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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报告以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为基础，采用采用 ISO 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的要求和指南》、PAS2050:2011《商品和

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的要求中规定的碳足迹

核算方法，计算得到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1 辆型号为 C70E 的

通用敞车的碳足迹。 

为了满足碳足迹需要，本报告的功能单位定义为中车齐齐哈尔车

辆有限公司 1 辆型号为 C70E 的通用敞车。系统边界为“从摇篮到大

门”类型，现场调研了从原材料获取、原材料运输、产品生产、产品包

装、产品运输、产品分销使用、生命末期的全生命过程。 

评价过程中，数据质量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本次数 

据收集和选择的指导原则是抓大放小，数据尽可能具有代表性，主要

体现在生产商、技术、地域、时间等方面。生命周期主要活动数据来

源于企业现场调研的初级数据，大部分国内生产的原材料的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于 IPCC 数据库、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

集（2022）、中国生命基础数据库（CLCD）和瑞士的 Ecoinvent 数据

库等，本次评价选用的数据在国内外 LCA 研究中被高度认可和广泛

应用。此外，通过绘制产品过程图实现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建模、计算

和结果分析，以保证数据和计算结果的可溯性和可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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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碳足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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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arbon  

Footpr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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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

氟碳化物（HFCs）和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

氮（NF3）。碳足迹的计算结果为产品生命周期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

之和，用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单位为 kgCO2e 或者 gCO2e。

全球变暖潜值（Gobal Warming Potenti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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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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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的评测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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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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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简称 WRI）和世

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 WBCSD）发布的产品和供应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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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ISO/TS 1406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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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的目的是是建立一致的、国际间认可的

评估产品碳足迹的方法。 

二、企业概况 

2.1 企业简介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简称：中车齐车公司）始建于 1935

年，是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货车业务板块支柱企业和中车齐车集团

有限公司核心子企业，也是中国铁路货车、铁路起重机设计制造领军

企业和出口基地。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货车新造、机车车辆配件、起重

工程机械和特种集装箱。具有年新造货车 15000 辆、造修起重机 30

台、生产关键核心配件 25000辆份和特种集装箱 5000只的生产能力，

建国以来累计新造铁路货车 40 万辆，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20%以上，

被誉为中国铁路工业的“掌上明珠”，大吨位铁路起重机的市场占有

率为 80%以上，均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累计向澳大利亚、新西

兰、美国、巴西、哈萨克斯坦等世界五大洲的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各型铁路货车超过 4 万辆。 

公司先后荣获国家、省部级质量管理奖、质量标杆荣誉称号，并

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市）级安全生产、环保先进单位、省级绿色企业

和花园式工厂。跻身中国机械 500 强和世界铁路装备制造业 500 强行

列。公司有着雄厚的研发实力，在新中国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主导

了中国铁路货车三次大的升级换代，始终担当领跑重任，被认定为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黑龙江省首批创新型企业。公司瞄准铁路货运产品

快捷、重载发展方向，坚持实施“生产一代、研制一代、构思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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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滚动开发战略，立足自主创新，强化原始创新，掌握并拥有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铁路货车核心技术。公司拥有 9 大系列 300 多个品种

的铁路货车产品。主导研制的 27 吨轴重通用货车和 30 吨轴重专用货

车，开启了我国铁路货车重载新时代。主导研制的时速 160 公里、220

公里快捷货车，搭建起我国铁路货车快捷技术新平台。率先研制出国

内尚属空白的驮背运输装备系列产品，积极推动我国公铁联运快速发

展。自主研制 30～40 吨轴重铁路货车并批量出口发达国家，技术创

新实力由领跑国内走向引领国际。完成国家重载快捷铁路货车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开放协同技术创

新体系更加完善。建成国际领先的铁路货车整机疲劳与振动试验台、

国内行业一流的工业 CT 检测中心和综合试验室，产品试验、检测能

力居于国内行业首位。公司持续实施大规模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工程，

广泛采用 CAD、CAM、CAPP 技术，先后从美国、德国、丹麦、英

国、意大利等国家引进多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线，推行清洁生

产工艺，生产规模、制造能力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重点产品、

关键部件的制造水平和能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污染预防能力、

职业健康安全保证能力大大提高，为改进公司产品质量和改善地区环

境质量及职业健康安全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公司对客户一直信守

“全力以赴，全程服务”承诺，遍布全国各铁路局、车辆段的售后服

务网络及专业售后服务队伍随时为客户提供着优质、快捷的服务。经

常性的技术培训、客户走访等活动，拉近了与客户之间的距离，与客

户共同致力于轨道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公司先后获得国家一级企业、第十三届全国质量奖、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中央企业企

