基础上，建立健

全完备的碳排放管理制度，

具备采取有效管理和技术

手段以实现碳减排的能力，

并取得减排效果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

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

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虹桥国

际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

42.1%

表 1 2022 年度“双碳机场”获评整体情况表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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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参评机场代表性

本年度参评机场从所处气候区域看，覆盖了全国所有气候区域①；从吞吐量规模看，覆盖了不同等级的

机场，如图 1和图 2所示所示。

图 1．不同气候区参评机场分布情况

①
参照国家标准《建筑气候区划标准》GB 50178 和《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图例

机场吞吐量

气候划分

50万以下

50-200万

200-1000万

1000-3000万

3000万以上

严寒地区

温和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100万以下  10.53%

3000万以上  36.84%

100-200万  5.26%

200-500万  5.26%

500-1000万 15.79%

1000-3000万 26.32%

100万以下

100-200万

200-500万

500-1000万

1000-3000万

3000万以上

图 2．不同规模参评机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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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场定位和功能看，本年度参评机场涵盖了国际航空枢纽机场、区域航空枢纽机场及非枢

纽机场，如图 3所示。

图 3．不同定位和功能的参评机场分布情况

国际航空枢纽机场 42.11%非枢纽机场 26.32%

国际航空枢纽机场

区域航空枢纽机场

非枢纽机场

区域航空枢纽机场 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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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参评机场覆盖国内全部气候区、不同年旅客吞吐量典型量级及不

同定位和功能的机场，其碳排放管理特征在行业内具有一定代表性，有助于

掌握行业不同机场的节能降碳亮点和制约行业“双碳”发展的痛点、难点，

为行业政策及规划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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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碳排放管理能力总体情况

基于评价指标体系和现场审核相关材料，对本年度
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能力、能耗数据和碳排放数据进行
分析，得出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能力的总体情况。

一星级为基础级，其指标是参评机场均须满足的基本指标，从制度、行动和绩效

三个维度评价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基本能力具备情况。

PART 2

01 一星级指标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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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部门

5.26%

联合机构

5.26%
职能部门

89.47%

职能部门         运行部门         联合机构

图 4．19 个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工作归口部门的情况

该维度主要围绕机场建立组织机构、制定工作计划及建立碳排放监测制度等方面进行评价。

1) 建立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职责1) 建立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职责

参评机场全部建立了碳排放管理机构，明确了工作职责。机场碳排放管理的归口部门分别为职能部门、

联合机构或运行部门，近九成机场碳排放管理归口部门设在职能部门，具体情况如图4所示。从评价情况看，

这更有利于碳排放管理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

制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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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工作计划2） 制定工作计划

参评机场全部制定了包含节能降碳工作内容的能源管理工作计划

并能较好落实。

3） 建立碳排放监测制度3） 建立碳排放监测制度

参评机场全部建立了碳排放监测制度，并有专人负责计量管理工

作，工作职责明确。但从有效监测制度涵盖的五个方面（碳排放量监

测制度、核算制度、报告制度、计量管理、计量表具管理）看，仅约

三分之一的机场碳排放监测制度内容完善，大部分机场存在不同程度

缺项，参评机场碳排放监测制度的完善性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图

5所示。

图 5．19 个参评机场计量监测制度内容完善性情况

内容缺失1-2项

52.63%

内容缺失2项以上

10.53%

内容完善

36.84%

内容完善

内容缺失1-2项

内容缺失2项以上

制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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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维度主要围绕机场配备监测计量设备、采取低碳减排措施及

