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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规定了碳减排领域各类培训机构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培训组织过程、培训内容、师资条件

以及培训质量管理与评价等。

本文件由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节能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企工培（北京）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华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深

圳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国网

英大碳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中理检验有限公司、上海天工之城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广西碳中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华力碳减排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嘉芈中安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安徽省节能协会、北京和碳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中润城汇(北京)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连营、林武、杜文俊、孙昭、王子晗、马勇、张军涛、王璘姬、王挺、杨卫华、赵亚

竹、刘亭旭、房海娇、杜亚丽、柴玉文、陈军、张京良、李慧、王波、袁功林、肖华、张辰、李雨馨、

刘洋 王维春、宾晖、张蕊娇、王放、宋志刚、王少江、孟早明、王明媛、余毅、郑建能、吴天龙、姚

玉栋、鲁康宁、王丽丽、朱蕊、汪嘉伦、胡孝忠、黄博文、钟涛、卜立平、于洁、赵学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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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领域人才培训管理与评价规范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提供节能、绿色、低碳、环保等碳减排领域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主要用于上述机构规

范碳减排领域培训活动，指导制定碳减排领域人才培养计划，对碳减排领域培训机构开展评价。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表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文件。然而，鼓励根据本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913 成人教育培训服务术语

GB/T 28914 成人教育培训工作者服务能力评价

GB/T 28915 成人教育培训组织服务通则

GB/T 32624 人力资源培训服务规范

术语和定义

GB/T 2891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基本要求

培训机构

碳减排领域人才培训机构（以下简称“培训机构”）应依法登记注册，其组织设立符合GB/T 28915

的要求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a) 具有明确的办学宗旨；

b)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无违法违规行为；

c) 保证培训质量，颁发培训证书规范；

d) 教室、实训场地设施与培训教学内容、规模相适应，能满足教学要求；

e) 办公、培训教学及其实训场符合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具有能满足培训需要的培训场

所、培训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设施；

f) 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如培训服务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培训教师管理制度等；

g) 具有碳减排领域人才培训服务能力。

从业人员

培训机构应配备专业人员，负责需求分析、课程项目研发、培训方案制定以及培训考核评估等工作。

专业人员应符合GB/T 32624的要求。

培训机构内承担培训教学任务的培训教师应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历），具有中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从教经验3年以上且有碳减排领域相关行业5年以上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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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组织

需求调研与分析

培训机构宜根据拟开展的碳减排领域行业特点，对培训对象的培训需求进行调研，并可根据培训对

象需求，编制培训需求分析报告。

培训课程研发

培训机构应根据培训需求分析结果、培训对象意见及国家相关政策，研发课程方案。

培训方案制定

培训方案

培训机构应制定培训方案，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培训对象；

b) 培训地点；

c) 培训目的；

d) 培训教师及介绍；

e) 培训内容；

f) 培训课程设置；

g) 培训形式与方法；

h) 培训教材；

i) 培训效果考核及结果（证书、成绩、是否合格等）；

j) 应急处理预案。

培训级别

培训机构应针对不同条件的学员制定差异化的培训方案，宜设立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的培训

方案。培训方案应满足国家相关职业技能标准对相应职业的培训要求。对于中级和高级的培训方案，培

训机构应规定接受培训的学员应满足的基本条件。

考核方式

培训方案应包含明确的考核方式，包括并不限于开卷考试、闭卷考试、现场答辩等单一考核方式，

也可采用多个考核手段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培训方案应明确学员在完成培训后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

继续教育

对于有继续教育需求的职业培训，应针对继续教育需求，制定适宜的培训方案。

不同碳减排领域职业的培训方案可参考本文件附录 B。

招生信息发布

培训机构开展招生活动时应遵循公平、公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宣传，不得虚假宣传。招生信息

中应包含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师资和收费、退费等事宜。

培训服务协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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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应与培训对象明确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培训机构应通过签订服务

