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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企业碳排放核算及报告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碳排放核算及报告的术语和定义、核算边界、核算方

法、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报告内容和格式等。

本文件适用于动力蓄电池包、模组和单体制造企业。其他类型锂离子电池制造企业可参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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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ISO 14064-1: 2018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

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 Part 1: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movals）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GB/T 321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

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

注：本文件涉及的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三氟化氮（NF3）、

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和六氟化硫（SF6）。

3.2

报告主体 reporting entity

具有温室气体排放行为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2]

3.3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 Traction battery productio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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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力蓄电池生产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核算单位。

3.4

燃料燃烧排放 fuel combustion emission

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7]

3.5

过程排放 process emission

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等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碳排放。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8]

3.6

净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emission from net purchases electricity and heat

指企业主体消费的净购入电力和净购入热力（蒸汽、热水）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

节发生的碳排放。

3.7

主要生产系统 main production system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进行动力蓄电池生产经营过程构成的系统。

3.8

辅助生产系统 auxiliary production system

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运输等。

3.9

附属生产系统 subsidiary production system

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

健站等）。

3.10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2]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3.11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3]

3.12

碳氧化率 carbon oxidation rate

燃料中的碳在燃烧过程中被氧化的百分比。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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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度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度影

响相关联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5]

3.14

范围 1 排放 scope 1 emissions（直接排放）

实体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称为直接排放）。

3.15

范围 2 排放 scope 2 emissions（能源间接排放）

与特定实体或标的物的活动直接相关，而发生于其他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能源生产所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

3.16

范围 3 排放 scope 3 emissions（其他间接排放）

实体或标的物的活动所产生的，而发生于其他实体拥有或控制的，且不属于范围 2 排放

的温室气体排放。

3.17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来源：GB/T 32150—2015，定义3.16]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4 基本原则

4.1 相关性

应选择适应目标用户需求的温室气体源数据和方法。

4.2 完整性

应包括所有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4.3 一致性

应能够对有关温室气体信息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4.4 准确性

应减少偏见和不确定性。

4.5 透明性

应发布充分适用的温室气体信息，使目标用户能够在合理的置信度内做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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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流程

开展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工作流程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a）确定核算边界；

b）核算碳排放量。报告主体进行企业碳排放核算的步骤包括：

1）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温室气体种类；

2）选择核算方法；

3）收集活动数据；

4）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

5）计算与汇总温室气体排放量。

c）核算工作质量保证；

d）撰写碳排放报告。

6 核算/报告边界与范围

6.1 根据开展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目的，报告主体应确定碳排放核算边界与涉及的时间范围，

明确工作对象。

6.2 报告主体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根据控制权法或股权比例法

确定报告主体拥有/控制的设施和运营活动范围，选择的核算边界应与核算报告的目标保持一

致。

6.3 报告主体应核算直接排放（范围 1）和间接排放（范围 2）的排放，即生产系统的排放；

宜核算其他间接排放-范围 3排放（即报告主体上游供应以及下游销售的排放）。报告主体碳

排放类别见图 1，范围 3各类别的定义及其最小边界的内容见附录 A。

6.4 如存在其他产品生产活动，且本部分未涵盖，则应参考其他相关行业的企业碳排放核算

与报告要求进行核算并汇总报告。



QC/T XXXXX—XXXX

5

生产系统

下游销售

⑴产品、服务采购

⑵资本货物

⑶燃料、能源相关活动

⑷原材料运输

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⑹商务旅行

⑺员工通勤

⑻租用资产

范围 3（可选项）

（其它间接排放-

与生产和供应相关）

公司锅炉燃烧、生产过程及其附属生

产设备、污水处理站、公司车辆等

外购电力、蒸汽、热能、压缩空气等

⑼下游产品运输

⑽下游产品加工

⑾产品使用

⑿产品回收处置

⒀租用资产

⒁特许经营权

⒂投资

上游供应

范围 1

（直接排放）

范围 2

（间接排放）

范围 3（可选项）

（其它间接排放-

与客户相关）

图 1 报告主体碳排放范围

6.5 报告主体的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

系统，其中主要生产系统包括原料的获取与处理，生产电极时匀浆、涂布和碾轧分切等流程，

生产电芯时排线装配流程，电池组装流程等；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

机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

和单位（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宿舍区等），见图 2。
6.6 由于各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涉及的生产工艺可能不一致，在确定报告主体的核算和报告