开展绿色低碳培训等方面进行评价。

1）配备相关监测计量设备1）配备相关监测计量设备

参评机场均配备了基本的计量器具并建立了管理台账。根据《用

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参评机场均

配备了完整一级计量器具；大部分机场配备了完整的二级计量器具，

但部分机场缺失建筑物热力计量器具；极少部分机场配备了完整的

三级计量器具，大部分机场欠缺航站楼内分系统计量器具及能源系

统内重点设备计量器具，如图 6 所示。计量器具配备作为碳排放管

理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机场应加大投入按照相关标准进行完善提升。

在计量器具检定方面，仅约两成的参评机场定期对应检计量器

具进行检定，如图 7 所示。从评价情况看，参评机场计量表具检定

情况欠佳。

定期检定所有计量器具

定期检定部分计量器具

未定期检定计量器具定期检定部分计算器具

42.11%

定期检定所有计算器具

21.05%

未定期检定计算器具

36.84%

图 7．19 个参评机场计量器具定期检定情况

图 6．19 个参评机场各级计量表具配备情况

一级计量器具配备率 二级计量器具配备率 三级计量器具配备率

配备齐全 配备齐全       配备缺项 配备齐全       配备缺项

配备齐全

100.00%

配备缺项

31.58%

配备齐全

68.42%
配备齐全

10.53%

配备缺项

89.47%

行动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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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取低碳减排措施2）采取低碳减排措施

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参评机场全部开展了国家明令淘汰设备和高耗能设备排查工作，但

仍有近一半的机场存在未完全淘汰国家明令淘汰设备和高耗能设备的情况，如图 8 所示。在

建立碳排放数据库方面，参评机场均建立了符合自身管理要求的碳排放数据库。

3）组织、参与绿色发展类培训3）组织、参与绿色发展类培训

参评机场全部组织、参与了绿色发展类培训，相关人员取得了培训资质证书。从评价情况

看，仅约两成的机场其持证人员数量超过 3名，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团队获训率较低。

图 8．19 个参评机场国家明令淘汰设备排查情况

该维度主要围绕机场通过上述制度和行动所取得的工作成效，从能源分析和碳排放量化等

方面进行评价。

1）开展能源分析 1）开展能源分析 

参评机场全部开展了年度的能源分析工作，形成了能源分析报告。从评价情况看，有近一

半的机场以月度或季度为周期开展能源分析工作，如图 9所示，开展能源分析工作情况较好。

2）编制碳排放报告2）编制碳排放报告

参评机场全部编制了排放源清单和碳排放报告，但碳排放报告编制依据②不统一。从评价

情况看，近三分之二的机场依据机场协会“双碳机场”评价要求编制碳排放报告，其余机场

分别依据国家发改委或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标准编制碳排放报告，如图 10 所示。

有国家明令淘汰设备

制定了明确的淘汰计划

31.58%

无国家明令淘汰设备

52.63%

有国家明令淘汰设备

未制定淘汰计划

15.79%

无国家明令淘汰设备

有国家明令淘汰设备制定了

明确的淘汰计划

有国家明令淘汰设备未制定

淘汰计划

行动维度

绩效维度

②机场协会制定的标准为《中国民用航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国家

发改委制定的标准为《中国民航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格式指南（试行）》，地方政府制定

的标准主要为北京市和上海市因碳交易市场制定的相关地方标准。机场协会、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三

类标准的共同点为对于碳排放报告的排放边界要求是一致的，均为法人边界的碳排放量；其差异性为对

单独报告和核算的内容不一致，机场协会要求的数据内容更详细更全面，除了要求单独报告航站楼的排

放数据外，还要求机场核算和报告 APU 替代设施、充电桩等系统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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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9 个参评机场能源分析报告的周期

年报  36.84%

半年报  15.79%

月报  31.58%

季报  15.79%

月报     季报    半年报      年报

图 10．19 个参评机场核算和报告碳排放量编制依据的情况

按照地方标准

进行核算和报告

15.79%

按照协会标准

进行核算和报告

63.16%

按照协会标准进行核算和报告

按照国标进行核算和报告

按照地方标准进行核算和报告

按照国标

进行核算和报告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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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星机场评价结果看，参评机场均明确碳排放管理部门和职责，

