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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情况表 

排放单位名称 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南路99号 

法人代表姓名 石伟 组织机构代码 91120222MA05P6UX5W 

手机 15910012126 邮箱 zhangjin@caip.com.cn 

排放单位所属行业

领域 
工业其他行业 

排放单位是否为独

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

告》； 

PAS2050:2011标准《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

体排放评价规范》； 

ISO/TS14067:2013《温室气体一产品碳足迹一量化和信

息交流的要求与指南》。 

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 

（最终）版本/日期 
2024年1月 

排放量 核算边界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产品碳足迹核算量 

（t-CO2） 

2023年产品碳足迹排放量为4968.33t， 

单位产品碳足迹排放量4.57tCO2/万个。 

核算结论：2023年产品碳足迹排放量为4968.33t，单位产品碳足迹排放量4.57tCO2/万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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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产品碳足迹（PCF）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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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组

织 层 面 、 产 品 层 面 这 三 个 层 面 。 产 品 碳 足 迹

（ProductCarbonFootprint,PCF）是指衡量某个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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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02）、甲烷（CH4）、氧化亚 氮 （N20）、

氢氟碳化物（HFC）、全氟化碳（PFC）和三氟化氮（NF3）等。产品碳足

迹的计算结果为产品生命周期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加权之和，用二氧化

碳 当 量 （ C02e ） 表 示 ， 单 位 为 kgC02e 或 者 gC02e 。 全 球 变 暖 潜 值

（GlobalWarmingPotential，简 称 GWP），即各种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

当量值，通常采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提供的值，目前这套

因子被全球范围广泛适用。产品碳足迹计算只包含一个完整生命周期评估

（LCA）的温室气体的部分。基于LCA的评价方法，国际上已建立起多种碳

足迹评估指南和要求，用于产品碳足迹认证，目前广泛使用的碳足迹评估

标准有三种： 

①《PAS2050:201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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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SD ） 与 碳 信 托 公 司

（CarbonTru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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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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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温室气体核算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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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ResourcesInstitute，简称WRI）和世界可持续

发展工商理事会发布的产品和供应链标准。 

③《ISO/TS14067:2013温室气体一产品碳足迹一量化和信息交流的

要求与指南》，此标准以PAS2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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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间认可的评估产品碳足迹的方法。 

1.2核算目的 

为了了解产品全生命周期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企业委托天津中至信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电缆产品碳足迹核算工作，并成立了咨询公司和企业

内部的核算小组。碳足迹核算小组对电缆的碳足迹进行核算与评估，报告

以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为基础，采用PAS2050:2011标准《商品和服务在生

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中规定的碳足迹核算方法，计算得到

电缆产品的碳足迹排放量。 

碳足迹是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将产品从原材料、运输、生产、使

用、处置等阶段所涉及的相关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在核

算过程中，首先确立了核算的产品种类、核算的边界。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

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开展企业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等要求，企业自主开展2022年度

产品碳足迹核算工作，全面系统准确地核算从原材料、运输、生产、使用、

处置等阶段碳排放信息，保证核算结果科学性、实用性和有效性，为建立全

国碳足迹市场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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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边界 

核算的产品：水性漆产品和汽车外饰饰品。 

核查边界包括公司原材料运输、产品生产、产品使用、产品存储及产

品处置等过程，核算的边界体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过程。 

核算时间范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积极开展

产品碳足迹评价，其碳足迹核算是该公司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的基础和关

键，披露产品的碳足迹是该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也是

该公司迈向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 

根据该公司的实际情况，核算组在本次产品碳足迹核算过程使用

PAS2050作为评估标准，盘查边界可分B2B(Business-to-Businessrf)、

B2C(Business-to-Consumer）两种。本次盘查的产品的系统边界属“从

摇篮到大门”的类型，为实现上述功能单位。本报告排除以下情况的温室

气体排放与人相关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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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核算的系统边界 
 

1.2核算准则 

PAS2050:2011标准《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

规范》； 

ISO/TS14067:2013《温室气体一产品碳足迹一量化和信息交流的要求

与指南》；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

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20）； 

企业《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原材料 原材料运输 产品生产 产品存储 

产品处置 

产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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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算过程和方法 

2.1核算组安排 

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工作，并

成立了企业内部核算小组，人员组成及分工见表2-1。 

表2-1  现场核算内容清单 

时间 核算内容 
现场核 

查人员 

进入企 

业时间 

离开企 

业时间 

2023.1.6 

企业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产值、

近3年能源消耗（包括原料运输、

产品生产、产品存储、产品运输、

产品处置及产品使用） 

薛凯文、刘鹤

施、冯建雨 
上午9：30 下午4：00 

2023.1.7 

1、了解企业计量仪器的配备情况

及运行情况； 

2、现场勘察排放源； 

3、现场勘查计量仪器的运行情

况； 

高云海、刘明

旭 
上午9：30 下午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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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据收集 