协议或报名付费提供发票的形式与客户确定培训关系。

培训实施

培训机构应按照签订的服务协议提供培训服务，并按照培训方案提供培训教材或讲义并持续更新。

使用外部教材和讲义应获得相应的授权。培训机构应根据培训方案，组织培训对象进行考核。考核合格

的，宜发放相应的培训合格证书。

满意度调查

培训活动结束后，培训机构应开展针对学员的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调查宜以调查表的方式开展，调

查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培训教师；

b) 培训课程；

c) 培训内容；

d) 授课方法；

e) 日程安排；

f) 改进建议。

资料归档

培训机构应组织将培训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储存，形成档案。存入档案的资料

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培训方案；

b) 培训教师登记表；

c) 培训对象信息；

d) 培训教材；

e) 培训签到表；

f) 培训考核结果；

g) 满意度调查表。

档案中的内容应真实、完整并应以纸质和电子版两种方式存放，纸质版档案保存的时间不得少于3
年。

培训内容

政策法规

培训机构应开发碳减排政策体系相关的培训课程，将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相关政策法规纳入培训内容

并定期更新政策法规库。

碳排放管理

培训机构应针对碳排放开发培训课程，培训内容应结合碳减排领域相关行业的职业要求，宜在以下

方面开发专业课程：

a) 中国及国际通用的碳排放量化与核查标准、指南和计算工具的使用；

b) 碳排放监测、量化与报告体系及应用案例；

c) 碳排放核查标准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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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

培训机构应积极开发并实施开展碳交易机制和规则、碳排放配额分配、交易及清缴、自愿减排量交

易管理等方面的课程。

各行业碳减排措施

培训机构应根据自身定位，开发针对特定行业碳减排领域的课程。课程宜包括该行业实施碳减排活

动的政策依据，常见的碳减排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及企业案例。

其他

培训机构应针对市场需求，积极开发和碳减排领域相关的其他课程，如碳金融、碳普惠、ESG、可

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等。

培训机构师资条件

师资规模与结构

各培训机构应根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授课时数等需要，建立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

师资队伍。

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碳减排领域的工作年限合理，应配备有较高学术造诣

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带头人以及数量适宜的骨干教师。

应具备一定数量来自高校、碳减排领域企业或其他类型从事碳减排相关工作的兼职教师。

教师素质要求与专业发展

专业素质要求

培训机构的培训教师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先进的教育理念，满足GB/T 28914对职业道德和专业

资格要求。积极参与培训教学研究、培训改革和专业建设，不断革新培训教学方法，提高培训效果。

培训教师应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系统掌握教育科学及碳减排领域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

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国际视野以及较为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清晰了解碳减排专业市场前沿动态，

努力探索符合市场需求的学术问题。

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能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内容和学员特点，合理设计课程教学方案，

能组织课堂培训、在线培训以及培训教学质量评价，在培训过程中能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培训教学要求

培训教师在培训教学中应发挥主导作用，精心设计课程教学计划，认真备课，组织课堂培训、在线

培训以及培训教学质量自我评价等教学活动；与学员积极互动、教学相长；注重培养学员的独立性和自

主性，引导学员质疑、调查和研究，鼓励学员进行主动学习。

教师发展

培训机构应建立教师上岗资格制度和教师教学发展制度并完善教师发展机制。根据培训教师专业发

展规律和专业特点，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专业的教师需求，分层分类制定教师发展规划，系统设计

递进式培训课程，定期进行绩效考核，满足教师不同阶段需求，促进教师专业持续发展。

培训机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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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施

培训机构应为各专业教学提供数量充足、功能完善的教学设施。场地及设施设备应满足GB/T 32624

的要求。

若培训机构开展在线培训项目，应具备开展在线教学和在线考试的设备、网络及软件且符合国家互

联网管理规定及相关技术要求。

信息资源

培训机构应为学员提供数量充足、种类齐全的碳减排领域学习资源，包括并不限于碳减排领域技术

专著、政策汇编、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国内和国际前沿技术报告等。

培训机构应向学员推荐教材和必要的培训参考资料，鼓励培训讲师使用高水平的教材。如无正式出

版教材，应提供符合教学大纲的课程讲义。

实践教学

培训机构应具备满足人才培养需要的相对稳定的实践教学条件。培训机构应根据提供培训的课程和

专业特点，与相关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校实验室加强合作，建设一定数量的相对稳定的培训教学见习、