边界时，以其包括的具体生产工序作为确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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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生产系统碳排放核算边界

6.7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生产系统碳排放核算直接排放应包括：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以及设备（灭火器和制冷设备等）和人类活动产生的逸散排放等。其

中，生物质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应单独核算并在报告中给予说明，但不计入碳排放总量。

6.8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间接排放应包括企业净购入的电力、热力、压缩空气等产生的碳排

放。

6.9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生产系统碳排放核算的时间范围为过去的一个自然年度。因为某些

特定需求，报告主体可核算过去某一时间段的碳排放。

7 碳排放量核算

7.1 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温室气体种类

7.1.1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生产系统应在所确定的核算边界范围内，对各类温室气体源进行

识别，范围 1和范围 2排放见表 1（包括但不限于）。

表1 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种类示例表（不限于）

排放类别 核算边界 温室气体源类型
排放源举例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直接排放

燃料燃烧排放

固定源燃烧
煤/天然气锅炉 CO2、N2O、CH4

乙炔燃烧（机修/实验室） CO2

移动源燃烧
大巴车、轿车等

CO2、N2O、CH4
柴油叉车、铲车等

过程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RTO焚烧炉 CO2

废水处理排放
生产废水处理站

CH4
厂区、宿舍化粪池

灭火器排放
CO2灭火器 CO2

七氟丙烷灭火器 HFCs

制冷剂逸散排放

车用空调制冷剂

HFCs室内空调制冷剂

其它工业制冷设备

变压器高压开关 变压器高压开关 SF6

生物质燃烧 生物燃料燃烧源
生物质锅炉

CO2、N2O、CH4
生物燃料汽车

间接排放
购入的电力与热力

产生的排放

由报告主体外输入

的电力、蒸汽、热

水、冻水或压缩空

气等

涂布设备

CO2
化成设备

泵和风机

照明系统

7.2 选择核算方法

7.2.1 报告主体应按照本文件确定的核算方法进行核算。如核算方法有变化，报告主体应在

报告中对变化进行说明，并解释变化原因。

7.2.2 核算方法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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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排放因子法；

b）物料平衡法；

c） 实测法。

7.2.3 报告主体应按照一定的优先级对各排放源的核算方法进行选择。选择核算方法可参考

的因素包括：

——核算结果的数据准确度要求；

——可获得的计算用数据情况；

——排放源的可识别程度。

注1：关于核算方法类型的说明，参考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7.3 选择与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7.3.1 报告主体应根据所选定的核算方法的要求来选择和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报告主体

应按照表 2中优先级由高到低的次序选择和收集数据。

表2 温室气体活动数据收集优先级

数据类型 描述 优先级

原始数据 直接计量、监测获得的数据 高

二次数据
通过原始数据折算获得的数据，如：根据年度购买量以及库存量的变化

确定的数据；根据财务数据折算的数据等
中

暂代数据
来自相似过程或活动的数据，如：计算冷媒逸散时可采用相似制冷设备

的冷媒填充量等
低

7.4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

7.4.1 排放因子分类一般有以下几类，按优先级由高到低排列如下：

a）量测/质量平衡所得因子；

b）相同制程/设备经验因子；

c）制造厂提供因子；

d）区域排放因子；

e）国家排放因子；

f）国际排放因子。

7.4.2 报告主体应对所选用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来源作出说明。

7.5 计算与汇总碳排放量

7.5.1 燃料燃烧排放

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是企业核算和报告期内各种燃料（煤、天然气等）燃烧产

生的碳排放量的加和，按公式（1）计算。

����� = �=1
� (��� × ��� × ����)� ……………………………………（1）

式中：
�����—企业所有净消耗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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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e）；

ADi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单位为立方米（m3）或吨（t）等；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与活动数据的单位相匹配，见附录 B。

注2：对于能够获得低位热值的燃料，排放因子EFi=IPCC原始排放因子×热值×换算系数×氧化率。对于不

能够获得热值的燃料，可选用GB/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中的推荐热值计算该燃料的排放因

子。

GWPi—全球变暖潜势，数值取最新版 IPCC 评估报告提供的数值。

i—净消耗化石燃料的类型。

7.5.2 过程排放

7.5.2.1 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按公式（2）计算。

�������� = �=1
� (��� × ��� × ����� )……………………………………（2）

式中：

EProcess—企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i—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个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EFi—第 i 个生产过程涉及温室气体的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与活动数据的单位相匹配；