根据PAS2050:2011标准的要求，核算组组建了碳足迹盘查工作组对该

公司的产品碳足迹进行盘查。工作组对产品碳足迹盘查工作先进行前期准

备，然后确定工作方案和范围、并通过查阅文件、现场访问和电话沟通等

过程完成本次产品碳足迹核算工作。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了解产品基

本情况、生产工艺流程及原材料供应商、运输方式、存储方式、终端客户

等信息；并调研和收集部分原始数据，主要包括：企业的生产报表、财务

数据等，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并在后期报告编制阶段，大量查

阅数据库、文献报告以及成熟可用的LCA软件去获取排放因子。 

（1） 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根据PAS2050:2011标准的要求，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应用于所有过程

和材料，即产生碳足迹的组织所拥有、所经营或所控制的过程和材料。本

报告初级活动水平数据包括产品生命周期系统中所有能源与物料的耗用

（物料输入与输出、能源消耗等）。这些数据是从企业或其供应商处收集

和测量获得，能真实地反映了整个生产过程能源和物料的输入，以及产品

／中间产品和废物的输出。 

（2） 次级活动水平数据 

根据PAS2050:2011，凡无法获得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或者初级活动水平

数据质量有问题（例如没有相应的测量仪表）时，有必要使用直接测量以

外其来源的次级数据本报告中次级活动数据主要来源是数据库和文献资料

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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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收集的方法 

核算组成员在核算准备阶段仔细查阅了企业《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以及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资料、原材料采购的方式，采购的能

耗量、存储及运输方式等，了解被核查企业核算边界、生产工艺流程、温室

气体排放源构成、适用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等信息，终端客户的信

息，产品的存储及运输方式、产品的处置及使用方式，并制定核算计划，

明确核算主要工作内容、时间进度安排、核算组成员任务分工等。公司在

原材料运输、产品生产所消耗的天然气、外购电力的符合性为本次核算重

点。 

2.3碳足迹计算 

产品碳足迹的公式是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所有活动的所有材料、能源

和废物乘以其排放因子后再加和。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F为碳足迹，P为活动水平数据，Q为排放因子，GWP为全球变

暖潜势值。本核算报告中GWP取值为1，排放因子源于CLCD数据库和相

关参考文献，由于部分物料数据库中暂无排放因子，取值均来自于相近物

料排放因子。 

产品碳足迹计算采用的各项数据的类别与来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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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碳足迹盘查数据类别与来源 
 

数据类别 活动数据来源 

初级活动数据 

输入 主料消耗量 企业生产报表 

能源 

电 

企业生产报表 天然气 

水 

次级活动数据 

运输 主料、产品运输距离 根据厂商地址估算 

排放因子 

原料运输 

产品存储产品运输 

产品使用 

数据库及文献材料 

数据库及文献材料 

2.4核算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受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自行委托，天津中至信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承担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2023年度产品碳足迹核算工作。天津中

至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组成了核查

组，并确定了核查组长，人员组成及分工见表2-3。 

核算组通过现场收集的资料及访问情况，经过数据整理、交叉核对、

文字编辑等工作，完成了《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2023年度产品碳足

迹核算报告》的编制工作。核算报告编写完成后，经过独立于核算组成员

的技术审核，最终由批准人审定签发。 

表2-3 核算组成员表 
 

序号 核查员 职务 核算工作分工 

1 薛凯文 核算组长 
确定核算边界及主要排放源设施，统筹核查计划及进度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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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鹤施 组员 

负责核算原料运输、产品生产、产品存储、产品运输、产品

处置及使用情况，进行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基础数据的分析

与校对。 

3 高云海 组员 
负责收集各类能源统计报表（年度、月度）及生产记录、

结算单据。 

4 冯建雨 组员 
对主要排放源设施及能源计量设施进行现场查看，协助数

据核实及排放量核算，负责编制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 

5 刘明旭 组员 负责排放量校核及质量控制工作。 

表2-4 技术评审组成员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职责 

1 郑玉成 高级工程师 电子 报告审定 

2 梁国勋 高级工程师 热能 报告审核 

3.核算发现 

3.1终点排放点位基本情况的核算 

了解企业2023年生产基本状况、原料运输、产品及产能变化情况、温室

气体排放及能源管理现状、产品存储、产品运输、产品废弃后处置及产品

使用等情况。该企业2023年度核算与报告边界。 

3.1.1基本信息 

公司基本信息如表3-1所示。 

表3-1  企业基本信息表 
 

单位（法人）名称 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南路99号 

法人代表姓名 石伟 组织机构代码 91120222MA05P6UX5W 

联系电话 15910012126 企业性质 私营 

电子邮箱 zhangjin@caip.com.cn 
注册资本（万

元）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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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水性漆产品和汽车外饰饰品 行业分类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C3670 