基本形成了“计划—实施—总结—优化（PDCA 循环）”的工作机制；

开展了淘汰落后设备排查工作及计量器具的基础管理工作，建立了碳排

放数据库等工作，具备自主开展基础节能降碳措施的能力；开展了能源

分析和碳排放报告编制工作，实现了碳排放的量化。

同时，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工作仍存在问题和不足：计量器具配备

率不足、计量器具日常管理仍显粗放、落后能源设备淘汰管理不到位、

碳排放管理人员数量和专业能力不足、能源分析工作质量不高、碳排放

报告标准不统一。

一星级指标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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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维度主要围绕机场建立碳排放报告制度、制定碳排放专项规划

及安排专项投入和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

1）建立碳排放报告制度1）建立碳排放报告制度

16 个机场均建立和正式发布了碳排放报告相关的制度并开展宣

贯培训，落实情况良好。

2） 制定碳排放专项规划2） 制定碳排放专项规划

16 个机场均以正式文件发布了碳排放相关的专项规划，规划周

期一般为三至五年，少数机场涉及了远期规划。从评价情况看，规划

落地实施情况欠佳。

3）安排专项投入3）安排专项投入

16 个机场均安排了绿色低碳专项投入，且资金使用情况较好。

从评价情况看，专项资金多应用于机场照明 LED 改造、APU 替代设施

改造、光伏建设等更新改造类项目。

02 二星级指标评价情况
二星级为提升级，其指标是获得二星级及以上参评机场均须满

足的基本指标，从制度、行动和绩效三个维度进行评价，考察参评

机场在具备碳排放管理基本能力的基础上，其能力提升情况。本章

节内容涉及本年度获得二星级及以上评价的 16 个参评机场。

制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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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实施管理类

提升项目25.00%

既实施了具体节能

减碳效果的项目又实施了

管理类提升项目

43.75%

仅实施了具体

节能减碳效果的项目

31.25%

仅实施管理类提升项目

仅实施了具体节能减碳效果的项目

既实施了具体节能减碳效果的项目

又实施了管理类提升项目

表 2 16 个机场节能降碳项目实施情况

图 11．16 个机场节能降碳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类别  项目类型
已开展的

机场数量

能效提升类项目

机场地面电源设备替代 APU 10

充电设施建设及维护 8

新能源车辆购置及改造项目 12

照明、助航、高杆灯等节能改造 8

供热 /制冷及航站楼空调系统改造 4

可再生能源利用类项目 太阳能利用项目 5

智慧能源管控类项目 能源管理系统、电力监控系统、楼宇监控系统等智慧化改造项目 3

管理类项目
能源审计、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等项目 4

碳达峰碳中和路径研究、可再生能源规划等项目 6

该维度主要围绕机场建立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台账、采取低碳减排措施、开展绿色发展类培训和节

能降碳宣传等方面进行评价。

1）建立碳排放管理台账 1）建立碳排放管理台账 

16 个机场均建立了能源、碳排放和重点用能设备台账，但超过六成的机场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台账

精细化水平不高，未能全部实现分项、分户、分类管理，或未针对重点用能系统建立经济运行方案，

有较大提升空间。

2）采取低碳减排措施2）采取低碳减排措施

在采取低碳减排措施方面，16 个机场近年来实施低碳减排措施情况较好，超过四成的机场既实施

了如LED改造、光伏建设等节能减碳工程项目，又实施了能源审计、碳达峰碳中和研究等管理类项目，

如表 2和图 11 所示。

在建设碳排放管理系统方面，16个机场中超过八成的机场建立了碳排放管理系统，建设情况较好。

从评价情况看，仍有部分机场碳排放管理系统管理功能单一，仅限于数据展示，缺少数据自动采集、分析、

碳资产管理等功能，系统的智慧性有提升空间。

行动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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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绿色专项培训3）开展绿色专项培训

