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 音视频设备》（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1）任务情况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4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

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4〕25号）的要求，中国电子技术

标准化研究院承担项目编号为20241664-T-339《绿色产品评价 音视频设备》的

标准制定任务，归口单位为全国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TC242)。

（2）目的意义

本标准的制定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

证、标识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16〕86号，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的建

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总体要求制定的，通过标准引领，促

进绿色消费、提高绿色设计水平，增加绿色产品供给，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本文件基于GB/T 33761-2024《绿色产品评价通则》的总体框架，结合音视

频设备的产品特点，建立了绿色产品评价指标体系。绿色产品评价指标的选取依

据“生命周期理念”、“代表性”、“可操作性”、“兼容性”、“绿色高端引

领”原则，从原材料获取、生产、使用、废弃处理等生命周期阶段出发，重点分

析产品在不同阶段的资源能源消耗、生态环境影响及人体健康安全影响因素，选

取能够表征该类产品主要绿色低碳特性并可量化和可检测验证的指标构成绿色

产品评价指标体系，为相关方开展绿色产品评价提供标准依据。

2. 起草单位情况

本标准牵头起草单位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负责提出标准草案稿、

征集参编单位、组建标准起草组、进行资料调研、标准技术内容的研讨和试点验

证等工作。标准参编单位参与标准技术内容调研和起草，覆盖产学研用等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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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标准化机构、检测实验室、第三方认证机构、制造企业、高校、行业协会等。

制造企业涉及平板电视、机顶盒、电子投影机等典型音视频制造业。

3. 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起草组依据国家标准制定程序，按照总体组和归口管理单位的要求，完

成了标准立项、标准草案稿、标准征求意见稿等阶段的相关工作。

2024年5月31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2024年标准立项公告；

2024年8月15日，通过TC242网站公开征集标准参编单位；

2024年9月-12月，标准起草组与TC242标委会及部分制造单位开展资料调研

和行业研讨，交流适用产品分类及对应产品标准、绿色低碳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等技术内容；

2025年1月-3月，标准起草组组织部分制造企业等相关方就碳足迹、能效测

试、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等技术内容进行调研、研讨和试点验证；

2025年4月，标准起草组组织部分参编企业等相关方修改标准技术内容，形

成标准征求意见稿，通过相关渠道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

1. 协调一致

与GB/T 33761《绿色产品评价通则》的定义和评价指标总体要求协调一致，

产品分类按照GB/T 33761和GB/T 36431关于产品分类的原则，并与对应的产品标

准协调一致；

2. 指标选取原则

对应资源、能源、低碳、环境、品质属性，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给出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测试验证方法；

3. 合理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标准框架科学合理，评价指标要求适用于特定产品绿色评价，对于产学研用

等相关方开展绿色产品评价具有合理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包括前言、引言、5个章节、3个附录和参考文献。

前言：按照GB/T 1.1格式进行编写。

引言：说明本标准与GB/T 33761保持一致的原则和目的意义。

第 1 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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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音视频设备绿色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家用或类似用途，被设计成由电网电源、电源设备、电池或远程

馈电系统供电的，预定用来分别接受、产生、录制或播放音频、视频和有关信号

的电子设备，包括平板电视、数字电视接收器（机顶盒）、电子投影机等音频、

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其他类别音视频设备绿色产品评价可参照执行。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相关标准。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

GB/T 33761 界定的以及标准中列出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第 4 章评价要求

包括 4.1 基本要求、4.2 评价指标、4.3 鼓励性指标。

第 5 章评价方法

说明按标准要求，计算机绿色评价分为两个等级，分别为绿色标杆产品和绿

色产品。评价方法及满足条件应符合表 3的要求。

附录 A 消费后再生塑料使用比例的计算方法

本附录为规范性附录，给出了表2中消费后再生塑料使用比例的计算方法。

附录 B 产品年减碳量的计算方法

本附录为资料性附录，给出了产品年减碳量的计算方法。

附录 C 多环芳烃（PAHs）

本附录为资料性附录，给出了表2中提到的多环芳烃的16种碳氢化合物清单。

参考文献列出了标准中出现的资料性引用的标准和政策文件。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在完成草案稿之后，对包括部分音视频设备制造企业等产学研用相关

方开展了调研和试点应用，对照标准条款确认标准技术内容的充分性、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对标准中的评价指标的资源、能源、低碳、环境和品质属性的相关指

标要求进行调研和试点验证。

（一）资源属性指标

产品可再生利用率：依据 GB/T 32355.2 《电工电子产品可再生利用率评价

值 第 2部分：洗衣机、电视机和微型计算机》中规定的评价值和计算方法，给

http://openstd.samr.gov.cn/bzgk/gb/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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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产品可再生利用率的基准值（见标准的表 1），同时业参考了欧盟 WEEE 指令

（2012/19/EU）的相关要求。

消费后再生塑料在产品中的使用比例的调研情况：起草组综合调研了国外应

用比较广泛的的美国 EPEAT、德国蓝天使、日本生态标签关于绿色产品评价要求

和指标计算方法，充分考虑国内典型制造企业发展现状和逐步推进再生塑料循环

使用的需求，通过政策、标准和行业调研，研讨商定消费后再生塑料的使用比例

的基准值，并在附录 A中给出计算方法。

（二）能源属性指标

能源属性指标能源属性指标用来评价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耗能情况以及产品

在使用过程中的节能情况，主要从产品能效方面进行考量，涉及整机能效和显示

器及外部电源能效等级。能效标准依据 GB 24850《平板电视与机顶盒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32028《投影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家标准》等。

（三）低碳属性指标

平板电视等音视频设备在使用阶段的能耗总量巨大，而产品节能量对应实现

的环境绩效，可以通过折算为减碳量来体现（折算系数为电网排放因子）。本标

准的附录 B给出“产品年减碳量的计算方法”，将节能产品（2级或 1级能效）

相对于基准产品（3级能效）在一年内的节能量折算为减碳量，为产品提供了减

碳量的计算方法。

（四）环境属性指标

环境属性指标中综合考虑以下方面：

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6种）：依据我国及欧盟有

害物质限制使用法规、标准相关要求。

邻苯二甲酸酯类（4 种）：依据我国及欧盟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法规、标准相

关要求，并参考欧盟 RoHS2.0 等相关法规标准和行业调研。

多环芳烃总量和苯并[a]芘：参考欧盟指令和德国 GS 认证标准中关于多环芳

烃管控要求，目前已被国内检测机构和制造企业采用。

六溴环十二烷、短链氯化石蜡：参考欧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法规以

及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通知。

包装中镉、铅、汞及六价铬四种物质总含量：参考欧盟 94/62/EC 包装指令、

中国 GB/T 16716.1-2018 标准包装材料要求和行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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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质属性指标

依据 GB/T 33761，品质属性重点选取消费者关注度高、影响高端品质的产品

耐用性、健康安全等方面的指标。参考 GB/T 24024 关于 I型环境标志的说明，

产品功能特性应考虑产品的适用性和性能水平，应顺序使用产品的国际标准、

区域标准或国家标准,产品的适用性意味着产品满足健康、安全和消费者使用的

要求。产品主要功能及性能参数应按产品标准要求在随机附送的产品说明书或

企业官网给予公示说明，并对功能性能明示的标称值进行测试和验证。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不适用。

六、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GB/T 33761《绿色产品评价通则》标准协调一致。

七、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只适用于强制性标准）。

不适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不适用，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作为国家推荐性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是推荐性的。参考其他已发布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

建议本标准在发布6个月后开始实施。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不适用。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国家标准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