3.1.2企业碳管理现状 

公司碳管理现状如下：  

1、企业未成立专门的碳交易领导组织机构。 

2、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主要由办公室负责。 

3.1.3企业基本情况概述 

3.1.3.1企业概况 

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常春汽车）成立于2017年3月24

号，注册资金为20000万，座落于天津空港经济区开发区中环南路99号，

总用地面积155150.2m²（约合233亩），建筑面积91136.97m²。 

常春汽车目前主要客户包括上海通用、一汽大众、奇瑞汽车、奇瑞捷

豹路虎、北京奔驰、华晨宝马等国内知名整车厂及伟巴斯特、延锋汽车饰

件、恩坦华等知名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 

常春汽车全面应用SAP系统，共包含了10多个模块，其功能覆盖了企

业管理所需的财务会计、成本控制、资产管理、项目管理、销售管理、物

料管理、仓库管理、生产计划、设备管理、质量管理、工厂维护、人力资

源管理等各个方面，并且各模块紧密集成，信息共享。可以做到实时的成

本核算，让企业更有效的进行成本控制。提供了标准的采购到付款，销售

到收款，订单到成本等常见的业务场景。流程规范，各环节紧密联系，上

下可追溯，能够真实反应日常业务。 

3.1.3.2主要产品和产量 

本次核算的产品为水性漆产品和汽车外饰饰品，企业2021-2023年产

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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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21年-2023年产量情况 
 

年度 

产品种类（万个）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产量合计 753.9 978.6 1088.2 

3.1.3.3主要生产工艺 

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1）立柱 

 

图1  立柱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①注塑：将外购的塑料粒子（包括PP、ABS、PC/ABS）人工投加到

料仓，然后通过物料自动输送系统输送至注塑机中注塑成型。注塑工艺使

用电能加热，注塑机温度控制在200℃左右。当模腔被填满（注塑阶段完

成）后，冷水开始在模具中循环流动，以快速带走热量，从而使注塑部件

在脱模前完全冷却。冷却后，模具打开，部件被顶出，由机械手取出。 

②超声波焊接：将注塑成型的本体、上体骨架、下体骨架、风窗放置

在模具相应的定位口上，设备依加工程序对各触点进行焊接，即通过超声

波发生器将电流转化为电能，再通过转换器转换成机械运动，传递至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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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焊头接收振动能量并将其传递至待焊工件的结合部，通过摩擦方式转

换成热能（温度控制在300℃左右），将塑料融化，完成焊接。 

③总装、检验：检验是否存在飞边、裂痕、外形尺寸等问题，合格产

品入库，不合格品视具体情况返修。 

（2）门内护板、后背板 

 

图2  门内护板、后背板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①注塑：将外购的塑料粒子（包括PP、ABS、PC/ABS）通过物料自

动输送系统输送至注塑机中注塑成型。当模腔被填满（注塑阶段完成）

后，冷水开始在模具中循环流动，以快速带走热量，从而使注塑部件在脱

模前完全冷却。冷却后，模具打开，部件被顶出，由机械手取出。 

②超声波焊接：将注塑成型的扶手、框架、杂物盒、挡水条等塑料小

件与门板本体通过超声焊接设备焊接在一起。 

③总装检验：检验是否存在飞边、裂痕、外形尺寸等问题，合格产品

入库，不合格品视具体情况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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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仪表板 

 

图3  仪表板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①注塑：将外购的塑料粒子（包括PP、ABS、PC/ABS）通过物料自

动输送系统输至注塑机中注塑成型，冷却后成仪表板骨架。 

②超声波焊接：将注塑成型部分与除雾格栅、风道、乘侧饰框、驾侧

饰框等塑料小件通过超声焊接设备焊接在一起。 

③总装、检验：将螺母夹、风管、左中右风口等手工装配到仪表盘骨

架上。最后检验是否存在飞边、裂痕、外形尺寸等问题，合格产品入库，

不合格品视具体情况返修。 

（4）衣帽架 

 

图4  衣帽架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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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外购的塑料粒子（包括PP、ABS、PC/ABS）通过物料自动输送系