业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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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等诸多荣誉。 

2.2 产品介绍 

 

C70E 型通用敞车用途为供在中国标准轨距铁路上使用，主要用

于装运煤炭、矿石、建材、机械设备、钢材及木材等货物。 

车体采用全钢焊接结构，主要型钢和板材均采用 Q450NQR1 高

强度耐候钢。 

底架中梁采用屈服强度为 450MPa 的热轧乙字型钢；采用直径为

358mm 锻造上心盘及材质为 C 级钢的前、后从板座。底架上铺 6mm

厚的地板。 

侧墙为板柱式结构，端墙由上端梁、角柱、横带及端板等组焊而

成。 

车体两侧的侧墙上各设一对侧开式侧开门及 6 扇上翻式下侧门。

侧开门采用具有开启导向功能的上门锁机构，下门锁采用翻转式偏心

压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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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品工艺流程 

产品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中梁工艺流程:中梁接头→中梁探伤→型钢预处理→中梁矫直→

中梁对简→中梁封底焊→中梁一次组对→中梁一次翻焊→中梁压平

→中梁二次组装→中梁钻孔→中梁铆接→中梁二次翻焊→中梁正面

自动焊→中梁矫正交验。 

底架工艺流程:底架一次组对→底架一次翻焊→底架二次组对→

底架一次电焊→底架二次电焊→底架二次翻焊→底架三次翻焊→底

架矫正、交验→木地板铺装。 

上部工艺流程:车体端、侧墙组装→车顶组装→车体找正→车体

卡缝→整车翻焊→车体电焊(通风器安装) →车窗安研→(拉铆) →钢

结构交验→整车试雨→钢结构清理。 

车门工艺流程：-门板拼接→门板修磨→车门组对(左、右门) →

正面焊(1) →正面焊(2) →翻焊(1) →翻焊(2) →矫正→正面焊(1) →

下板。 

落成工艺流程:底漆涂装→干燥→车内下部木结构→车内车顶木

结构→车内上部木结构→钩缓组装→面漆涂装→干燥→标记→制动

组装→试风交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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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工艺流程图如下： 

 

 

三、评价目标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和碳足迹核查作为生态设计和绿色制造实施

的基础，近年来已经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热点。开展生命周期评价

和碳足迹核查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资源节约和温室气体减排，对于行业

绿色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应对出口潜在的贸易壁垒而言，都是很有

价值和意义的。 

本次评价的目的是获得企业生产 1 辆型号为 C70E 的通用敞车的

碳足迹全生命周期过程的碳足迹，产品碳足迹核算是公司实现绿色低

碳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披露产品的碳足迹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重要一环，本次评价的结果将为企业的采购商和第三方的有效沟通

提供良好的途径，对促进产品全供应链的温室气体减排具有一定积极

作用。 

本次评价结果的潜在沟通对象包括两个群体，一是企业内部管理

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二、企业外部利益相关方，如上游供应商、下

游供应商、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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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内容 

4.1 功能单位 

在碳足迹分析中，功能单位是对产品系统中输出功能的度量。功

能单位的基本作用是在进行碳足迹分析时提供一个统一计量输入和

输出的基准。功能单位必须是明确的计量单位并且是可测量的，以保

证碳足迹分析结果的可比性。 

报告采用的功能单位为：1 辆型号为 C70E 的通用敞车的碳足迹 

4.2 过程图绘制 

 

图 3 产品生命周期过程图 

4.3 系统边界 

对 1 辆型号为 C70E 的通用敞车碳足迹的计算涵盖了从原材料获

取到生命末期此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属于“从摇篮到大门”模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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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命周期包括以下 2 个阶段： 

（1）原材料获取 

（2）生产 

据此，根据《ISO/TS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

量化和信息交流的要求与指南》，建立型号为 C70E 的通用敞车边界

图，如图 4: 

 

图 4  系统边界图 

4.4 分配原则 

在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因为现场无法精确的划分各输入输出

项目与产品的一一对应关系，所消耗的资源能源数据依据经济价值

（总产值）进行物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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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取舍标准 