GWP—全球变暖潜势，数值取最新版 IPCC 评估报告提供的数值。

i—涉及碳排放的生产过程。

7.5.2.2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过程排放主要核算生产过程逸散 VOC 气体经 RTO 炉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工业废水处理和厂区/宿舍区化粪池产生的 CH4 逸散排放以及灭火器、制冷设备和

高压灭弧开关产生的 SF6 逸散排放等。

7.5.2.2.1 RTO 炉焚烧废气排放

RTO炉焚烧排放的CO2计算按公式（3）计算。

���� = �=1
� (��� × ��� )……………….……………………（3）

式中：

ERTO—报告主体 RTO燃烧 VOC 废气产生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i—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个生产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t）；

EF 为 1；

i—RTO炉个数。

7.5.2.2.2 工业废水处理 CH4 逸散排放

报告主体工业废水处理过程中如存在厌氧处理工序，厌氧过程会产生CH4的逸散排放，该

部分逸散排放的计算如公式（4）所示。

�工业废水−��4 = �=1
� (���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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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工业废水-CH4—工业废水处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i—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个废水站厌氧池进出口的减少的 COD，单位为吨（t）;

EF—选用《IPCC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V5 废弃物第六章表 6.8 中甲烷的最大排放

因子 Bo（取值 0.25）以及甲烷校正因子 MCF（取值 0.8），EF=Bo×MCF。

GWP——27.9，数值取最新版 IPCC 评估报告提供的数值。

如工业废水处理站无厌氧处理工序，产生的碳排放可不予计算。

7.5.2.2.3 厂区/宿舍区化粪池 CH4 排放

若报告主体核算边界内存在化粪池，则应计算化粪池产生的 CH4逸散排放，见公式（5）。

�化粪池−��4 = �=1
� (��� × �� × ���� )………………………………（5）

式中：

E 化粪池-CH4—厂区/宿舍化粪池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i—核算和报告期内厂区和宿舍化粪池 CH4的产生量，单位为吨（t）;

EF—选用《IPCC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V5 废弃物第六章污水处理-生活污水表 6.2

中数值：甲烷的最大排放因子 Bo（取值 0.6）以及甲烷校正因子 MCF（取值 0.5），EF=Bo×MCF。

相关参数值详见附录 C。

GWP—27.9，数值取最新版 IPCC 评估报告提供的数值。

7.5.2.2.4 灭火器逸散

报告主体应核算边界和报告期内二氧化碳灭火器、七氟丙烷灭火器等灭火器的逸散排放，

见公式（6）。

�灭火器 = �=1
� (��� × ��� × ����� )……..…………………………（6）

式中：

E 灭火器—灭火器逸散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i—核算边界内灭火器中第 i 类温室气体填充量，单位为吨（t）；

EFi—核算边界内第 i 类温室气体的年泄露系数，采用《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V3 工业第七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 7.6.2.2, 取年运行平均排放泄漏率；

GWPi—全球变暖潜势，数值取最新版 IPCC 评估报告提供的数值。

7.5.2.2.5 制冷设备逸散

核算边界内运输制冷、移动空调制冷、民用（家用）制冷、商用制冷以及工业过程中制

冷设备中制冷剂的逸散排放见公式（7）。

�制冷设备 = �=1
� (���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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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制冷设备—制冷设备制冷剂逸散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i—核算边界内制冷设备中第 i 类温室气体填充量，单位为吨；

EFi—核算边界内第 i 类制冷剂的年泄露推估比例，采用《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V3 工业第七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表 7.9。

GWPi—全球变暖潜势，数值取最新版 IPCC 评估报告提供的数值。

7.5.3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的生产用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按公式（8）计算。

������������ = (��� − �=1
� ���� ) × ��………………………………（8）

式中：

EElectricity—企业净购入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e —核算和报告期内电力的消耗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ADi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绿色电力消耗量，包括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水力发电、生

物质发电和核电等，单位为千瓦时（kWh）；

EF—电力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千瓦时（tCO2e/kWh）。

注3：报告主体需提供各类绿色电力的属性证明材料，如场内光伏发电电表结算单、绿证及当地政府开具的

相关证明材料等。已证明绿色属性的电力部分，电力碳排放因子取0 tCO2e/kWh；未证明属性的电力

部分，电力碳排放因子应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的全国电网排放因子。

7.5.4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的生产用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按公式（9）计算。