实习基地，保障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教学经费

教学经费的投入应较好地满足人才培养需要，投入培训教学的经费应不少于所收培训费用的30%。

培训质量管理与评价

质量管理目标

各培训机构应以本文件为基础，建立以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培训规范、专业师资、培

训条件、培训过程、培训教学改革与研究、培训效果等为核心的质量管理目标体系。逐渐增加以质量监

控为目标的培训质量跟踪机制、社会和用人单位的评价与反馈机制等外部反馈机制。

质量规范

各培训机构应围绕质量管理目标要求，制定质量管理实施规范，建立督导、评教制度，建立信息反

馈机制和调控改进机制，开展经常化和制度化的质量评估，确保对培训教学质量形成全过程的有效监控，

保证培训质量的持续提高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充分实现。

对培训机构的评价

对培训机构开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可参见附录A。得分共计100分，评价得分为60分（含）以上的培训

机构可评为“合格”，评价得分为80分（含）以上的培训机构可评为“优秀”，评价得分为60分以下的

培训机构应评为“不合格”。

评价结论为“不合格”的培训机构，应暂停招生并开展整改，整改后复评为“合格”或“优秀”后

可恢复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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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附 录 B（规范性附录）

碳减排领域培训机构评价指标

表 A.1 给出了碳减排领域培训机构评价指标。

表 A.1 碳减排领域培训机构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

标准
权重

1
基本

要求

合规性要求

具有明确的办学宗旨 10

10%

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物违法违规行为 10

保证培训质量，颁发培训证书规范 10

教室、实训场地设施与培训教学内容、规模相适应，

能满足教学要求
10

办公、培训教学及其实训场符合安全、消防、卫生

等有关规定；具有能满足培训需要的培训场所、培

训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设施

10

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如培训服务管理制度、学员

管理制度、培训教师管理制度等
10

具有碳减排领域人才培训服务能力 10

从业人员

配备专业人员，负责需求分析、课程项目研发、培

训方案制定以及培训考核评估等工作
10

专业人员符合GB/T 32624的要求 5

承担培训教学任务的培训教师应具备本科及以上

学历（或同等学历）
10

从教经验3年以上且有碳减排领域相关行业5年以

上工作经历
5

2
培训

组织

需求调研与分

析

针对拟开展的碳减排领域行业特点，对培训对象的

培训需求进行调研。
5

20%

根据培训对象需求，编制培训需求分析报告 5

培训课程研发
根据培训需求分析结果、培训对象意见及国家相关

政策，研发课程方案
10

培训方案制定

培训方案包含培训对象、培训地点、培训目的、培

训教师及介绍、培训内容、培训课程设置、培训形

式与方法、培训教材、培训效果考核、应急处理预

案等内容

10

针对不同条件的学员制定差异化的培训方案 10

培训方案包含明确的考核方式 5

对于有继续教育需求的职业培训，针对继续教育需

求，制定适宜的培训方案
5

招生信息发布 招生活动遵循公平、公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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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