16 个机场均开展了至少一次的专项培训，但部分机场未制定专项培训计划。从评价情况

看，参评机场培训内容多为理论知识宣贯，少有技术层面培训。

4）开展节能降碳宣传4）开展节能降碳宣传

16 个机场全部开展了节能降碳宣传工作。从评价情况看，参评机场主要是借助国家“节

能宣传周”等时机，利用线下展板、宣传屏等途径开展宣传活动，主动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情

况较少。

该维度主要围绕机场通过上述制度和行动所取得工作成效 , 从开展碳排放核查和能源审计

工作等方面进行评价。

1）开展碳排放核查1）开展碳排放核查

16 个机场全部委托了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出具碳排放核查报告。

从评价情况看，碳核查工作依据标准③不统一，其中超过一半的机场，依据机场协会“双碳机场”

评价要求开展碳排放核查工作，其余机场分别依据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核查标准开展碳排放核查

工作，如图 12 所示。

2）完成第三方能源审计2）完成第三方能源审计

16 个机场全部委托第三方开展了能源审计工作，出具的能源审计报告内容较为完善，且均

处于三年的有效期内，完成情况较好。

③
机场协会制定的标准为《中国民用航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标准为《中

国民航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格式指南（试行）》，地方政府制定的标准主要为北京市和上海市因碳交易市场制定

的相关地方标准。

行动维度

绩效维度

图 12．16 个机场碳排放报告核查的依据

按照国标
进行核算和报告
25.00%

按照协会标准
进行核算和报告
56.25%

按照地方标准
进行核算和报告
18.75%

按照协会标准进行核算和报告

按照国标进行核算和报告

按照地方标准进行核算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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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星机场评价结果看，16 个机场均实现了碳排放管理能力的有效

提升。通过碳排放管理制度完善、专项规划和投入的支撑，基本形成

了绿色低碳持续发展机制；通过节能减排措施落地及内部培训等，有

效提升了管理的成效；通过能源审计和碳排放核查工作的实施，促进

了管理精细化水平的提高。

同时，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工作仍存在问题和不足：专项规划的指

导性和可实施性不高、节能降碳持续性投入仍显不足、能源和碳排放

台账管理精细化水平不高、人员培训专业性和技术性仍需加强、节能

降碳宣传的主动性不够、碳排放核查标准不统一、能源和碳排放管理

系统的智慧化程度仍需提升。

二星级指标总结



2022 年度“双碳机场”评价报告

17

该维度主要围绕机场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及其运行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

1）建立能源管理体系1）建立能源管理体系

8 个机场全部按照相关标准④的要求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同时获得二星级评价的 8

个机场中有 4 个机场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以上机场均开展了内审和管理评审，能源管理

体系处于有效运行状态。从评价情况看，参评机场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情况良好，但部分机

场存在能源管理体系与实际工作结合不紧密，对工作应用性和指导性不强的情况。

④
国际标准为 ISO 50001:2018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国家

标准为 GB/T 23331-2020《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制度维度

03 三星级指标评价情况
三星级为优化级，其指标是三星级及以上的参评机场均须满足的基本指标，从制度、

行动和绩效三个维度进行评价，考察参评机场在具备碳排放管理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其

进一步优化的情况。本章节内容涉及本年度获得三星级评价的 8个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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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障节能降碳项目有效运行3）保障节能降碳项目有效运行

8 个机场近年建设投运的 APU 替代设施、充电桩等节能降碳项目均处于有效的运行状态，持续产生节

能降碳效果。

4）开展节能降碳项目效果评估4）开展节能降碳项目效果评估

8 个机场全部都开展了节能降碳项目评估工作，提供了第三方的节能量认证报告。从评价情况看，四

分之三的机场仅提供一份节能量认证报告，重点项目第三方效果评估的覆盖率不高。

5）开展绿色低碳宣传5）开展绿色低碳宣传

8 个机场均能利用机场窗口宣传国家、行业绿色发展理念，并能向公众展示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工作

的成效和部分相关数据。

该维度主要围绕机场实施节能降碳项目、开展绿色低碳宣传等方

面进行评价。

1）实施能效提升项目1）实施能效提升项目

8 个机场近年来全部实施了能效提升项目，但近四成的机场未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节能量等关键效果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缺乏对能