统输至注塑机中注塑成型，冷却后成衣帽架。此工序会产生注塑有机废

气。 

（5）IMD（模内转印）和INS（模内嵌印）热烫印工艺 

 

图5  IMD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模内转印是指事先设计有不同花纹的膜片在合模前吸附到注塑模具的

型腔表面，再将塑料粒子注射到模具内，从而使膜片与熔融的塑胶融合为

一体。 

 

图6  INS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模内嵌印是将膜片预先在成型模具中通过高压吸附形成产品外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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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再经过裁边后放到产品的注塑模具中，然后与熔融状态的塑胶一起

注塑成型。 

（6）水性漆喷涂 

 

图7  水性漆喷涂工艺流程图 

工艺说明： 

需要喷漆的素材件首先通过干冰清洗，去除掉表面的尘埃。然后通过

红外线预热，之后通过机器人自动喷涂底漆（温度为20~25℃，湿度

50%~70% ， 底 漆 配 比 采 用 比 例 泵 按 照 要 求 自 动 配 比 ， 喷 漆 时 间 约

1.5min），底漆喷涂完毕后流平10~15分钟，以保证漆膜的平整度和光泽

度（流平方式为工件在密闭的、清洁的，有一定空气流速的隧道内运行

15min）。然后喷涂面漆（机器人自动喷涂，温湿度要求及喷漆时间同底

漆），面漆喷涂完毕后再流平10~15分钟，最后进入烘干室烘干，烘干采

用热风循环烘干方式，热源为天然气加热。 

3.1.4企业综合能源消费情况 

（一）原料运输过程消耗的能源 

公司的原料主要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二丙二醇等。运输方为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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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司不消耗柴油。 

（二）产品生产过程及产品存储过程消耗的能源 

公司生产过程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外购电力。2023年度生产过程综

合能源消耗量见下表。 

表3-3  2023年产品生产过程综合能源消费表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消费量 

能源加工转换

产出 

回收利

用 
折标系数 

 
加工转换投入

合计 

电力 万kWh 558.29    1.229 

天然气 万m3 5.32    13.3 

能源合计 tce 756.9    / 

综合能源消

费量 
tce 756.9 

（三）产品运输过程的综合能耗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主要采用货运方式，由客户方将产品运输到指定

区域，公司不消耗柴油。 

（四）产品存储过程的能耗 

产品存储过程无需保温，不消耗电力。 

（五）产品使用过程的综合能耗 

产品使用过程不消耗能源，不存在使用过程的能耗。 

（六）产品废弃后处置过程的综合能耗 

经与公司财务及管理人员充分沟通并查阅相关的统计计量，2023年

间，产品出厂后未发生产品破损造成的不合格品，故2023年产品废弃后处

理的能耗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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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间，公司未发生过处置废弃产品的事实，故产品废弃后处置能

耗为零。 

3.1.5企业工业中产值及工业增加值情况 

公司2023年度工业总产值及工业增加值情况见下表。 

表3-4 企业2023年工业总产值统计表 

项目 计量单位 2023年 数据来源 

工业总产值 万元 12600 主要经济指标表 

3.1.6能源管理情况 

产品生产消耗的能源主要是电力、天然气。 

原料运输、产品存储、产品运输及产品废弃后处置和产品使用过程在

2023年间未消耗能源。产品全生命周期消耗品种主要包括：电力、天然

气。 

核算边界：从原料的运输、产品的生产、产品的存储、产品运输、产

品使用和产品废弃后处理的全生命周期为核算边界。 

3.1.7组织边界 

天津常春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坐落在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

环南路99号，核算的组织边界包括原料的供应商、产品生产过程的组织机

构、产品批发商及产品的终端客户等。 

3.1.8运营边界 

运营边界范围为：原料的运输、产品的生产、产品存储、产品运输、

产品的使用和产品废弃后处置。 

原料运输过程的排放源：无排放源。 

产品生产过程的排放源：生产设备。 

产品存储过程的排放源：无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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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运输过程的排放源：无排放源。 

产品使用过程的排放源：无排放源。 

产品废弃后处置的排放源：无排放源。 

3.1.9产品碳足迹排放源列表 

表3-5 产品生产排放源列表 

温室气体排放分类 排放源/设施 能源品种（消费品） 备注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 
注塑机、空压机等 电力 间接排放 