标准
权重

传，不得虚假宣传

招生信息中应包含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时间、

师资和收费、退费等事宜
10

培训服务

通过签订服务协议或报名付费提供发票的形式与

客户确定培训关系，合同中明确培训内容、培训方

式、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

10

培训实施
按照签订的服务协议提供培训服务，并按照培训方

案提供培训教材或讲义并持续更新
10

满意度调查
培训活动结束后，培训机构开展了针对学员的满意

度调查
5

资料归档

将培训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资料进行汇总、分类、储

存，形成档案
5

纸质版档案保存的时间不得少于3年 5

3
培训

内容

政策法规

培训内容包括碳减排政策体系相关的培训课程 15

20%

将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相关政策法规纳入培训内容

并定期更新政策法规库
10

碳排放管理
开发碳排放培训课程，培训内容能结合碳减排领域

相关行业的职业要求
20

碳交易
课程内容包括碳交易机制和规则、碳排放配额分

配、交易及清缴、自愿减排量交易管理等知识
25

行业碳减排措

施

培训机构能针对特定行业开发碳减排领域的课程 10

课程包括该行业实施碳减排活动的政策依据，常见

的碳减排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及企业案例
10

其他 针对市场需求，开发和碳减排领域相关的其他课程 10

4
师资

条件

师资规模与结

构

根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授课时数等需要，建立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
20

20%

配备有较高学术造诣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带头

人以及数量适宜的骨干教师。
20

具备一定数量来自高校、碳减排领域企业或其他类

型从事碳减排相关工作的兼职教师。
20

教师素质与专

业发展

培训教师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先进的教育理念，

满足GB/T 28914对职业道德和专业资格要求。
10

培训教师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系统掌握教育科学

及碳减排领域相关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扎

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国际视野以及较为丰富的教育

实践经验，清晰了解碳减排专业市场前沿动态，努

力探索符合市场需求的学术问题。

10

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能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内容和学员特点，合理设计课程教学方案，能

组织课堂培训、在线培训以及培训教学质量评价，

在培训过程中能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10

建立教师上岗资格制度和教师教学发展制度并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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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分

标准
权重

善教师发展机制。

5

基础

设施

建设

教学设施

为各专业教学提供数量充足、功能完善的教学设

施。场地及设施设备应满足GB/T 32624的要求。
20

20%

对于在线培训项目，具备开展在线教学和在线考试

的设备、网络及软件且符合国家互联网管理规定及

相关技术要求。

20

信息资源

为学员提供数量充足、种类齐全的碳减排领域学习

资源。
20

向学员推荐教材和必要的培训参考资料，鼓励培训

讲师使用高水平的教材。
10

实践教学

具备满足人才培养需要的相对稳定的实践教学条

件，与相关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校实验室加强合

作，建设一定数量的相对稳定的培训教学见习、实

习基地，保障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20

教学经费使用
投入培训教学的经费应不少于所收培训费用的

30%。
10

6

培训

质量

管理

与评

价

质量管理目标

建立以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培训规范、

专业师资、培训条件、培训过程、培训教学改革与

研究、培训效果等为核心的质量管理目标体系。

50

10%
建立以质量监控为目标的培训质量跟踪机制、社会

和用人单位的评价与反馈机制等外部反馈机制。
25

质量规范

围绕质量管理目标要求，制定质量管理实施规范，

建立督导、评教制度，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和调控改

进机制，开展经常化和制度化的质量评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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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附 录 D（资料性附录）

碳排放管理师培训方案

D.1 培训对象

具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或同等学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D.2 培训地点

略。

D.3 培训目的

通过培训，学习和掌握碳排放管理师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行业知识，培训合格后可从事企事业单位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统计核算、核查、交易和咨询等工作。

D.4 培训教师

略。

D.5 培训内容

D.5.1 课时设置

碳排放管理师培训课程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初级课程不少于36标准课时；

中级课程不少于40标准课时；高级课程不少于48标准课时。

D.5.2 行业基础知识

职业基础知识包括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基本监测和实验分析知识，主要内容包括监测和实验分析的原则要求；基本的计量器具配备和

管理知识、包括基本的设备检测和校准能力等；

b) 用能、用热、用电知识；

c) 数据统计计算基本知识；

d) 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行业的基础知识。

D.5.3 碳排放相关基础理论知识

碳排放管理师职业基础知识包括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碳排放基本概念知识；

b) 当前我国碳排放相关法规及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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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及趋势；

d)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相关知识。

D.6 课程设置

初级、中级和高级碳排放管理师课程设置如表 B.1，表 B.2 和表 B.3 所示。

表 B.1 初级碳排放管理师课程设计

知识单元 技术专题名称 相关知识点 标准课时数

碳排放基础

知识

碳排放背景

（1）温室气体的影响

（2）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3）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形势