����� = �=1
� (��� × ���)� ………………………………………（9）

式中：

EHeat—企业净购入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i —核算和报告期内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吨（t）；

EFi—热力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tCO2e/t）。

注4：如果外购蒸汽能够追溯到上游供应商使用的原始燃料（煤或天然气）的消耗量，则使用原始燃料的消

耗量来进行外购蒸汽的碳排计算；如不能追溯上游供应商燃料的消耗量，使用缺省值0.11tCO2e/GJ（取

自 电子设备制造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作为外购蒸汽的碳排因子。

注5：如果计算购买的热水产生的碳排放，应计算生产活动（供暖）需要的热值。热值计算ADl=供暖天数×

供暖面积×24h/天×每平方米功耗（中国取系数0.5W/m2），EFi取缺省值0.11t CO2e/GJ；能量转换系

数1kWh=3.6 MJ。

注6：计算购买的冷量和压缩空气时，优先采用电力分摊的方式去计算报告主体使用的冷量或压缩空气。报

告主体可通过租赁合同、冷量或压缩空气供应商总生产量、总电耗量计算出报告主体购买该冷量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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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空气所消耗的对应的电耗。

7.5.5 其他间接排放（可选项）

报告主体可选择性对供应链上游供应和下游销售（见图1）产生的间接排放（范围3）进

行核算和报告。计算供应链产生的总碳排放时，参见计算公式（10）。

������3 = �=1
� ���������−�� ………………………………………（10）

式中：

EScope3—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核算周期内范围3的间接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ECategory−i—动力蓄电池制造核算周期内范围3类别i产生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i—范围3排放的类别，包括类别1-外购商品和服务、类别2-资本货物、类别3-与燃料和能

源相关的活动、类别4-上游运输和配送、类别5-运营中产生的废物、类别6-商务旅行、类别7-
员工通勤、类别8-上游租赁资产、类别9-下游运输配送、类别10-销售产品加工、类别11-售出

产品的使用、类别12-已售产品的报废处理、类别13-下游租赁资产、类别14-特许经营权和类

别15-投资等15个类别。类别的定义描述及最低边界见附录A。

7.5.5.1 类别 1：外购商品和服务

计算外购商品和服务的碳排放时，注意区分与生产相关的采购以及与生产无关的采购，

参见（11）计算公式：

���������−1 = �=1
� (��� × ���� )……………………………………（11）

式中：

ECategory−1——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购入商品/服务产生的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当量（tCO2e）；

ADi—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购入商品/服务的物理量，单位根据实际购入物确定；

EFi——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购入商品/服务的碳排放因子，此处排放因子应优先选择供应

商提供的有关采购物品/服务的产品级数据（摇篮到大门的排放因子数据）或供应商的具体场

地数据，如果无法获得可采用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可信赖的数据。

7.5.5.2 类别 2-资本货物

资本货物一般指固定资产或厂房、财产和设备处理，包括设备、机械、建筑物、设施和

车辆等。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特定的采购产品是资本货物（应在类别2中报告）还是采购商品

（应在类别1中报告），可能存在模糊性。报告主体应遵循自己的财务会计程序，以确定是将

购买的产品作为类别2的资本货物，还是作为类别1的购买商品或服务。报告主体应避免在第1
类和第2类之间重复计算排放量。

与资本货物相关的排放为ECategory-2，计算公式同类别1的计算，参见公式（11）。

7.5.5.3 类别 3-与燃料和能源相关的活动（未包含在范围 1和范围 2的部分）

计算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产生碳排放时，参见（12）计算公式：

���������−3 = �=1
� �����上游� + �=1

� ������������上游� + �=1
� �����上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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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Category−3—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产生的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当量（tCO2e）；

Efuel上游——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消耗燃料的提取、生产和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采用因子法计算时，上游燃料排放因子=燃料生命周期排放因子-
燃烧排放因子。

EElectricity上游—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生产其消耗的电力其建设上游设施生产的碳排放，单

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所需搜集的活动数据为各类型电力的消耗量，排放系数可从

供应商处直接获取或采用数据库获取的每kWh电力的提取、生产和运输排放系数。

EHeat上游—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其消耗的蒸汽、供暖和供冷而消耗的燃料的开采、生产和

