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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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T/CIITA x《……》第i部分。T/CIITA x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

——……；

——第n部分：……。

本文件替代T/CIITA x.i《……》，与T/CIITA x.i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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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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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下，我国各层次政策文件均

多次强调碳信息披露的重要性。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健全企业、金融机

构等碳排放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同年12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要

求重点排污单位披露企业环境管理信息、碳排放信息等八类信息等。

本标准基于法律法规要求以及互联网企业相关实践，对互联网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原则、方式和内容

等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南。

互联网企业对所披露的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并接受政府、社会公众、新闻媒体

及其他第三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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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碳信息披露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互联网企业碳排放信息的披露原则、披露方式和披露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互联网企业披露其经营活动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以下简称：碳排放）管理信息。

互联网企业披露其经营活动相关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理信息可参考本文件。

互联网企业可根据自身合规要求、业务范围、经营状况及市场环境，对标准所提及的具体内容做适

当调整及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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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6450 环境管理 环境信息交流 指南和示例（IDT ISO 14063）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450、GB/T 3215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SG 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5 披露原则

5.1 完整性

组织披露的信息需全面、充分，不遗漏、缺失关键信息。

5.2 一致性

组织披露的信息需前后一致，以便分析发展变化情况。不同时期披露的信息需尽量使用一致的格式、

表述方式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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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准确性

组织披露的信息需真实、有效，不含有虚假信息。

5.4 安全性

组织披露的信息需符合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应在披露过程中确保信息安全、保护商业秘

密。

6 披露方式

组织碳信息披露的方式包括公开发布碳信息披露报告、碳中和进展报告，或将碳信息合并到ESG报

告、社会责任报告中共同发布。

组织碳信息披露的平台包括官方网站、应用程序、公众号等，确保所披露的碳信息易于被利益相关

方获取和理解。

7 披露内容

7.1 组织概况

组织碳信息披露涉及的碳信息相关概况，包括：

a) 组织的基本状况，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位置地点等；

b) 披露所依据的标准或规范，或参与披露相关国内外倡议、声明、公约等的情况；

c) 组织与低碳发展相关的目标愿景、战略规划等；

d) 披露历史，如是否首次披露，历年披露的情况和方式，披露频次等；

e) 联系方式，如信息披露相关联系人、联系电话、邮箱等信息。

7.2 披露范围

组织披露的碳信息所涉及的范围。范围可包括其拥有、控制、管理或运行的组织、设施、设备和场

所等。

注：在合适的情况下，组织可根据所有者权益或控制权比例等方式披露其拥有或控制的相关组织、设施、设备和场

所的碳排放管理信息。

组织披露的碳信息所涉及的时间范围。

7.3 组织治理

7.3.1 使命理念

组织制定的、用于指导低碳发展相关的战略、规划、方针、愿景、使命、理念等。

7.3.2 履责声明/承诺

7.3.2.1 运营减碳声明/承诺

组织及组织高级管理层所宣称的运营减碳或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声明/承诺。

7.3.2.2 供应链减碳声明/承诺

组织及组织高级管理层所宣称的供应链减碳或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声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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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3 清洁能源使用声明/承诺

组织及组织高级管理层所宣称的清洁能源使用目标声明/承诺。

7.3.3 管理职责及组织架构

组织建立的涵盖董事会（适用时）、管理层和执行层的碳管理相关的组织架构、管理职责、岗位分

工以及具体的相关履职情况。

7.4 组织管理

7.4.1 低碳管理

7.4.1.1 绿色能源

组织建立的与清洁能源使用相关的管理制度，以及具体实施效果。

7.4.1.2 绿色产品

组织建立的与设计/生产/使用绿色产品相关的管理制度，以及具体实施效果。

7.4.1.3 绿色包装

组织建立的与设计/生产/使用绿色包装相关的管理制度，以及具体实施效果。

7.4.1.4 绿色办公

组织建立的办公场景绿色低碳行为相关的管理制度，以及具体实施效果。

7.4.2 合规及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识别

7.4.2.1 合规要求识别及落实

组织建立的周期性对碳信息披露的合规及监管要求持续跟进的机制，并根据所跟进的要求而不断完

善内部制度及流程，积极整改问题（若涉及），有效响应落实，以及具体的完善落实情况及效果。

7.4.2.2 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识别及适应性

组织识别的与碳排放相关的气候变化风险、风险对组织未来经营架构的影响，以及组织对于与碳排

放相关的气候变化的主动适应行为。

7.4.3 碳绩效管理

7.4.3.1 直接排放

组织建立的对直接碳排放信息的定期披露制度及具体情况。

7.4.3.2 外购电力和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组织建立的对外购电力和热力的碳排放信息的定期披露制度及具体情况。

7.4.3.3 供应链排放

组织建立的对供应链碳排放信息的定期披露制度及具体情况。



T/ISC XXX—XXXX

4

7.4.3.4 能源消耗

组织建立的对化石能源及清洁能源消耗信息的定期披露制度及具体情况。

7.4.4 资源支持

为实现组织的使命理念及履责声明/目标，组织对绿色低碳发展的资金投入规划或已投入资金情况

的相关阐述。

7.4.5 第三方评估/认证/审计

组织建立的对碳绩效管理的第三方评估/认证/审计工作的相关制度及具体情况。

7.4.6 内部意识提升及教育培训

组织面向全体员工、环境及能源管理相关员工、相关业务人员、新入职员工等，所开展的多层次、

多维度的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意识提升、教育培训、岗位考试、案例分享等多样活动的具体情况。

7.5 生态圈及供应链发展

7.5.1 生态圈及供应商筛选

组织进行生态伙伴/供应商筛选时，考虑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基线要求；在不影响合法合规和服务

质量的前提下，优先考虑绿色低碳发展表现优良、尤其是具有代表性和多元化的生态伙伴/供应商。

7.5.2 生态圈及供应商监督管理措施

根据生态伙伴/供应商低碳发展的实际情况，基于责任共担、生态共建、互信共赢的理念，组织所

制定的生态圈及供应链监督管理措施。

7.5.3 生态圈及供应商履责支持措施

根据生态伙伴/供应商绿色低碳发展的实际情况，基于责任共担、生态共建、互信共赢的理念，组

织所制定的生态圈及供应链履责支持及鼓励措施。

7.6 减碳赋能效应

7.6.1 向消费者/用户倡导低碳行为

根据组织业务实际情况，在组织业务开展过程中，融入低碳发展理念，向消费者或用户提供参与低

碳行为的机会，倡导绿色低碳理念。

7.6.2 赋能其他产业减碳

组织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其他产业（非个人）减碳行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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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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