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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况 

1.1 前言 

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温家宝总理对全

世界做了庄严的承诺——到 202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并把这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2011 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

案》，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

艰巨性，将其纳入本地区、本部门总体工作布局，将各项工作任务分

解落实到基层，并制定年度具体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健全

管理体制，明确责任，完善政策法规，加大资金投入。国务院的方案

明确了中国政府坚决走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工业企业的持续

良性发展指引了方向。 

 2013 年 11 月 4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关于印发首批 10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通知》，通知提出须加快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体系，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制

度的工作任务。目前，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已经发布，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在 14 年 5 月已经完成针对各地政府

主管部门完成相关工作要求的培训；重点排放企业的 GHG 报告制度

即将在全省全面开展。为十二五期末全国范围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企

业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完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等工作奠定了十分有效的基础。 

遏制气候变暖，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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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企业理念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节能、低碳将成为企业必须承担的责

任。低碳将成为企业一张非常重要的新名片，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

备有限公司作为变压器制造行业领先企业，主动承担起自身应有的职

责，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增强企业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同时，

以实际行动推行低碳，助力绿色地球活动。 

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高

效利用资源”，注重产品的开发，满足顾客的期望，注重社会效益，

以低的价格、优的质量、活的经营、优的服务满足用户和社会的需求。 

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低碳推行者，在生产中积

极使用低碳能源，低碳设备，实现低碳高产，顺应低碳经济发展新趋

势，积极开发低碳产品，引领行业减碳，保障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环

保优势。 

公司领导坚持以绿色环保、低碳为企业运行主轴，于2022年成立

碳核查管理小组，对企业的碳排放进行管理控制，并于2022年2月发

布全新的2021年度温室气体核查报告，以绿色环保的理念引领变压器

制造行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本报告相关工作符合ISO14064-1标准的要求，以及本报告版本号

为A1.0版。 

本报告责任人：黄金龙；联系方式：1377504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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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简介 

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4 年，位于常州市天宁区郑陆

牟家村舜平路 8 号，现有员工 400 人，其中技术研发人员 50 多人，是一家专业

生产润滑成套设备为基础、研发新型工业技术的机械制造服务型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已连续 16 年保持国内稀油润滑设备行业第一名。 

公司拥有省级技术中心和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稀油润滑成套设备

的研发、制造，产品主要服务于国内外大型主机企业，高端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

客户遍布国内外石化、电力等行业：包括西门子、通用电气、法液空、米其林、

三菱，埃利奥特、中石化，宝钢等。多年来，公司坚持以稀油润滑成套设备专业

化、集成化和国际化的战略思维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不断探索专业化、

集成化的新服务模式。 

公司担任重型机械协会稀油润滑分会副理事长单位，多年被评为“AAA 级重

合同守信用企业”、荣获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状，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两

化融合示范企业，省五星上云示范企业，省工业企业质量信用 AA，常州市市长

质量奖先进单位，“华润”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2021 年被评为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公司名称：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地    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舜平路 8 号，（注册地址：

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三河口街） 

电    话：0519-88675056 

传    真：0519-88675343 

邮    编：2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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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策介绍 

自公司建成投产以来，公司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高度重视在生产

经营的环保问题，组织公司员工，群策群力，从细节入手，对生产技

术工艺、设备、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持续性地改进和创新，取得了十

分显著的成效。 

能源、资源消耗方面，公司对员工进行培训，使员工养成随手关

灯的良好习惯，在大耗电量设备上张贴节约用电友情提醒贴示。对柴

油、汽油等的消耗规定指标，量化落实到人。 

固体废弃物方面，公司对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实施分类放置和集中

回收制度，并交给有资质回收部门处理，减少环境危害。 

1.4 政策申明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面对的挑战，我们深知地球的气候与环境因

遭受温室气体的影响正逐渐恶化。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为响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

都议定书等国际规范，率先承担社会责任，自此将致力于温室气体排

放核查工作，以利于本公司确实掌控及管理温室气体排放现况，并依

据核查结果，进一步推动温室气体减量的要关计划。为落实科学发展

观，追求卓越，推进企业管理与国际标准接轨，不断增强员工和其他

相关方满意，与自然、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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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边界 

