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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检奖项目公示表 

项目名称 建筑节能项目碳排放和碳减排量化评价技术研究与应用 

推荐单位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项目简介 

当前，国家通过建筑能效提升行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建筑合同能源管理等

政策措施和市场机制，切实推动建筑节能减排。如何科学合理地计算、测量和

验证项目的碳减排量，如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建筑碳排放核算和报告体系，是

有效落实这些政策机制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 

本项目首次系统地创新解决了上述关键技术问题，提出基于回归分析和校准化

模拟的测量法、账单分析法、校准化模拟法 3 类评价方法，制定适合我国国情

的评价模式，解决了建筑节能项目节能量及碳减排量评价实践过程中最难达成

共识的方法适用条件、方法选择和调整量确定的难点问题；基于生命周期理论，

形成建筑碳排放数据获取、删减及分析方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三阶段七过程

建筑生命周期碳排放评价模型和方法。 

主要创新点包括：基于回归分析和校准化模拟的评价方法创新，首次在测量法

中将直接比较法予以标准和规范化，建立了三阶段七过程建筑生命周期碳排放

评价模型，创新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建筑生命周期碳排放评价技术体系，并取

得节能量评估国际标准化突破。 

本项目完成技术规范及标准类成果 7 份，包括 ISO 国际标准 ISO 20375《节能

量评价人员选择指南》，国家标准《节能量评价技术指南 建筑节能项目》、工

程建设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等；完成方法调研报告、技术研究报

告和示范报告等报告类成果 7 份；公开在国家核心期刊、一级期刊或国际会议

上发表 6 篇论文。项目成果已在北京凯晨世贸中心等多个建筑项目进行推广应

用，为相关建筑业主、运营商带来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4600 万元。 

本项目为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能效交易和碳交易、建筑能效融资等政策措施和

机制的落实提供技术支撑，提升建筑应对气候变化技术能力和建筑碳排放的管

理水平，拓展认证认可业务领域，为绿色建筑、低碳建筑打下良好基础，有力

地促进国家建筑节能减排政策和机制的实施，在发展生态文明，建立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成果推广

应用情况 

项目成果直接促进了建筑领域节能量审核评价、能效和碳交易、碳排放核算等

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发改委、住建部已委托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承担

“建筑领域第三方节能量审核评价机构能力建设研究”；项目成果也有力支持

了发改委、住建部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开展的《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编制，使

定量评价绿色建筑成为可能；北京市发改委已委托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编制《北

京市低碳建筑（运行）评价指标》，开展北京市低碳建筑评价试点。 

项目组积极牵头组织国际标准的制定，主导提出的 ISO 20375《节能量评估人

员选择指南》正式批准立项，将有助于为各国节能量评估相关方在选择评估人

员时提供依据。也积极将项目成果推广到相关国际标准制定中。2012 年，项目

组就“建筑碳计量的边界范围”、“评价方法”等重要成果融入到国际标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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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碳计量-使用阶段》。 

项目成果已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三亚等地多个评价示范项目投入使用，为

20 余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得到充分认可，试点项目节能率均大于 15%，大大

节约建筑能源费用，为相关建筑业主等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4600 万元。与

此同时，也为多家物业管理公司出具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报告，利于及早发现

并减少高排放设备或环节，有效减少建筑物能耗和碳排放，体现企业社会责任

和市场美誉度，为建筑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带来较大的社会效益。 

项目组培养了一支技能过硬的评价专业化队伍，其中 3 人获得职称晋升、5 人

获得职务晋升。并且通过与科研单位和高校的合作，培养 1 名博士后、1 名博

士生、5 名硕士生，评价技术研发人员 30 余名。 

基于项目研究成果和经验，继续组织了延伸研究，其中包括申报并完成“十二

五”课题“典型节能改造项目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标准应用示范（四）”、住

建部课题“建筑领域第三方节能量审核评价机构能力建设”、北京市发改委课

题“低碳建筑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等。 

曾获科技

奖励情况 
 

专利目录

（已授权

和已公示） 

 

其他知识

产权目录 
 

主要完成

人 

 

排名：1 

姓名：刘彦宾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本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课题研究工作。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

《建筑部品及设备生命周期能耗数据研究进展》、《国内外建筑节能项目节评价

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投入该项研究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60%以

上。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①2008 年，作为《消费类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评价技术

平台》课题核心成员，获国家科技部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②2008 年，作为国家科技部“十五”攻关计划《消费类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

认证评价技术研究及示范》课题核心人员，获得全国商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③2009 年，负责总局立项《突破欧盟 RoHS、WEEE 指令所造成的技术性贸易

壁垒的认证体系及关键技术研究》课题，获总局科技兴检奖，二等奖。 

 

排名：2 

姓名：王晓涛 

技术职称：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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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本项目技术负责人，整体把握项目研究内容，组织和协调任务

进展，沟通和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建筑节能项

目碳排放和碳减排量评价技术体系，重点编写《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等技术

文件及其它各项成果，并落实各个示范基地；在国际标准化会议上，提出《节

能量评价机构人员要求指南》国际标准，推动课题成果应用。投入该项研究的

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85%以上。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排名：3 

姓名：欧阳艳艳 

技术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本项目秘书，负责组织、协调和监督各个参与单位完成研究报

告等技术文件编制，以及示范项目研究。重点完成建筑节能项目节能量和碳减

排量评价技术体系构建，编写国家标准草案《建筑节能项目节能量和碳减排量

评价技术指南》和《国内外建筑节能项目节能量和碳减排量评价方法调研报

告》，并参与完成其他各项成果。投入该项研究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85%

以上。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无 

 

排名：4 

姓名：邓云峰 

技术职称：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课题核心研究人员，参与各项研讨会，出谋划策，解决课题进

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项目研究进度进行总体把握，提出建议和指导意见，

并参与完成各项研究成果。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浅析建筑节能项目节能量和

碳减排量第三方评价流程》、《国际建筑生命周期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比较研

究》等，推进课题研究及成果应用。投入该项研究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40%

以上。 

曾获科技奖励情况：个人：2013 年，中检集团“2011 年度优秀科技论文”一

等奖； 

所在集体： 

2010 年，质检总局“科技兴检先进集体” 

2013 年，中检集团“2011 年度优秀科技论文评选”，优秀组织奖 

 

 

排名：5 

姓名：梁吉娜 

技术职称：工程师 

工作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对本项目贡献：课题核心研究人员，重点负责建筑节能项目节能量和碳减排量

评价技术研究。深入示范项目现场，开展示范项目研究。重点负责完成《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