运输生产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按相关燃料提取、生产和运输碳排放

核算标准计算，采用因子法计算时，排放系数可选用供应商制定的燃料生命周期排放系数或

燃料生命周期数据库中的数据。

7.5.5.4 类别 4-上游运输及配送

类别4的排放主要指核算周期内采购的产品在一级供应商和报告主体自身运作之间的运

输和分销及报告主体自身购买的运输和分销服务，包括入境物流、出境物流以及报告主体本

身设施之间的运输和分销（由非报告主体运营或控制的运输）。

建议采用基于距离的方法来计算类别4的排放量，即统计每批货物的质量、运输距离和方

式，然后用质量*距离的乘积作为活动数据，乘以相应的排放系数。公式见（13）。

���������−4, � = �=1
� (�� × �� × ���� )……………………………………（13）

式中：

ECategory−4, T—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购买的产品在运输中产生的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当量（tCO2e）；

Mi—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运输的第i种货物的重量，单位为吨（t/）；

Di—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第i种货物的运输距离量，单位为千米（km）；

EFi——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运输购买货物采用第i种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当量每吨公里（tCO2e/t·km），推荐优先使用相关部门发布的碳排放因子数据，也可

参考各数据库推荐的因子数据，如附录D。
计算储存在仓库、配送中心和零售设施中的碳排放时，参见（14）计算公式：

���������−4, � = �=1
� （��, ���� + ��,外购能源 + ��,制冷设备） ×

��,报告主体

��,储存地点

� …………（14）

式中：

ECategory−4, S—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购买的产品在储存中产生的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当量（tCO2e）；

Ei,fuel—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购买的产品在第i个储存地点中，因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算方法参见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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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外购能源—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购买的产品在第i个储存地点中，因外购电力，热力等产

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算方法参见7.5.3和7.5.4；

Ei,制冷设备—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购买的产品在第i个储存地点中，因冷媒逸散产生的碳排

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算方法参见7.5.2；

Vi,报告主体—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在第i个储存地点中储存的产品容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i,储存地点—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在储存产品的第i个储存地点的容量，单位为立方米（m3）。

7.5.5.5 类别 5-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

计算运营中产生废弃物第三方处理和处置的碳排放量时，报告企业可通过收集不同废弃

物处理公司处理报告企业不同废弃物产生的直接排放（范围1）和外购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范

围2）数据（在废弃物处理公司已完成分配）进行核算。如无法获得相应的数据，可通过计算

公式（15）计算：

���������−5 = �=1
� ������, �� …………..……….………………（15）

式中：

ECategory−5—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

碳当量（tCO2e）；

EWaste, i—报告企业核算周期内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采用第 i种处理方式产生的碳排放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不同处理方式产生的碳排放计算方法、相关数据的获取方

法，参见附录 F.1-F.4 或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

报告主体可选择是否报告废弃物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可参考类别4计算方法。

7.5.5.6 类别 6-商务旅行

计算员工商务旅行产生的碳排放量时，参见（16）计算公式：

���������−6 = �=1
� �� × ��� × 10−3� …………………………………（16）

式中：

ECategory−6—核算周期内因员工出差产生的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Li—核算周期内员工出差采用第i种交通工具移动的距离，单位为千米（人·km）；当计

算雇员出差住宿产生的碳排放时，单位为人·天。

EFi—核算周期内员工出差采用第i种交通工具（住宿）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

碳当量每人每千米（kgCO2e/人·km（人天））。推荐优先使用相关部门发布的碳排放因子数

据，可参考各数据库推荐的因子数据，见附录E。

7.5.5.7 类别 7-员工通勤

计算员工通勤产生的碳排放量时，参见（17）计算公式：

���������−7 = �=1
� �� × �� × � × ���� × 10−3………………………………（17）

式中：

ECategory−7—核算周期内因雇员通勤产生的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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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核算周期内雇员通勤采用第i种交通工具的人数，单位为每人次（人/次）；