2.1 申请进行温室气体清单核查的组织机构及架构图 

机构名称：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舜平路 8 号 

邮编：213115 

法人代表：承勇 

公司组织机构及架构图，如下图。 

生
产
计
划
部

总经理

装
配
一
车
间

机
电
车
间

装
配
二
车
间

机
加
工
车
间

压
容
设
计

生产部

董事长

物
资
采
购
部

生
产
车
间

营销中心

项
目
部

质
检
部

售
后
服
务
部

压
力
容
器
质
保
体
系

行政人事部

人
力
资
源
部

办
公
室

全
质
办

技术中心

新
品
研
发

财务中心

财
务
部

焊
接
车
间

仓
库

营
销
部

质量部

体
系
管
理

工
艺
设
计

油
站
设
计

探
伤
组

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容
器
车
间

信
息
科

 
 

2.2 温室气体清单覆盖的组织边界描述 

组织边界为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是基于运行控制

权对设施层面的温室气体源或汇的进行汇总。 

2.3 温室气体清单覆盖的组织机构 

温室气体清单覆盖的组织机构与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

公司组织机构相同，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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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温室气体清单覆盖的组织机构平面图 

图 2.4.1  工程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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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温室气体清单核查的相关工作人员及职责分工 

2.5.1 总经理 

1、确定公司环境总体发展方向。 

2、负责提供环境管理建立和运行所需资源的保障。 

3、负责对环境管理文件定期进行评审。 

2.5.2 管理者代表 

1、负责组织和领导环境因素及温室气体排放源的识别工作。 

2、负责按 ISO14064 标准要求建立、实施和保持环境管理体系及

温室气体管理文件。 

3、负责组织领导环境管理内部审核。 

4、负责领导公司内部、外部环境管理运行的协调和管理工作。 

5、向最高管理者报告环境管理运行情况。 

2.5.3 生产部 

1、组织实施 GHG 排放源的识别，汇总及评价工作。 

2、负责 GHG 排放数据的收集、汇总、计算排放量、报告书的编

制及管理。 

3、负责 GHG 管理文件的编写、评审、修改、发放等管理工作。 

4、负责 GHG 内审的组织工作和 GHG 管理评审的准备策划工作。 

5、负责为指导各部门开展 GHG 盘查工作。 

6、负责与 GHG 有关设备的变更的汇总登记工作。 

7、负责文件和记录的整理及保存。 

2.5.4 其他部门 

1、做好本部门 GHG 排放源识别工作。 

2、执行减排项目的实施及生产生活过程的 GHG 排放控制。 

3、提供本部门 GHG 盘查数据记录及与 GHG 有关设备的清单。 

4、做好本部门 GHG 相关设备的变动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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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内外部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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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温室气体排放量 

3.1 温室气体清单运行边界 

3.1.1 公司范围内活动及温室气体排放源辨识 

类别 设施/活动 排放源 

Scope1 

直接 GHG 排放 

能源类（E） 

焊接 CO2 排放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运输过程(T) 
叉车 柴油燃烧  
轿车 汽油燃烧  

逸散性(F) 
生产生活污水 CH4 逸散  

空调、冷水机组、冷柜 冷媒逸散  

Scope2 

能源间接 GHG 排放 
能源类（E） 生产、办公等 电力使用  

Scope3 

其它间接 GHG 排放 
运输过程(T) 

原材料运输 汽油  

员工上下班 汽油  

委外成品运输 汽油  

废弃物运输 汽油  

3.1.2 温室气体排放源如图所示 

边界内存在的GHG排放源以及排放温室气体的种类见下表： 

设施/活动 排放源 
可能产生的 GHG 种类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焊接 CO2 排放 √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        

叉车 柴油燃烧 √ √ √      

轿车 汽油燃烧 √ √ √      

生产生活污水 CH4 逸散  √         

空调、冷水机组、冷柜 冷媒逸散    √    

生产、办公等 电力使用 √        

原材料运输 汽油 √ √ √       

员工上下班 汽油 √ √ √       

委外成品运输 汽油 √ √ √       

废弃物运输 汽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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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温室气体排放量 

一、温室气体排放范围及排放量 

范围 Scope1 Scope2 Scope3 总计 

排放量(吨 CO2e) 288  2730  0  3018  

百分比 9.56% 90.44% 0.00% 100.00% 

 

二、温室气体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种类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总计 