效提升项目的效果评估。

2）实施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2）实施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

8 个机场全部实施了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同时获得二星级评价的

8 个机场中有 4 个机场实施了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从评价情况看，参

评机场可再生能源实施情况较好，但可再生能源采用种类单一，超过

九成的机场只采用了一种可再生能源，以光伏为主，光伏布设地点主

要为停车楼、货库等建筑物屋顶，布设在飞行区和航站楼的案例仅有 2

例。

在可再生能源占比方面，在已有可再生能源利用的 12 个参评机场

中，四分之三的机场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低于 5%，如图 13 所示。从评

价情况看，参评机场可再生能源占比距离民航绿色“十四五”规划可

再生能源比例 5% 的目标仍有差距。

行动维度

行动维度

图 13．12 个参评机场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比情况

低 于 2 %  

2 % - 5 % 之 间

大 于 5 %

大于5%   25.00%

2%-5%之间   41.67%

低于2%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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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维度主要围绕机场通过上述制度和行动所取得工作成效 , 从碳排放量、碳排

放强度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等方面进行评价。

1）控制碳排放量或碳排放强度1）控制碳排放量或碳排放强度

8 个机场均能提供连续两年经核查的碳排放数据，超过六成的机场碳排放总量

或强度同比下降，但由于疫情影响，有近四成机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均同比增加，

如图 14 所示。

绩效维度

图 14．8 个参评机场碳排放总量或强度纵向对标情况

2）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2）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8 个机场全部获得了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同时获得二星级评价的 8 个机场中有 4

个机场获得了能源管理体系认证，体系认证情况较好。

碳排放总量或强度
其中一项同比下降

25.00%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均同比下降
37.50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均同比增加
37.50%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同比下降

碳排放总量或强度其中一项同

比下降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同比增加

绩效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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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星机场评价结果看，8 个机场碳排放管理能力均实现了有效优化。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运行和认证，形成了科学和健全的能源管控机制；

通过持续推进节能降碳项目和开展绿色低碳宣传等，调整了机场的能源

结构，有效地降低了机场的碳排放量，形成了良好的绿色低碳发展氛围；

通过积极行动，大部分机场实现了碳排放总量或强度的降低。

同时，本年度参评机场碳排放管理工作仍存在问题和不足：节能减排

潜力挖掘仍需加强、节能降碳项目效果评估覆盖率不高、能源管理体系

运行与实际工作结合不紧密、可再生能源占比较低且利用形式单一。

三星级指标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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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耗总量1）能耗总量

参评机场 2021 年综合能耗总量同比 2020 年下降约 2.7%，其综合能耗总体趋势较

为平稳。从气候区域看，温和地区机场综合能耗总量最低，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机场综

合能耗总量较高。

2）能源结构2）能源结构

参评机场能源品种主要为电力、天然气、煤炭、热力、汽油、柴油、煤油和部分其

他能源，其中电力主要用于机场各类建筑和能源系统，天然气、煤炭和热力主要用于机

场集中供暖系统，汽油、柴油和煤油主要用于机场各类车辆。以当量值和等价值⑤计算，

各类能源占比如图 15 所示，参评机场的主要能源品类为电力及用于供暖的能耗，两者

之和占比约为 97%。

⑤
根据《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 ∕ T 2589-2008，1 kWh 电力当量值折标系数为 0.1229kgce/kWh，等价值按“当年火电发电

煤耗计算”。

图 15．19 个参评机场 2021 年能源消耗结构平均值

参评机场2021年能源结构（等价值） 参评机场2021年能源消耗结构（当量值）

煤炭

5.38%

汽油

0.60%

汽油

1.06%

电力

72.71%

柴油

1.60%

航空煤油

0.06%

液化石油气

或其他

0.03%

电力

51.99%

柴油

2.81%

航空煤油

0.10%

液化石油气

或其他

0.05%

天然气

6.39%

外购热力

13.23%

煤炭

9.47%

天然气

11.25%

外购热力

23.27%

电力   煤炭   天然气  外购热力    汽油  柴油   航空煤油   液化石油气或其他 电力   煤炭  天然气   外购热力    汽油  柴油   航空煤油   液化石油气或其他

