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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温室效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碳足迹”

这个新的术语越来越广泛地为全世界所使用。碳足迹通常分为项目、

组织、产品这三个层面。其中，产品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CFP）是指衡量某个产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总和，即从原材料开采、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分

销、使用到最终处置/再生利用等多个阶段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的累

加。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

氟化碳等。

目前广泛使用的碳足迹评估标准有三种：①《PAS2050：2011商

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此标准是由英国

标准协会（BSI）与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英国食品和乡村事

务部（Defra）联合发布，是国际上最早的、具有具体计算方法的标

准，也是目前使用较多的产品碳足迹评价标准；②《温室气体核算体：

产品寿命周期核算与报告标准》，此标准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发布的产品和供应链标准；③

《ISO/TS 14067：2013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和信息交

流的要求与指南》，此标准以 PAS 2050为种子文件，由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编制发布。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的出现目的是建立一个

一致的、国际认可的评估产品碳足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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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采用标准

1) GB/T 24040-2008/ISO 14040:2006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2) GB/T 24044-2008/ISO 14044:2006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3)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4) ISO/CD 14067-2013 温室气体 产品的碳排放 量化和信息交

流的要求与指南；

5) PAS 2050-2011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

价规范；

6) 《其它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

二、 盘查边界确定

盘查主体：包头华鼎铜业发展有限公司

盘查范围：2023年全年铜冶炼生产活动，包括主要生产系统和

辅助生产系统等。

盘查系统边界：产品的碳足迹=原材料+能源消耗+生产过程+包

装储存－输出热力。

三、 碳足迹识别

表格 1碳足迹识别表

序号 主体 活动内容

1 生产、生活用水 消耗自来水

2 生产、生活用电 外购电力

3 生产、生活用天然气 外购气体燃料

4 生产、生活用柴油 外购液体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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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过程图

图 1过程图

五、 盘查方法及数据来源

1.盘查方法确定

根据工厂实际情况，选择排放因子法作为盘查计算方法。

EGHG=AD × EF × GWP

式中：

EGHG—— 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D—— 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单位根据具体排放源确定，由工厂

统计；

EF——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与活动数据的单位相匹配；

GWP —— 全球变暖潜势，数值参考 IPCC提供的数据。

2.数据收集说明

计算碳足迹需要两类数据：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活动水平

数据主要包括：外购电力、外购天然气、外购柴油；排放因子采用 IPCC

规定的缺失值、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等。



4

六、 碳足迹计算

1.计算过程

本报告中采用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如下表所示：

表格 2 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表

排放源类别 AD 排放气体 EF GWP

外购电力 239869.5MWh CO2 0.5703tCO2/MWh 1

天然气 385.08万 Nm3 CO2 5.8968tCO2/万 Nm3 1

柴油 809.5t CO2 0.8443tCO2/t 1

1.1外购电力

EGHG =AD × EF × GWP =239869.5×0.5703=136797.576tCO2e

1.2天然气

EGHG =AD × EF × GWP =385.08×5.8968=2270.77tCO2e

1.3柴油

EGHG =AD × EF × GWP =809.5×0.8443=683.49tCO2e

报告主体 2023 年度报告期内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为

139751.84吨，其中外购电力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为 136797.576吨，

天然气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为 2270.77吨，柴油二氧化碳当量的排

放量为 683.49吨，生产过程的副产物及逃逸排放量为 0吨二氧化碳。

表格 6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表

名称 排放气体种类 CO2e 碳排放环节 占比（%）

外购电力 CO2 136797.576 全流程 97.9

天然气 CO2 2270.77 全流程 1.6
柴油 CO2 683.49 全流程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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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CO2 139751.84 / 100.0

2023 年公司产品总产量为 162551.01t，则单位产品碳强度 e

=139751.84/162551.01=0.8597t/t。

七、 改善措施

1.完善碳排放管理体系，运用现代管理思想，借鉴成熟管理模式，

将过程分析方法、系统工程原理和策划、实施、检测、改进（PDCA）

循环管理理念引入企业碳排放管理；

2.建议采用低耗能、高效率的设备：

3.加快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技术，既可以免去大量的体力劳动，

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有效避免人为差错；还可以提高原料加入的高

精度，避免人为误差导致质量不稳定；

4.建议在工厂范围内植树，提高绿化率，通过植物光合作用来降

低温室效应。

八、 结语

产品碳足迹核算已成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全新

阐述方式，它以生命周期为视角，帮助理清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环节和

排放情况，侧面反映产品系统运营效率的高低，为企业发掘减少排放

和节约成本的机会，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