排放量(吨 CO2e) 2969  26  7  16  0  0  3018  

百分比 98.38% 0.85% 0.22% 0.54% 0.00% 0.00% 100.00% 

 

三、每种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量 

种类 CO2 CH4 N2O HFCs SF6 PFCs 总计 

排放量(吨 CO2e) 240  26  7  16  0  0  288  

百分比 83.05% 8.93% 2.35% 5.66% 0.00% 0.00% 100.00% 

 

四、每种温室气体的间接排放量 

种类 CO2 CH4 N2O HFCs SF6 PFCs 总计 

排放量(吨 CO2e) 2730  0  0  0  0  0  2730  

百分比 1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3.3 本报告覆盖的时间段 

本报告所涵盖时间段为 2021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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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温室气体计算说明 

4.1 清单中就某些温室气体排放源排除的说明 

据 ISO 14064-1 (4.3.1)那些对 GHG 排放或清除作用不明显，或对其量化在技术上不可行，或成本高而收效

不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 GHG 源或汇可排除。 对于在量化中所排除的具体 GHG 源或汇，组织应说明排除的理

由。 

温室气体源 

原材料进

货（柴油燃

烧） 

成品发货

（柴油燃

烧） 

员工上下

班用交通

工具（汽油

燃烧） 

外部商务

服务车辆 

挂式空调、柜机空调

/R22、R600a 
  

温室气体种

类 
CO2、CH4、

N2O 
CO2、CH4、

N2O 
CO2、CH4、

N2O 
CO2、CH4、
N2O HCFCs   

排除的理由 

对其量化

在技术上

不可行 

对其量化在

技术上不可

行 

对其量化

在技术上

不可行 

温室气体

排放点发

生在设施

边界之外

的排放源

或设施 

GHG 种类不在量化范

围内 
  

4.2 计算过程中数据质量管理 

公司建立并实施了温室气体控制程序，对于 GHG 相关信息进行

日常管理，包括各个数据来源、相应电了文件或纸本文件的保存方式

和保存年限等。 

表4.2.1 各工作阶段数据质量控制流程 

作业阶段 工作内容 

数据收集、输入及处理

作业 

1、 检查输入数据是否错误 
2、 检查完整性或是否漏填。 
3、 确保在适当版本的电子文档中操作。 

依照数据建立文件 

1、 确认表格中全部一级数据（包括参考数据）的来源。 
2、 检查引用的文献均已建档保存。 
3、 检查以下相关的选定假设与原则均已建档保存：边界、基线

年、方法、作业数据、排放系数及其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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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排放与检查计算 

1、 检查排放单位、参数及转换系数是否标出。 
2、 检查计算过程中，单位是否正确使用。 
3、 检查转换系数。 
4、 检查表格中数据处理步骤。 
5、 检查表格中输入数据与演算数据，应有明显区分。 
6、 检查计算的代表性样本。 
7、 以简要的算法检查计算。 
8、 检查不同排放源类别，以及不同排放源的数据加总。 
9、 检查不同时间与年限的计算方式，输入与计算的一致性。 

 

表4.2.2 具体数据质量控制流程 

数据类型 工作重点 

排放系数及其他系数 
1、 排放系数及其他参数的引用是否正确。 
2、 系数或参数与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是否吻合。 
3、 单位转换因子是否正确。 

活动数据 

1、 数据统计工作是否具有延续性。 
2、 历年相关数据是否相一致。 
3、 同类型设施/部门的活动水平数据交叉比对。 
4、 活动水平数据与产品产能是否具有要关性。 
5、 活动水平数据是否因基准年重新计算而随之变动。 

排放量计算 

1、 排放量计算表内建立的公式是否正确。 
2、 历年排放量估算是否相一致。 
3、 同类型设施/部门的排放量交叉比对。 
4、 排放量与产品产能是否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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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计算过程中如何评价和减少不确定性 

表4.2.3数据品质管理表 

编

号 
设施 排放源 

活

动

水

平

等

级

排

放

因

子

等

级

仪

器

校

正

等

级

平均

积分 

数据

等级 

年排放量(吨

CO2e) 

