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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2020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布了中国 2030年碳达峰目

标和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愿景。碳排放标准在推进碳排放管理中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

作用。《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完善低碳产品标准标识

制度。同时，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的顶层文件《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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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已陆续出台，提

出探索建立重点产品碳足迹标准的要求。

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特点，有效管理汽车碳足

迹，可最大程度发挥汽车产业在减排方面的联合带动作用，对促进我国汽车全产业链减排具

有重要意义。为强化我国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发展顶层设计，促进汽车行业低碳、可持续发展，

有必要就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技术进行统一规范，对支撑我国汽车全产业链碳达峰、碳中和

全局谋划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推动汽车产业开展碳足迹核算工作，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1年筹备成立

汽车碳中和标准工作组，研究构建了汽车碳排放管理标准体系，同时围绕汽车整车、动力电

池等关键部件开展企业碳排放、产品碳足迹标准的研究和立项推动工作。

2022年 12月 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

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312号），《道路车辆 企业碳排放核算

及报告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汽车行业标准正式下达立项计划，项目计划号 2022-1964T-QC，

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负责制定，项目编号：2022-1965T-QC，计划完成年限

2024年。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提出并归口。

2．主要工作过程

2.1 标准立项阶段

2021年 4 月 9日，为了更系统的开展汽车行业碳足迹标准研究工作，全国汽车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筹备成立了汽车碳中和标准工作组。工作组涵盖了汽车整车制造企业、汽车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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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制造企业、汽车再制造企业、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涵盖

了汽车全生命周期，为汽车生命周期评价以及组织碳排放核算、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的研究

提供了基础支撑。

2021年 12月 15日，第五届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1年委员大会在线上召开。

汽标委秘书处介绍了《汽车行业低碳发展标准工作进展》，对汽车行业碳排放管理标准体系

的建设、重点标准的预研情况进行了汇报。

2022年 4 月，经过前期预研，《道路车辆 企业碳排放核算及报告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

业》标准形成立项申报书、标准立项草稿，并在电动车辆分技术委员会进行表决通过。

2022年 8月 26日—9月 25日，工信息公开征集对《碳氮化钛基硬质材料规范》等 761

项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的意见，对道路车辆产品碳足迹指南、乘用车、动力蓄电池产品种类规

则以及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碳排放核算等行业标准立项建议进行立项公示。

2022年 9 月 1日，汽车碳中和标准专项组年会暨首届“汽车碳中和”专刊研讨会在江

苏南京成功召开。汽标委秘书处做了《汽车行业低碳发展标准体系建设进展》报告。详细分

析了汽车行业低碳发展标准的背景和意义、目前国内外碳排放管理相关的标准法规现状，介

绍了目前汽车行业碳中和标准体系的内容以及相关标准的研究进展。同时对各类型组织碳排

放核算标准的核算进行了初步讨论。

2022年 9月 27日，动力蓄电池产品种类规则以及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碳排放核算等行

业标准立项答辩会议在线上召开。《道路车辆 企业碳排放核算及报告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

等行业标准通过了专家评审会议。

2022年 12月 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

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312号），《道路车辆 企业碳排放核算

及报告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汽车行业标准正式下达立项计划，项目计划号 2022-1964T-QC。

2.2 标准起草阶段

2023年 3月 16日，汽车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发展研讨会在四川成都成功举办。来自国内

外整车制造企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科研院所、检测认证机构与汽车循环经济企业等

180余位专家、学者与行业技术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道路车辆 企业碳排放核算及报告 动

力蓄电池制造企业》标准研究进展和标准技术框架在会上进行了报告。

2023年 4月 14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与宁德时代在宁德召开动力电池企业碳排放、

产品碳足迹行业标准文本讨论会。本次会议围绕“动力蓄电池碳足迹标准”和“动力电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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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碳排放核算”标准的相关内容与企业进行了讨论。

2023年 6月 14日，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组织的汽

车碳中和标准起草组第 1次会议在天津召开。来自中汽中心有关单位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

动力电池制造企业、整车制造企业、报废机动车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企业等单位的 20余位

专家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围绕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汽车生命周期评价

（WP.29/A-LCA）非正式工作组进展及生命周期边界、报废阶段边界、循环足迹公式以及欧

洲动力电池碳足迹核算方法学进行了介绍。之后，会议对《道路车辆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

规则 乘用车》、《道路车辆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动力蓄电池》以及《道路车辆 企业

碳排放核算及报告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等汽车行业标准文本进行了研讨，并就产品碳足

迹标准中产品功能单位、数据质量评级、循环足迹公式等多项相关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2023年 9月 26 日，汽车碳中和标准起草组在宁德召开 2023 年第 2 次会议，宁德时代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南开大学等单位参加。会议针对标准统计范围、核算类别等进

行了细化和修改，形成了阶段性草稿。

2023年 11月 7日，汽标委在浙江宁波市组织召开汽车碳中和标准起草组第 3次会议，

对《道路车辆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动力蓄电池》、 《道路车辆 企业碳排放核算及报

告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等行业标准文本进行了研讨。进一步明确了核算边界、核算范围，

指出单纯指围绕范围一和范围二进行核算，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标准差异性不大。标准

提出报告必选项和报告可选项的提议，对范围一和范围二的年度碳排放作为报告必选项，而

对上下游范围三、单位产品碳排放、产品大门-大门碳足迹、产品摇篮-大门碳足迹等指标作

为报告可选项，为后续开展产品碳足迹工作做基础支撑。

2024年 1月—3月，起草组围绕发动机制造企业、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报废机动车回