8

碳排放基础知识

（1）碳排放术语及解读

（2）碳排放量化与报告原则

（3）碳排放权交易概述

8

基础技术应

用

碳排放核查

（1）核查工作原则及要点

（2）组织层级核查指南或标准规范（3）组织

层级核查实施与报告

5

碳排放核算

（1）核算工作原则及要点

（2）组织层级核算指南和标准规范

（3）组织层级核算实施与报告

（4）实施组织层级核查工作

5

碳排放监测

（1）收集组织层级监测计划或方案的要素

（2）监测计划的执行

（3）监测要素的获取方式

（4）监测设备的维护与校准

5

碳排放权交易
（1）国外碳排放权交易进程

（2）国内碳排放权交易进程
5

表 B.2 中级碳排放管理师课程设计

知识单元 技术专题名称 相关知识点 标准课时数

碳排放基础

知识

碳排放背景

（1）温室气体的影响

（2）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3）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形势

8

碳排放基础知识

（1）碳排放术语及解读

（2）碳排放量化与报告原则

（3）碳排放权交易概述

4

技术应用
碳排放核查

（1）核查工作原则及要点

（2）组织、项目、区域层级核查指南或标准规范

（3）组织、项目、区域层级核查实施与报告

（4）建立核查质量管理体系

12

碳排放核算 （1）核算工作原则及要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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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技术专题名称 相关知识点 标准课时数

（2）组织、项目、区域层级核算指南或标准规范

（3）组织、项目、区域层级核算实施与报告

（4）核算标准、技术规范及工具的开发

碳排放监测

（1）组织层级监测计划或方案的编制

（2）监测计划的执行

（3）监测数据的校核

（4）监测要素的获取方式

（5）自愿减排项目监测报告要求

4

碳排放权交易

（1）国外碳排放权交易进程

（2）国内碳排放权交易进程

（3）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类型和标的物种类

（4）我国碳排放权相关政策解读

4

表 B.3 高级碳排放管理师课程设计

知识单元 技术专题名称 相关知识点 标准课时数

碳排放基础

知识

碳排放背景

（1）温室气体的影响

（2）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3）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形势

4

碳排放基础知识

（1）碳排放术语及解读

（2）碳排放量化与报告原则

（3）碳排放权交易概述

4

技术应用

碳排放核查

（1）核查工作原则及要点

（2）组织、项目、区域层级核查指南或标准规

范

（3）核查指南、标准规范及工具的开发及优化

（4）培训组织与实施

（5）案例分析及实操演练

16

碳排放核算

（1）核算工作原则及要点；

（2）组织、项目、区域层级核算指南或标准规

范

（3）组织、项目、区域层级核算实施与报告

（4）开发核算标准、技术规范及工具

（5）核算标准、技术规范及工具的编制规范

（6）培训组织与实施

16

碳排放监测

（1）制定、核定监测计划或方案

（2）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排放法学及标准规范开

发

（3）培训组织与实施

12

碳排放权交易 （1）国外碳排放权交易进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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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技术专题名称 相关知识点 标准课时数

（2）国内碳排放权交易进程

（3）碳排放权交易主体类型和标的物种类

（4）碳排放权登记、交易和结算流程

减排路径

（1）碳排放达峰、碳中和目标设计概述

（2）碳排放测算模型介绍与应用

（3）企业“双碳”目标设计方法

（4）重点行业主要减排路径和措施

16

D.7 培训形式与方法

培训以线下授课的方式开展。

D.8 培训教材

略。

D.9 培训效果考核

考核方式为理论知识和技术应用考核，采取机考（计算机在线考试系统）方式。初级、中级和高级

理论知识和技术应用考核，总分均为100分，达到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D.10 应急处理预案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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