排放

量 

占总

量的

比例 

加

权 

平

均

积

分 

GH

G1 
焊接 CO2 排放 3 3 6 4.0 

第二

级 
73.56 

2.437

1% 

0.0

97 

GH

G2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3 1 6 3.3 

第二

级 
8.63 

0.285

9% 

0.0

10 

GH

G3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3 1 6 3.3 

第三

级 
12.09 

0.400

5% 

0.0

13 

GH

G4 
叉车 柴油燃烧 3 1 6 3.3 

第三

级 
1.80 

0.059

7% 

0.0

02 

GH

G5 
轿车 汽油燃烧 3 1 6 3.3 

第三

级 
154.79 

5.128

2% 

0.1

71 

GH

G6 

生活生产污

水 

有机物厌氧

分解 
3 1 6 3.3 

第三

级 
21.21 

0.702

8% 

0.0

23 

GH

G7 
空调等 冷媒逸散 3 1 6 3.3 

第三

级 
16.25 

0.538

4% 

0.0

18 

GH

G8 
空调等 冷媒逸散 3 1 6 3.3 

第三

级 
0.08 

0.002

8% 

0.0

00 

GH

G9 

生产、办公

活动 
电力使用 6 3 6 5.0 

第一

级 
2729.91 

90.44

47% 

4.5

22 

 总计    3018.32  
4.8

57 

加权平均积分数据等级 第二级 

备注： 

1、 平均积分=（活动强度数据评分+排放系数数据评分+仪器校正状

况）/3 

2、 排放量占总排放量比例=排放源排放量/总排放量 

3、 加权平均积分=平均积分*排放量占总排放量比例 

4、 加权平均积分总计=∑加权平均积分 

5、 注释：等级评分对照表 

数据等级 平均积分数值范围 数据等级 平均积分数值范围 

第一级 ＞＝5.0 第四级 ＜3.0，＞＝2.0 

第二级 ＜5.0，＞＝4.0 第五级 ＜2.0 

第三级 ＜4.0，＞＝3.0 —— —— 

将数据质量区分成五级，级数越小表示其数据质量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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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工作重点 

排放系数及其他参数 

1.排放系数及其他参数的引用是否正确。 

2. 系数或参数与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是否吻合。 

3.单位转换因子是否正确。 

活动数据 

1.数据统计工作是否具有延续性。 

2.历年相关数据是否相一致。 

3.同类型设施/部门的活动水平数据交叉比对。 

4.活动水平数据与产品产能是否具有相关性。 

5.活动水平数据是否因基准年重新计算而随之变动。 

排放量计算 

1.排放量计算表内建立的公式是否正确。 

2.历年排放量估算是否相一致。 

3.同类型设施/部门的排放量交叉比对。 

4.排放量与产品产能是否有相关性。 

 

4.4 计算方法： 

4.4.1 以下排放源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采用“排放系数法”或量质平

衡法： 

a、A2、A3、A4、A5 化石燃料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 

化石燃料消耗量(kg) × 燃料热值(kg/TJ)×IPCC2006 排放因子×GWP 

b、A6 生活污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021 总工时×45gBOD/人/天/24×GWP 

c、A6电的活动水平数据×发改委公布的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

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华东电网数据×GWP  

 

4.4.2 排放因子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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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设施 排放源 

来源 

GHG2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量质平衡计算 

GHG3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量质平衡计算 

GHG4 叉车 柴油燃烧 

引用《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2 卷：能源 移动源燃烧表 3.2.1 第 3.16 页柴油 CO2

高限排放因子 74800 ㎏/TJ,根据统计年鉴查得柴

油热值 42652KJ/㎏，经计算 CO2的排放系数为
74800/1000000000*42652 
引用《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2 卷：能源 移动源燃烧表 3.2.1 第 3.16 页柴油 CH4

高限排放因子 9.5㎏/TJ,根据统计年鉴查得柴油热

值 42652KJ/㎏，经计算 CH4的排放系数为
9.5/1000000000*42652 

引用《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2 卷：能源 移动源燃烧表 3.2.1 第 3.16 页柴油N2O
高限排放因子 12 ㎏/TJ,根据统计年鉴查得柴油热

值 42652KJ/㎏，经计算 N2O 的排放系数为
12/1000000000*42652 

GHG5 轿车 汽油燃烧 

援引 IPCC2006 第二卷第三章第 16 页数据动力汽

油，CO2的排放系数为 73000kg/TJ,再根据《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 2008》第 283 页，汽油的低位发热