化石燃料CO2排放 RTO设备 天然气 直接排放 

注：2023年产品存储、产品运输及产品废弃后处置和产品使用过程环节未产生能源消耗。 

3.2核算方法的来源 

经查阅企业资料以及现场核实，核算方法来源为： 

1、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采用《工业

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化石燃料燃烧的

核算方法。 

2、脱硫过程CO2排放 

公司不涉及脱硫工艺，其脱硫过程不涉及CO2排放。 

3、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CO2排放 

公司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核算方法，采

用《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电力的核

算方法。 

3.2.1核算产品的能耗数据 

2、电力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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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2023年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情况 

排放报告数值 558.29万kWh 数值来源 《2023年生产统计月报》 

核查数值 558.29万kWh 数值来源 《2023年内部核算表》 

测量方法 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的 

数据来源 

（1）《2023年生产统计月报》 

（2）《2023年内部核算表》 

交叉核对过程 

核查组查看了《2023年生产统计月报》、2023年内部核算表，《2023

年生产统计月报》电力消耗量为558.29万kWh，2023年内部核算表电

力消耗量数据为558.29万kWh，两者数据一致。 

排放报告中数据为558.29万kWh，与《2023年生产统计月报》、2023

年内部核算表基本一致。 

核查组认为该数据可以采信。 

核查结论 

企业《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中2023年电力消费量的活动数据来

源于企业《2023年生产统计月报》，经核查，其数据真实、可信，符

合《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规定和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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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2023年净购入电力使用量交叉核对情况 

净购入电力量（kWh） 

时间 企业生产统计月报 2023年内部核算表 

1月 46.52 46.52 

2月 48.92 48.92 

3月 43.28 43.28 

4月 49.61 49.61 

5月 42.82 42.82 

6月 51.63 51.63 

7月 52.43 52.43 

8月 41.62 41.62 

9月 41.92 41.92 

10月 46.72 46.72 

11月 46.98 46.98 

12月 45.84 45.84 

合计 558.29 558.29 

3.2.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企业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选用《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华北电网》缺省值。 

表3-8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来源 

电力 
排放因子 

（tCO2/MWh） 
数值来源 

数值 0.8843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华 

北电网》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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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排放量的核算 

（一）生产过程的排放 

表3-9 2023年产品生产净购入电力 CO2排放量计算 

净购入电力量（MWh）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tCO2/MWh） 
CO2排放量（t） 

数据来源 数值 

☑仪表计量 

□结算凭证 

□其他 

5582.9 0.8843 4936.96 

表3-14 2023年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计算 

环境类别 序号 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 碳排放量（tCO2） 占比% 

产品碳足迹 

（CF） 

1 原料运输 / / 

2 产品生产 4968.33 100 

3 产品运输 / / 

4 产品使用过程 / / 

5 产品存储 / / 

6 产品废弃后处置过程 / / 

总计  4968.33 100 

表3-15 2023年单位产品碳足迹排放量 

序号 年份 
碳足迹排放量 

（tCO2） 
产量（万个） 

单位产品碳足迹排放量 

）（tCO2/万个） 

1 2023年 4968.33 1088.2 4.57 

表3-16 2023年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各能源排放量 

环境类别 序号 能源种类 碳排放量（tCO2） 占比 

产品碳足迹 

（CF） 

1 电力 4936.96 99.37% 

2 天然气 31.37 0.63% 

总计  4968.3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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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现场访问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核查组发现天津常春汽车技

术有限公司已基本建立碳排放统计管理制度和统计体系，并由专人负责碳排放

数据综合统计与报告、碳排放资料分类整理归档、碳资产管理等工作。 

3.4其他核查发现 

企业未对其产品碳足迹核算的排放信息向社会公布，建议企业在其网站或

通过其他公开方式对外公布企业的碳排放情况。 

4.核算结论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2023年度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中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过程所使用的

核算方法为PAS2050、《工业其他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规定的核算方法，核算方法选取正确。 

4.2排放量的声明 

2023 年 产 品 碳 足 迹 排 放 量 为 4968.33t ， 单 位 产 品 碳 足 迹 排 放 量

4.57tCO2/万个。 

4.3利用核算结果对碳足迹排放进行改善 

企业非常重视产品碳足迹核算工作，针对2023年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排放

量情况，企业成立了分析小组，立足企业现有工艺设备，将远期的节能改造计

划提前实施，工厂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温室气体排放改善项目。 

原料运输阶段：尽量采购附近的原料，就近取材，减少运输能耗，同时，

工厂对原料供应商提出：供应的物资必须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和规定，禁止含有

国家禁止的有毒有害物质，物料加工、生产、运输要绿色环保，供方的环保排

放要达到国家、地方和行业的标准要求，近三年无重大环保事故，采用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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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可靠，不得采用国家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受评价方从原料的采购和运输

等环节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