04 能耗和碳排放情况分析
本章数据分析是基于本年度 19 个参评机场 2020 年和 2021 年能耗和碳排放数据，

数据颗粒度为年度数据，数据统计口径是机场法人边界下全能源统计口径，包含煤炭、

天然气、汽油、柴油等一次能源和电力、热力等二次能源。由于 2020 年和 2021 年为

疫情影响年，参评机场的运行受到疫情影响较大，处于非正常的运行状态，相关数据

失真度较高。

能源消耗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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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家机场不同能源占比 分区域能耗结构占比

电力  煤炭  天然气  热力   汽油  柴油  煤油  液化石油气 电力  煤炭 天然气  外购热力  汽油  柴油  航空煤油  液化石油气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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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9 个参评机场 2021 年分机场和分气候区域能源结构占比

2）能源结构2）能源结构

分气候区域看，不同气候区域参评机场的能源结构差异较大。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机场电力占比相

对较低，其煤炭、天然气及热力等供暖用能源消耗占比较高；气候温和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

地区机场电力消耗占比较高，均超过 80%，如图 16 所示。

3）能耗强度3）能耗强度

参评机场 2021 年单位旅客碳排放强度同比 2020 年下降约为 4%，其整体趋势较为平稳，从评价情

况看，严寒地区单位旅客碳排放强度最高，温和地区最低，呈明显的气候区域特征。

能源消耗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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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家机场碳排放占比 分区域碳排放结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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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00%

80%

60%

40%

20%

0%
S
机
场

R
机
场

Q
机
场

P
机
场

O
机
场

N
机
场

M
机
场

L
机
场

K
机
场

J
机
场

I
机
场

H
机
场

G
机
场

F
机
场

E
机
场

D
机
场

C
机
场

B
机
场

A
机
场

严寒地区         寒冷地区     夏热冬冷地区  夏热冬暖地区  温和地区

1）碳排放总量1）碳排放总量

参评机场碳排放总量与综合能耗总量变化趋势类似，同比上一年下降约为 2.3%，总体趋

势平稳。从气候区域看，温和地区机场碳排放总量低，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机场碳排放总量高。

2）碳排放结构2）碳排放结构

参评机场碳排放结构与能耗结构一致，电力消耗占比最高，近两年占比均超过 65%，且

2021 年同比 2020 年上升约 1.4%，其他能源排放占比如图 17 所示，机场的主要排放为电力

及供暖排放，两者之和占比约为 98%。

从气候区域来看，不同气候区域参评机场的碳排放结构差异较大。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

参评机场的排放源主要为电力和供暖用能源，其约 50% 的碳排放由电力消耗产生，其约 40%

的碳排放由供暖用能源消耗产生；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热地区和气候温和地区参评机场主

要排放源为电力，其 80% 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由电力消耗产生，如图 18 所示。

3）碳排放强度3）碳排放强度

参评机场 2021 年单位旅客碳排放强度同比 2020 年下降约为 4%，其整体趋势较为平稳，

从评价情况看，严寒地区单位旅客碳排放强度最高，温和地区最低，呈明显的气候区域特征。

碳排放特征分析

图 17．19 个参评机场 2021 年碳排放结构占比

电力   煤炭   天然气  外购热力    汽油  柴油   航空煤油    液化石油气或其他

参评机场2020年碳排放结构

煤炭

6.82%

天然气

5.03%

外购热力

20.15%
汽油

0.55%

电力

65.80%

柴油

1.54%

航空煤油

0.07%

液化石油气

或其他

0.03%

参评机场2021年碳排放结构

电力   煤炭  天然气   外购热力    汽油  柴油   航空煤油    液化石油气或其他

煤炭

6.68%

天然气

5.06%

外购热力

18.92%
汽油

0.53%

电力

67.24%

柴油

1.51%

航空煤油

0.06%

液化石油气

或其他

0.02%

图 18．19 个参评机场 2021 年分机场和分气候区域二氧化碳结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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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站楼能耗及碳排放占比1）航站楼能耗及碳排放占比