值为 43070KJ/KG,经计算，CO2的排放系数为
73000/1000000000*43070 
援引 IPCC2006 第二卷第三章第 20 页数据动力汽

油 CH4的排放系数为 110kg/TJ,再根据《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 2008》第 283 页，汽油的低位发热值为

43070KJ/KG,经计算，CH4的排放系数为
110/1000000000*43070 

援引 IPCC2006 第二卷第三章第 20 页数据动力汽

油 N2O 的排放系数为 11kg/TJ,再根据《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 2008》第 283 页，汽油的低位发热值为

43070KJ/KG,经计算，N2O 的排放系数为
11/1000000000*43070 

GHG6 生活生产污水 有机物厌氧分解
引用《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6 章废水处理和排放表废水的缺省为
0.25kgCH4/kgCOD

GHG7 空调等 冷媒逸散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3 卷：

工业过程与产品使用 第 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

替代物排放第 7.51 页中的表 7.9 住宅及商用空调 
运行排放 上限值 10% 

GHG8 空调等 冷媒逸散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3 卷：

工业过程与产品使用 第 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

替代物排放第 7.51 页中的表 7.9 住宅及商用空调 
运行排放 上限值 10% 

GHG9 生产、办公活动 电力使用 

引用《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第 4 页 四、排放因子数值 2012
年华东区域电网  0.7035tCO2/MWh
（EFgrid,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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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活动水平的来源描述 

编号 设施 排放源 
活动水平（公制单位/年） 

备注 活动水平 

记录方式 
数据保存 

部门 

GHG1 焊接 CO2 排放 73560 生产部   

GHG2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2550     

GHG3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4029 财务   

GHG4 叉车 柴油燃烧 536.30 生产部、人事

部 

2021 年柴油加

油数量为

623.61L，柴油密

度按 0.860kg/L
计算，汽油重量

为 623.61*0.86 

GHG5 轿车 汽油燃烧 45653.11  人事部 

2021 年汽油加

油数量为

106873.97L，汽

油密度按

0.730kg/L 计算，

汽油重量为
106873.97*0.730

GHG6 生活生产污水 有机物厌氧分解 1683.53  人事部 

引用《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指南》

第 6 章废水处理

和排放表 6.4 估

算所选国家和地

区生活废水中

BOD5 的值第

6.14 页亚洲、中

东和拉丁美洲为

45（g/人/天）
BOD5 

GHG7 空调等 冷媒逸散 250 办公室 
制冷剂为
R410A 

GHG8 空调等 冷媒逸散 0.64 办公室 
制冷剂为
R134A 

GHG9 生产、办公活动 电力使用 3880470 生产部   
 

4.5 计算方法变更说明 

计算方法没有变更。 

4.6 排放系数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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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没有变更。 

4.7 关于燃烧生物质带来的 CO2直接排放 

由于本公司无生物质的燃烧，因此未产生燃烧物质带来的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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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组织在减排方面的活动 

5.1 直接行动 

5.1.1 公司提高各部件清洁度管控，做好重点部件清洗，从而提高公

司稀油润滑设备的整体清洁度，从而降低设备冲洗时间，从每台油站

冲洗时间 11 天降低到 7.5 天，节约用电 26 多万 kwh。 

5.1.2 装配车间 2 间油漆房，1 间喷丸法环保技改项目：油漆房湿度、

温度控制由之前的柴油加热改为电加热，并且整个房屋结构材料更保

温密封，整体节约用电 8 万多 kwh；喷丸法采用最新工艺机组和压缩

喷砂工艺，节约用电 6 万多 kwh。 

5.1.3 公司 100 多台最新焊机采用热变频模式，有效降低日常运行功

率，全年节约用电 9 万多 kwh。 

5.1.4 降低空调用电负荷，办公室空调提倡少开一小时空调，夏季空

调温度设置在 26℃，冬季空调温度设置在 20℃，空调运行时适当的

排气之外应关紧门窗。下班时应关闭空调、照明灯、电脑、打印机等

设备，减少办公能耗，杜绝浪费。室外室内照明应采用节能型灯具，

尽量利用自然光，在照度满足的情况下，减少用灯数量。根据不同季

节规定装置照明时间。 

   
上述三项节约标煤，共计：12 吨。 

 