Li—核算周期内雇员通勤采用第i种交通工具的单程距离，单位为千米（km）；

N—核算周期内雇员通勤采用第i种交通工具移动单程距离（Li）的次数；

EFi—核算周期内雇员通勤采用第 i种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当量

每人每千米（kgCO2e/人·km）。推荐优先使用相关部门发布的碳排放因子数据，可参考各数

据库推荐的因子数据，如附录 E。

7.5.5.8 类别 8-上游租赁资产

计算上游租赁资产产生的碳排放时，报告主体应按照核算时选择的确定碳排放的核算边

界方法（运营控制法/股权比例法，等）以及租赁的类型（融资或资本租赁/运营租赁）判断相

关的碳排放是否纳入报告企业供应链上游产生的碳排放。如采用股权比例的方法确定碳排放

核算边界时，承租方采用运营租赁的方式，因没有所有权或财产控制权，燃料燃烧和使用外

购电力的排放计入上游租赁资产。报告主体仅在报告年份部分时间段内租赁资产，宜按资产

出租的时间占核算年的比例进行核算。参见（18）计算公式：

���������−8 = i=1
n （Ei,出租者，直接排放 + Ei，出租者，间接排放） × （

A
报告主体

Ai
' ）� …………（18）

式中：

ECategory−8—核算周期内因租赁资产产生的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i,出租者，直接排放—核算周期内租赁资产时，出租者产生的直接碳排放量，包括燃料燃烧、

过程排放等，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i，出租者，间接排放—企业核算周期内租赁资产时，出租者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包括电力、

热力等，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租赁资产的面积、容量、数量等，单位为平方米（m2）、立方米（m3）、

个等；

Ai
'——核算周期内租赁资产时，出租者的资产总面积、总容量、总数量等，单位为平方米

（m2）、立方米（m3）、个等。

注7：租赁仓库等在类别4中计算时，此处不应重复计算。

注8：报告主体应区分相关活动是否与生产直接相关，租赁资产与生产相关的若已在范围1和范围2计算，此

处不应重复计算。

7.5.5.9 类别 9-下游运输和配送

类别9-下游运输与配送主要指核算周期内非报告主体拥有或控制的车辆和设施运输/分销

产品所产生的排放，这一类别还包括零售和储存的排放。如果报告主体销售中间产品，则应

核算在报告主体销售点与商业客户之间运输和分销该中间产品的排放量。报告主体购买的出

境运输和配送服务不包括在类别9中，而包括在类别4-上游运输和配送中。

类别9-下游运输和配送的排放量应遵循类别4-上游运输和配送所述的计算方法。计算运输

的上游和下游排放量之间的主要区别可能在于活动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推荐报告主体使用

基于距离的方法来计算下游运输排放量，参考公式（13）。

计算下游配送产生的排放量时，推荐使用平均数据法，参考公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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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类别9-下游运输和配送的碳排放，参见公式（19）：

���������−9 = ���������−9, � + ���������−9, �……………………………………（19）

式中：
ECategory−9—下游运输和配送的总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Category−9, T—下游运输产生的总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Category−9, S—下游配送产生的总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7.5.5.10 类别 10-销售产品加工

类别10-销售产品加工主要指报告主体的产品销售后由第三方（例如加工商）加工销售的

中间产品产生的排放。中间产品是指在使用前需进一步加工、改造或包含在另一产品中的产

品，因此在报告主体销售后和最终消费者使用前的加工过程中产生排放。

报告主体类别10-销售产品加工的排放主要为下游价值链范围1和范围2的排放，可采用基

于具体场地的方法搜集活动数据去计算，或采用（每工序或每产品的）行业平均系数去估算

产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排放。

类别10-销售产品与加工的排放用���������−10表示，具体计算方法参加7.5.1、7.5.2、7.5.3
和7.5.4。

7.5.5.11 类别 11-售出产品的使用

对于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类别11-售出产品的使用阶段产生的碳排放主要包括：

（1）与产品使用相关的能源排放：

对于产品使用相关的能耗，主要是电池的内阻和充电器本身的损耗，计算公式如下：

使用能耗 =
总输出

电池充放电效率 ∗ 充电器效率
× （1 − 充放电效率 ∗ 充电器效率）

当电池被用于运载工具的时候，使用能耗应该包含电池的移动所对应的电力损耗，其计

算公式如下所示：

电力损耗 = ��� × 电池质量 × 行驶历程

其中FRV代表载运工作的能耗降低因子，其物理意义是载运工具每降低100kg的质量，可

以降低的百公里电能消耗值。

（2）使用、运行、维护阶段的损失：电池系统在整个使用寿命期间维护过程消耗的能源

和材料，如定期维护过程中额外的充放电、电池外壳、充放电系统的更换等。

（3）用于产品部件更新、翻新等的材料和燃料：指电池产品翻新修复以达到能行使其要

求的功能使用的状态，包括过程中能源、修理材料的消耗。

动力蓄电池报告主体类别11-售出产品的使用碳排放计算公式参见（20）。

���������−11 = � ��� + ������������ + ������ ……………………………（20）
式中：

ECategory−11—售出产品使用阶段产生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 Use—售出产品正常使用电能消耗产生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Maintenance —售出产品维护阶段产生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推荐