参评机场航站楼能耗占比差异性较大，受气候区域、管理界限和航站楼规模

等因素影响。整体来看，大型机场航站楼能耗占比相对较高；夏热冬热地区和

气候温和地区航站楼的能耗占比较高，其航站楼综合能耗占比约为 80%；气候寒

冷地区和严寒地区的机场航站楼能耗占比普遍较低，其航站楼综合能耗占比约为

50%。参评机场航站楼碳排放特征与能耗特征类似。从机场法人边界看，航站楼

是机场主要能耗和碳排放主体。

2）航站楼能耗及碳排放强度2）航站楼能耗及碳排放强度

不同气候区域的参评机场航站楼单位面积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差异性较

大，呈明显的气候区域特征，温和地区航站楼单位面积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要

远低于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航站楼。同气候区域内，采用热泵技术采暖的机场，

其航站楼单位面积能耗和碳排放强度远低于采用天然气和煤炭供暖的机场。

航站楼能耗及碳排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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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析结果看，参评机场能源和碳排放存在以下特征：

1、能源、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2021 年同比 2020 年稳中有降；

2、碳排放结构与用能结构高度一致，均以电力、天然气、煤炭和

热力为主，其占比超过 90%；

3、能源和碳排放结构、总量和强度均呈明显的气候区域特征，有

无集中供暖设施机场差异明显；

4、在机场法人边界内，航站楼是机场主要能耗和碳排放主体。

为有效控制机场能源和碳排放总量、强度，结合机场的能源和碳

排放特征，机场应重点关注四个方面工作：调整机场供暖系统能源结

构、提升能源系统运行效率、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推动机场电

动化进程。

能耗和碳排放特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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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  作  建  议

PART 3

01 完善基础工作

机场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主体，是开展节能降碳具体工作
的实体，结合本年度“双碳机场”评价工作的总体情况，建议机场
行业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开展工作，提升自身的碳排放管理能力。

健全碳排放管理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

推动业务培训常态化，实现人员能力水平提升

一是建立以职能部门为主导的碳排放管理组织机构，大型机场设立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岗，中小型机场

安排专职人员，统筹协调碳排放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碳排放管理闭环程序做到工作有计划、实施、总结和

优化，持续提升机场碳排放管理能力。

一是推动绿色发展类培训常态化，提升碳排放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二是扩大绿色发展类培训的受众面，

支持碳排放管理相关人员参加外部取证培训，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实现重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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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础数据的监测与统计，保障数据完整准确

推动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核算体系，提升碳排放报告质量

推动高耗能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设备能效

一是按照国家标准要求配备足够的计量器具，做到数据采集全面；二是建立计量器具管理制度并定期

检定计量器具，保障数据准确；三是建立完善的能源和碳排放计量、核算制度，大型机场和中小型机场分

别以月度和季度开展能源分析工作，提升能源分析工作质量。

一是加快建立行业碳排放报告标准体系，明确碳排放数据的统计边界、数据种类和质量要求，形成统

一规范的碳排放核算体系；二是建立行业碳排放数据库，为行业对标、参加国家碳交易市场提供支撑；三

是采用机场协会《中国民用航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对碳排放数据

进行量化，形成机场碳排放数据库。

一是及时开展现有设备设施排查工作，加速更换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设施，提升机场设备能效；二是

聚焦锅炉、照明、电机、变压器及制冷空调等高能耗设备更新改造，推动机场能源设备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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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强化提升工作