5.2 间接行动 

5.2.1	 布置节能宣传横幅及海报，营造“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氛围，

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5.2.2 充分利用 OA、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及时分享、宣传最新的节

能减排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推广节能减排新产品、新技术等 

5.2.3 推进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应用，通过对能耗大数据的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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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源管理精细化水平，创新能源管理方式，发掘节能潜力，不断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5.3 2022 减排目标 

5.3.1 2022 年 9 月完成 1.2MW 光伏发电项目并投入使用，2022 年每

月可望实现节约 10 万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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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基准年 

6.1 基准年的选定 

因 2021 年的 GHG 基本能够体现最近几年企业发展所产生的

GHG 排放水平，因此本公司选定首次编制温室气体清单的年份 2021

年度作为基准年。 

 

6.2 基准年排放情况 

见 2021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书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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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核查 

7.1 内部核查 

7.1.1 温室气体核查根据温室气体控制程序和内部审核控制程序

规定，每年由生产部针对温室气体排放、清除的管理组织各内审员进

行一次内部核查。 

7.1.2 本次内审时间由生产部策划推行，主要侧重排放源的识别、

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准确性进行核查。 

本次内审发现公司的温室气体管理体系建立、运行以来，GHG

源辨识、量化等过程符合 ISO14064 标准要求，未发现不符合项，出

具的 GHG 报告与公司实际情况相符，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可以接受

外部第三方的现场核查。 

7.2 外部核查 

本公司尚未进行第三方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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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报告书的管理 

本报告书覆盖时间段为2021年01月0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今后每年将依据最新经过第三方核查的结果对温室气体报告书

进行更新及出版。 

此报告书由生产部依据公司内部管理制度进行温室气体报告书

的保管及管理工作。 

本报告获取方式：需求单位向生产部提出申请，须经由总经理批

准同意，方可获取。 



排放源用途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焊接 CO2排放 √ √ √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

叉车 柴油燃烧 √ √ √

轿车 汽油燃烧 √ √ √

生产生活污水 CH4逸散 √

空调、冷水机组、冷柜 冷媒逸散 √ 制冷剂为R410A、R32、R134A

Scope2
能源间接GHG排放

能源类（E） 生产、办公等 电力使用 √

原材料运输 汽油 √ √ √

员工上下班 汽油 √ √ √

委外成品运输 汽油 √ √ √

废弃物运输 汽油 √ √ √

制表： 审核：

    温室气体清单
统计单位： 日期： 2022年2月23日

表1  运行边界表

可能产生的GHG种类
设施/活动 排放源类别

Scope1
直接GHG排放

Scope3
其它间接GHG排放

能源类（E）

运输过程(T)

逸散性(F)

运输过程(T)



活动水平 单位
活动水平
等级

活动水平
记录方式

仪器校正
等级数

数据保存
部门

GHG1 焊接 CO2排放 73560 kg 3 能源消耗日报表 6 生产部

GHG2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2550 kg 3 能源消耗日报表 6

GHG3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4029 kg 3 能源消耗日报表 6 财务

GHG4 叉车 柴油燃烧 536.30 kg 3 司机卡对账单，加油记录 6 生产部、人事部
2021年柴油加油数量为623.61L，柴油密

度按0.860kg/L计算，汽油重量为
623.61*0.86

GHG5 轿车 汽油燃烧 45653.11 kg 3 司机卡对账单 6 人事部
2021年汽油加油数量为106873.97L，汽油

密度按0.730kg/L计算，汽油重量为
106873.97*0.730

GHG6 生活生产污水 有机物厌氧分解 1683.53 kgCOD 3 人数统计表 6 人事部

引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第6章废水处理和排放表6.4估算所选国
家和地区生活废水中BOD5的值第6.14页亚
洲、中东和拉丁美洲为45（g/人/天）

BOD5

GHG7 空调等 冷媒逸散 250 kg 3 铭牌 6 办公室 制冷剂为R410A

GHG8 空调等 冷媒逸散 0.64 kg 3 铭牌 6 办公室 制冷剂为R134A

GHG9 生产、办公活动 电力使用 3880470 kWh 6 能源消耗日报表 6 生产部

制表： 审核：

温室气体清单
统计单位： 日期： 2022年2月23日

表2   活动水平数据表

活动水平（公制单位/年）

编号 设施 排放源 备注



排放系数 单位
排放系数

等级

GHG2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CO2 3.384615385 kgCO2/kg 1 量质平衡计算