采用平均系数法计算排放量，活动数据取维护阶段消耗的能源使用量和原材料消耗量，排放

系数的选取参见7.5.3、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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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new —产品翻新阶段产生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计算方法同维

护阶段产生的碳排放。若无产品翻新阶段，碳排放取0。

7.5.5.12 类别 12-已售产品的报废处理

动力蓄电池报废回收阶段产生的碳排放取决于其特定的电池化学成分以及所采用的回收

技术和路线，因此，回收商应收集每个步骤（包括运输、火法冶金处理、湿法冶金处理）的

活动数据，并在此基础上使用相关的碳排放因子和GWP转换系数来计算碳足迹。

回收过程排放量的计算应基于投入-产出流的详细建模，以及回收商的特定活动数据。主

要处理排放（火法冶金、湿法冶金或进一步精制至电池等级）应始终以回收商特定的活动数

据为基础。如果进行主要处理的回收商没有操作整个报废和回收过程，则报告主体可使用行

业数据库数据。

类别12-已售产品的报废处理碳排放计算公式参见公式（21）：

���������−12 = ��������� + ���������−� − ��������� ………………………………（21）
式中：

ECategory−12—动力蓄电池报废回收阶段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EDisposal—动力蓄电池报废回收处理过程产生的总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其计算方式可参照生产制造阶段公式（1）-公式（9）。

EDisposal−T —动力蓄电池报废回收处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其计算方式可参考公式（13）。

R—本产品中可被下一系统回收利用的材料的比例（%）；

ERecycle —报废产品中可回用于动力蓄电池产品制造的原材料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当量（tCO2e），其计算方式可参考类别1-外购商品和服务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7.5.5.13 类别 13-下游租赁资产

类别13-下游租赁资产主要指报告主体（作为出租人）拥有并在核算年度租赁给其他试题

的资产的经营所产生的排放量，且这些资产未列入范围1和范围2排放量的计算。报告主体下

游租赁资产的范围3排放量包括承租人的范围1和范围2的排放量。

类别13-下游租赁资产和类别8-上游租赁资产的计算方法并无差异，不同之处在于归报告

主体所有。

类别13-下游租赁资产碳排放量ECategory−13计算公式参见公式（18）。

7.5.5.14 类别 14-特许经营权

类别14-特许经营权包括范围1和范围2未包括的特许经营的排放。特许经营是一种根据许

可证经营的业务，在某一地点销售或分销另一公司的商品或服务。此类别适用于特许人（即

向其它实体发放许可证以销售或分销其商品或服务，以换取付款的公司，如商标使用费和其

它服务使用费）。特许人应在这一类别中说明特许经营中发生的排放（即特许人的范围1和范

围2排放）。

报告主体可使用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计算特许经营权的排放量：

（1）特许权特定方法，涉及从特许权人收集场地特定活动数据或范围1和范围2的排放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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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均数据法，包括根据平均统计数据，如每个特许经营类型或占地面积的平均排放

量，估计每个特许经营或特许经营组的排放量。

类别14-特许经营权碳的排放量计算公式见公式（22）。

���������−14 = i=1
n Ei，Renter� …………………….……………（22）

式中：

ECategory−14—特许经营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i，Renter—第i个特许经营场所范围1和范围2的排放量，其计算公式可参照7.5.1-7.5.4。

7.5.5.15 类别 15-投资

类别15-投资主要指报告主体在核算周期内投资相关的范围3的排放量。这易类别适用于

投资者（即以盈利为目的进行投资的公司）和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投资可能包括在范围1和

范围2的边界内，这取决于报告主体如何定义其组织边界，例如采用股权法的报告主体可将股

权投资的排放量列入范围1和范围2；使用控制法的报告主体只对范围1和范围2中由报告主体

控制的设施进行核算和报告，不包括在范围1和范围2的投资则定义为本类别的范围3排放。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中将金融投资分为以下4种类型，本标准在此以股权投资部分举例