强化业务培训针对性，提升碳排放管理团队专业素养

形成绿色发展持续性投入，推动机场绿色低碳发展

开展绿色低碳规划研究，提升规划引领作用

一是组织或参加高水平培训，培训内容应包含政策宣贯、制度建设、机场“双碳”技术路径等针对性知识，

提升绿色发展类培训的质量；二是进一步扩大绿色低碳类培训的受众面，将碳排放管理决策层、管理层纳

入到重点岗位实现培训覆盖，提升碳排放管理团队的专业素养。

一是围绕“双碳”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形成绿色发展持续性专项投入，促进机场“双碳”工作持续

稳重向好、高质量发展；二是关注绿色专项投入的使用效能，聚焦能源结构调整、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

能效提升和智慧能源等方面，推动机场绿色低碳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一是开展“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可再生能源利用规划等绿色低碳类规划研究，制定符合自身发

展需求的规划，提升其科学性、引导性和可实施性；二是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注重规划的落实和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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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管理精细化，提升机场绿色发展管理效能

建设能碳管控平台，筑牢智慧化管理基础

一是细化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台账的分项、分户、分类管理，并对主要能源系统制定经济运行方案，提

升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二是建立能碳指标体系和奖惩结合的考核机制，充分发挥指标和考核的引导作用。

一是优先使用具有远程数据传输能力的计量器具，完善计量系统，为建设能源和碳排放平台奠定基础；

二是基于楼宇监控系统、各类能源系统管控平台和计量表具，建设功能完善的能源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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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实施节能降碳项目，落实能碳双控要求

完善能碳管控平台功能，提升管理智慧化水平

建设能源管理体系，形成科学的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

一是积极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工作，关注清洁能源利用技术及项目落地，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优化机场

能源机构；二是应重点关注用能系统的运行能效，持续推进能源系统能效提升项目，降低能源消耗；三是

加快推动光伏、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的实施，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

一是进一步完善能碳管控平台运行指导功能，丰富全场能源相关数据集成、能效分析与节能管控、智

慧运维、节能减排策略等功能，提升平台对能源系统运行的指导；二是增加碳资产、碳交易等管理功能，

提升能碳管控平台对碳管理工作的指导，提升管理的智慧化水平。

一是建立能源管理体系，以科学的管理制度体系支撑能源和碳排放管理工作持续开展；二是能源管理

体系运行中应避免“两张皮”的现象，要做到实际工作和管理体系的有机融合。

03 推进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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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绿色低碳宣传，营造良好的双碳氛围和理念

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行业整体进步

一是积极主动向旅客、员工宣传国家、行业“双碳”政策和理念，提升公众对“双碳”的认识；二是

主动宣传机场自身碳排放管理的举措、理念和成效，营造良好的低碳发展氛围和理念。

一是积极参加行业绿色低碳交流活动，介绍工作经验和教训，推动行业绿色发展工作持续进步；二是

积极参与行业碳排放管理政策、法规标准、规章制度的编修工作，为行业发展提供助力。

机场“双碳”工作任重而道远，持续稳定地落实和开展能

源和碳排放管理工作，注重推进节能降碳和绿色项目的有效实

施和运行，机场未来实现“双碳”发展目标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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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中国民航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推进新时代

民航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机场协会将在民航局的指导及行业单位的大

力支持下，发挥行业协会社会治理独特作用，主动作为助力中国机场行业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以“双碳机场”评价为抓手，加大相关团体标准、咨询

服务、平台建设等相关工作开发和供给力度，不断满足民用机场绿色低碳

发展需求，为推动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促进全球航空业可持续发展做出

应有贡献。

结       语

////////////

Conclusion



2022 年度“双碳机场”评价报告

33

2022年度“双碳机场”

审核机构

北京首都机场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               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                   榆林榆阳机场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吉安井冈山机场           长春龙嘉国际机场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西双版纳嘎洒机场           腾冲驼峰机场              临沧博尚机场

一星级机场

二星级机场

三星级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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