GHG3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CO2 3 kgCO2/kg 1 量质平衡计算

CO2 3.1903696 kgCO2/kg柴油 1

引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2卷：能源 移动源燃烧表
3.2.1第3.16页柴油CO2高限排放因子74800㎏/TJ,根据统计年鉴查得柴油热

值42652KJ/㎏，经计算CO2的排放系数为74800/1000000000*42652

CH4 0.000405194 kgCH4/kg柴油 1

引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2卷：能源 移动源燃烧表
3.2.1第3.16页柴油CH4高限排放因子9.5㎏/TJ,根据统计年鉴查得柴油热值

42652KJ/㎏，经计算CH4的排放系数为9.5/1000000000*42652

N2O 0.000511824 kgN2O/kg柴油 1

引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2卷：能源 移动源燃烧表
3.2.1第3.16页柴油N2O高限排放因子12㎏/TJ,根据统计年鉴查得柴油热值

42652KJ/㎏，经计算N2O的排放系数为12/1000000000*42652

CO2 3.14411 kgCO2/kg汽油 1

援引IPCC2006第二卷第三章第16页数据动力汽油，CO2的排放系数为

73000kg/TJ,再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第283页，汽油的低位发热
值为43070KJ/KG,经计算，CO2的排放系数为73000/1000000000*43070

CH4 0.00474 kgCH4/kg汽油 1

援引IPCC2006第二卷第三章第20页数据动力汽油CH4的排放系数为

110kg/TJ,再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第283页，汽油的低位发热值
为43070KJ/KG,经计算，CH4的排放系数为110/1000000000*43070

N2O 0.00047 kgN2O/kg汽油 1

援引IPCC2006第二卷第三章第20页数据动力汽油N2O的排放系数为11kg/TJ,

再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第283页，汽油的低位发热值为
43070KJ/KG,经计算，N2O的排放系数为11/1000000000*43070

GHG6 生活生产污水 有机物厌氧分解 CH4 0.25 kgCH4/kgCOD 1 引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6章废水处理和排放表废水

的缺省为0.25kgCH4/kgCOD

GHG7 空调等 冷媒逸散 HFCs 10 % 1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3卷：工业过程与产品使用 第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第7.51页中的表7.9住宅及商用空调 运
行排放 上限值10%

GHG8 空调等 冷媒逸散 HFCs 10 % 1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3卷：工业过程与产品使用 第7
章：臭氧损耗物质氟化替代物排放第7.51页中的表7.9住宅及商用空调 运
行排放 上限值10%

GHG9 生产、办公活动 电力使用 CO2 0.7035 kgCO2/Mwh 3
引用《2011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第4页 四、
排放因子数值 2012年华东区域电网  0.7035tCO2/MWh（EFgrid,OM,y）

制表： 审核：

温室气体清单
统计单位： 日期： 2022年2月23日

表3    排放系数表
排放系数（公制单位/年）

编号 GHG种类 来源

GHG4

GHG5

设施

叉车

轿车

排放源

柴油燃烧

汽油燃烧



温室气体清单

表4    排放量计算表

排放系数 年排放量 GWP 年CO2当量 排放系数 年排放量 GWP 年CO2当量 排放系数 年排放量 GWP 年CO2当量
排放系

数
年排放

量
GWP

年CO2当

量

排放系
数

年排放
量

GWP
年CO2
当量

排放系
数

年排放
量

GWP
年CO2当

量

GHG1 焊接 CO2排放 73560 1 1 73560 1 73560.00 0 0 21 0.00 0 0 310 0.00 73560.00

GHG2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2550 1 3.384615385 8630.769231 1 8630.77 0 0 21 0.00 0.0000000000 0 310 0.00 8630.77

GHG3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4029 1 3 12087 1 12087.00 0 0 21 0.00 0 0 310 0.00 12087.00

GHG4 叉车 柴油燃烧 536.3046 1 3.1903696 1711.009892 1 1711.01 0.000405194 0.217307406 21 4.56 0.000511824 0.274493566 310 85.09 1800.67

GHG5 轿车 汽油燃烧 45653.105 1 3.14411 143538.384 1 143538.38 0.0047377 216.2907156 21 4542.11 0.00047377 21.62907156 310 6705.01 154785.50