收拆解企业以及整车制造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进行了多次横向比对，一

致认为组织碳排放核算，报告必选项为年度范围一和范围二的碳排放。而围绕不同行业企业，

产品不同、生产工艺过程不同、上下游原材料和成品应用场景不同，组织碳排放应该基于不

同行业企业，不同产品类别，结合对上下游范围三、单位产品碳排放、产品大门-大门碳足

迹、产品摇篮-大门碳足迹等指标作为报告可选项。完成组织碳核算的同时，也可以为企业

开展产品碳足迹管理做出一定的铺垫工作。

2024年 4月，起草组经过横向对发动机制造企业、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报废机动车

回收拆解企业以及整车制造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进行梳理，形成《道路车

辆 企业碳排放核算及报告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汽车行业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汽车行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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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编制原则

本着以与实际相结合，保护环境，保证人员安全与健康，促进技术进步，满足资源综

合利用及科学性、规范性的制订原则，制定本标准：

（1）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工作化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的要求进行编写。

（2）在工作组范围内对修订内容进行多次征求意见，并在小组讨论会与工作组会上充

分讨论；

（3）起草过程中，标准起草小组充分考虑国内行业技术发展现状与国内外现有相关标

准的统一和协调性。

本标准是首次制订，没有现行的相关国家标准与汽车行业标准。标准的内容应可以准确

高效地指导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开展碳排放核算，并且易于被国内外同行业引用。在标准编

制过程中，标准起草小组充分考虑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结合国家双碳宏观

管理政策来编制本标准，以求更好的指导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算好碳家底和制定低碳转型策

略。本标准是在以市场为导向，并充分考虑结合我国动力电池生产制造情况、电力结构情况

等基础上来制订的。

2．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2.1 范围

本文件对动力蓄电池企业碳排放核算实际工作情况进行了综合考虑，规定了动力蓄电池

制造企业碳排放核算及报告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核算边界、核算方法、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报告内容和格式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动力蓄电池包、模组和单体制造企业。

2.2 基本原则与工作流程

为使核算结果科学准确，本文件深入参考了国内主流企业碳排放核算工作实际开展情况，

经过多轮次比对与交流讨论，提炼规定以下核算原则，并对具体工作流程进行了明确：

2.2.1 核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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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应包括所有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一致性：应能够对有关温室气体信息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准确性：应减少偏见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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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流程

a）确定核算边界

b）核算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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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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核算边界

报告主体应根据核算报告工作目的确定碳排放的核算边界以及涉及的时间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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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算边界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生产系统（范围一

二）、上游供应以及下游销售等活动（范围三）产生的碳排放，考虑范围三中上游供应和下

游销售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存在排放源类别广，排放因子数据库不全，活动数据搜集存在难

度等特点，不做强制核算要求。本文件重点核算生产系统碳（范围一、二）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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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1 动力蓄电池制造企业碳排放核算边界示意图

生产系统排放主要包括直接排放(范围一)和间接排放（范围二），直接排放主要包括燃

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生产制程中产生的碳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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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般情况下生物质燃烧产生的碳排放可视为之前生物质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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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汇，本文件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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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排放主要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热力、压缩空气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4 碳排放量核算

2.4.1 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温室气体种类

本文件中碳排放核算内容不仅指二氧化碳，还包括 N2O、CH4等其他温室气体种类，其

他温室气体均通过温室气体潜势值转化为二氧化碳当量。表 1为动力蓄电池企业生产过程中

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排放种类示例（不限于表中核算内容）。

表 1 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种类示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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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选择核算方法

报告主体应参照行业确定的核算方法进行核算。如果行业无确定的核算方法，则应在报

告中对所采用的核算方法进行说明。参考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

报告通则》国家标准，核算方法包括排放因子法、物料平衡法、实测法三种类型，企业可根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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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选择核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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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选择与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为保证核算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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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类型按照优先级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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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的选择对数据核算结果非常重要，本文件规定了排放因子选取的优先级，报告

主体应对所选用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来源作出说明。

排放因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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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计算与汇总碳排放量

本文件对企业生产系统的范围一、范围二、以及可选项范围三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包括

企业边界内所有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生产直接排放量，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以及可选择的产品碳足迹、不同类别碳排放量之和。

2.4.5.1 报告主体运营核算范围碳排放量（报告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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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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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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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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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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1 燃料燃烧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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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对于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选取进行了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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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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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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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净消耗化石燃料的类型。

2.4.5.1.2 过程排放

2.4.5.1.2.1 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包括生产过程排放、生产废水排放、灭火器排放、

制冷剂逸散排放、变压器高压开关逸散排放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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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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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2.2.1 RTO 炉焚烧废气排放

RTO炉焚烧排放的 CO2计算按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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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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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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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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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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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P—27.9，数值取最新版 IPCC评估报告提供的数值。

2.4.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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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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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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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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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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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3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碳排放

电力方面，为保障绿色电力的减碳效益，报告主体需提供各类零碳电力的属性证明材料，

如场内光伏发电电表结算单、绿证及当地政府的相关证明材料等。已证明零碳属性的电力部

分，电力消费的排放因子取 0 tCO2e/kWh；未证明零碳属性的电力部分，电力消费的排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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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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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零碳电力消耗量，包括风/光电、水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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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4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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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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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建议外购蒸汽的碳排因子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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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缺省值0.11tCO2e/GJ。如果计算购买的热水产生的碳排放，应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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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l取缺省值0.11t CO2e/GJ；能量转换系数1kWh=3.6 MJ。计算购

买的冷量和压缩空气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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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冷量或压缩空气所消耗的对用的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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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5 其他间接排放（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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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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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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