说明。

（1）股权投资；

（2）债务投资；

（3）项目融资；

（4）管理投资和客户服务。

报告主体可采用基于场地的方法计算类别15-投资的碳排放量，即对拥有财务控制权的子

公司、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先计算其范围1和范围2的碳排放量，再根据其所占的股权比例份

额分配给报告主体，见公式（23）。

���������−15 = �=1
� �� × ��，����������� …………………….……………（23）

式中：

ECategory−15—类别 15-投资的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R—报告主体在第 i 家企业中所占的比例，单位为（%）；

Ei，Investment—投资的第 i 家企业范围 1 和范围 2 的碳排放量总和，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7.5.6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碳排放量

7.5.6.1 报告主体运营核算范围碳排放量（报告必选项）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运营

边界生产系统产生的碳排放时，即范围1的直接碳排放量（化石燃料燃烧、生产过程排放等）

和范围2（净购入电力和热力（冷力）产生的排放等）的间接碳排放总量，作为报告必选项，

计算公式如下：

������1&2 = ����� + �������� + ������������ + �����…………………………（24）

EScope1&2—报告主体核算范围内自身运营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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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uel—企业所有净消耗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EProcess—企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Electricity—企业净购入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Heat—企业净购入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7.5.6.2 上下游供应链核算范围碳排放量（报告可选项）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的碳排放总量按公式（25）计算。

������ = ������1&2 + ������3…………………………（25）
式中：

ETotal—企业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Scope1&2—报告主体核算范围内自身运营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Scope3—范围3的排放量，针对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的经营范围，可选择性对不同类别进

行核算和报告，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7.5.6.3 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报告可选项）

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按公式（26）计算。

���ℎ������ = ������1&2

�������
…………………………………（26）

式中：

���ℎ������—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在运营边界内生产的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当量每千瓦时（tCO2e/kWh）;

������1&2—报告主体核算范围内自身运营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在运营边界内生产的动力蓄电池的出货量，单位为千瓦时

（kWh）。

7.5.6.4 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报告可选项）

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按公式（27）计算。

���������� = ������1&2

�������
…………………………………（27）

式中：

����������—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在运营边界内生产的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单位为吨二

氧化碳当量每千瓦时（tCO2e/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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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报告主体核算范围内自身运营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

�������—报告主体核算周期内动力蓄电池产品的产值，单位为万元。

7.5.6.5 产品碳足迹（报告可选项）

报告主体碳排放报告宜报告动力蓄电池从摇篮到大门或从摇篮到坟墓的产品碳足迹。产

品碳足迹计算方法可参考《道路车辆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动力蓄电池》等标准。

8 质量管理和文件存档

报告主体宜加强碳排放核算质量管理和文件存档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建立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

作周期和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工作；

b)根据各种类型的碳排放源的重要程度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并建立企业碳排放源一览表，

对于不同等级的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获取提出相应的要求；

c)对现有监测条件进行评估，不断提高自身监测能力，并制定相应的监测计划，包括对

活动数据的监测和对燃料低位发热量等参数的监测；定期对计量器具、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

仪表进行维护管理，并记录存档；

d)建立健全碳排放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包括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及相关责任人等信

息的记录管理；

e)建立企业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碳排放数据进行交叉校验，对可能产生的

数据误差风险进行识别，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9 报告内容和格式

报告主体应按照附录G的格式对以下内容进行报告：

9.1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报告主体名称、单位性质、报告年度、所属行业、组织机构代

码、法定代表人、填报负责人和联系人信息等。

9.2 碳排放量

9.2.1 报告主体应报告年度碳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净购入

的电力及热力所对应的排放量。

9.2.2 报告主体宜报告其他间接排放（范围 3）。

9.2.3 报告主体宜报告单位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及单位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

9.2.4 报告主体宜报告产品摇篮到大门或摇篮到坟墓的碳足迹。

9.3 活动水平及其来源

9.3.1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年度内用于工业生产的各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和相应的低

位发热量、购入和输出的电量及热量和范围 3 各类别涉及的活动数据，并说明这些数据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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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9.3.2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动力蓄电池生产以外的产品生产活动，并存在本部分未涵盖的碳

排放环节，则应参考其他相关行业的企业碳排放报告标准的要求，报告其活动数据及来源。

9.4 排放因子及其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以及报告采用的

电力排放因子、热力排放因子、以及范围3各类别碳排放涉及的排放因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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