GHG6 生活生产污水 有机物厌氧分解 1683.534375 1 0.6 1010.120625 21 21212.53 21212.53

GHG7 空调等 冷媒逸散 250 1 0.1 25 650 16250 16250.00

GHG8 空调等 冷媒逸散 0.64 1 0.1 0.064 1300 83.2 83.20

GHG9 生产、办公活动 电力使用 3880470 2 0.7035 2729910.645 1 2729910.65 2729910.65

合计 2969437.8 25759.2 6790.1 16333.2 0 0 3018320.31

288409.7 2729910.6

制表： 审核：

统计单位： 日期： 2022年2月23日

基本资料                                温室气体排放量（kg/年）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CO2排放量 CH4排放量 N2O排放量 HFCs排放量 PFCs排放量 SF6排放量

排放总量

Scope1排放量 Scope2排放量 Scope3排放量 0

编号 设施 排放源

活动水平
范围

（Scope1
、2）



编号 设施 排放源
活动水平
等级

排放因子
等级

仪器校正
等级

平均积分 数据等级 年排放量(吨CO2e)
排放量

占总量的比例
加权

平均积分

GHG1 焊接 CO2排放 3 3 6 4.0 第二级 73.56 2.4371% 0.097

GHG2 气体切割 丙烷燃烧 3 1 6 3.3 第二级 8.63 0.2859% 0.010

GHG3 气体切割 乙炔燃烧 3 1 6 3.3 第三级 12.09 0.4005% 0.013

GHG4 叉车 柴油燃烧 3 1 6 3.3 第三级 1.80 0.0597% 0.002

GHG5 轿车 汽油燃烧 3 1 6 3.3 第三级 154.79 5.1282% 0.171

GHG6 生活生产污水 有机物厌氧分解 3 1 6 3.3 第三级 21.21 0.7028% 0.023

GHG7 空调等 冷媒逸散 3 1 6 3.3 第三级 16.25 0.5384% 0.018

GHG8 空调等 冷媒逸散 3 1 6 3.3 第三级 0.08 0.0028% 0.000

GHG9 生产、办公活动 电力使用 6 3 6 5.0 第一级 2729.91 90.4447% 4.522

3018.32 4.857

制表： 审核：

加权平均积分数据等级 第二级

温室气体清单
统计单位： 日期： 2022年2月23日

表5    数据品质管理表

总计



Scope1 Scope2 Scope3 总计

288 2730 0 3018

9.56% 90.44% 0.00% 100.00%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总计

2969 26 7 16 0 0 3018

98.38% 0.85% 0.22% 0.54% 0.00% 0.00% 100.00%

CO2 CH4 N2O HFCs SF6 PFCs 总计

240 26 7 16 0 0 288

83.05% 8.93% 2.35% 5.66% 0.00% 0.00% 100.00%

CO2 CH4 N2O HFCs SF6 PFCs 总计

2730 0 0 0 0 0 2730

1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原材料进货
（柴油燃

烧）

成品发货
（柴油燃

烧）

员工上下班
用交通工具
（汽油燃

烧）

外部商务服
务车辆

CO2、CH4

、N2O
CO2、CH4

、N2O
CO2、CH4

、N2O
CO2、CH4

、N2O

对其量化在
技术上不可

行

对其量化在
技术上不可

行

对其量化在
技术上不可

行

温室气体排
放点发生在
设施边界之
外的排放源
或设施

制表： 审核： 批准：

      温室气体清单
统计单位： 日期： 2022年2月23日

表6  温室气体排放总表

温室气体清单覆盖的时间段：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一、温室气体排放范围及排放量

范围

排放量(吨CO2e)

百分比

二、温室气体排放种类及排放量

种类

排放量(吨CO2e)

百分比

三、每种温室气体的直接排放量（Scope1）

种类

排放量(吨CO2e)

百分比

四、每种温室气体的间接排放量（Scope2+3）

种类

排放量(吨CO2e)

百分比

五、温室气体排放源排除的说明
据ISO 14064-1 (4.3.1)那些对 GHG 排放或清除作用不明显，或对其量化在技术上不可行，或成本高而收效不明显

温室气体源
挂式空调、柜机空调

/R22、R600a

温室气体种类 HCFCs

排除的理由
GHG种类不在量化范围

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