此次评价采用的取舍规则以各项原材料投入占产品重量或过程 

总投入的重量比为依据。具体规则如下： 

4.5.1 普通物料重量＜1%产品重量时，可忽略该物料的上游生产

数据；总共忽略的物料重量不超过 5%； 

4.5.2 生产设备、厂房、生活设施等可以忽略； 

4.5.3 在选定环境影响类型范围内的已知排放数据不应忽略。 

4.5.4 本报告所有原辅料和能源等消耗都关联了上游数据，部分

消耗的上游数据采用近似替代的方式处理。 

4.6 影响类型和评价方法 

基于评价目标的定义，本评价只选择了全球变暖这一种影响类型，

并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全球变暖潜值（GWP）进行了分析，因为 CO2e

是用来量化产品碳足迹的环境影响指标。 

评价过程中统计了各种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和全氟化碳（PFCs）、

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并且采用了 IPCC 第六次评估

报告提出的方法来计算产品生产周期的 GWP 值。该方法基于 100 年

时间范围内其他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相比得到的相对辐射影响值，即

特征化因子，此因子用来将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转化为二氧化碳当

量（CO2e）。例如：1kg 甲烷在 100 年内对全球变暖的影响相当于

27.9kg 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因此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

为基础，甲烷的特征化因子就是 27.9kgCO2e。 

4.7 数据质量要求 

为满足数据质量要求，在本评价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 

4.7.1 数据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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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1 地理代表性，说明数据代表的国家或特定区域，这与研究

结论的适用性密切相关。 

4.7.1.2 时间代表性，应优先选取与研究基准年接近的企业、文献

和背景数据库数据。 

4.7.1.3 技术代表性，应描述生产技术的实际代表性。 

4.7.2 数据完整性 

4.7.2.1 模型完整性，依据系统边界的定义和数据取舍准则，产品

生命周期模型需包含所有主要过程。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尽量反映产品

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于重要的原辅材（对于碳足迹贡献超过 10%的物

料）应尽量调查其生产过程；在无法获得实际生产过程数据的情况下，

可采用背景数据，但需对背景数据来源及采用依据进行详细说明。未

能调查的重要原辅料需在报告中解释和说明。 

4.7.2.2 背景数据库完整性，背景数据库一般至少包含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数百种主要能源、基础原材料、化学品的开采、制造和运输过

程，以保证背景数据库自身的完整性。 

4.7.3 数据可靠性 

4.7.3.1 实景数据可靠性，对于主要的原辅料消耗、能源消耗和运

输数据应尽量采用企业实际生产记录数据；所有数据将被详细记录从

相关的数据源和数据处理算法；采用经验估算或文献调研所获取的数

据应在报告中解释和说明。 

4.7.3.2 背景数据可靠性，重要物料和能耗的上游生产过程数据优

先选择代表原产地国家、相同生产技术的公开基础数据库，数据的年

限优先选择数据；在没有符合要求的背景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代

表其他国家、代表其他技术的数据作为替代，并应在报告中解释和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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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数据一致性 

所有实景数据（包括每个过程消耗与排放数据）应采用一致的统

计标准，即基于相同产品产出、相同过程边界、相同数据统计期；若

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应在报告中解释和说明。 

五、评价过程 

5.1 数据收集 

为了计算产品的碳足迹，必须考虑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

和全球增温潜势（GWP）。活动水平数据是指产品在生命周期中的所

有的量化数据（包括物质的输入、输出；能量使用；交通等方面）。

排放因子数据是指单位活动水平数据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利用排放

因子数据，可以将活动水平数据转化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如：电力的

排放因子可表示为：0.7769CO2e/kW·h，全球增温潜势是将单位质量

的某种温室效应气体（GH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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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CH4（甲烷）的 GWP 值是

27.9kgCO2e。活动水平数据来自现场实测；排放因子采用 IPCC 规定

的缺失值。 

根据《ISO/TS 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和

信息交流的要求与指南》的要求，评价组对碳足迹核算工作采用了前

期摸底确定工作方案和范围、文件和现场访问等过程执行本次碳足迹

核算工作。前期摸底中，主要开展了产品基本情况了解、原材料供应

商的调研、工艺流程的梳理、企业用能品种和能源消耗量、企业的产

品分类及产品产量等。结合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各阶段能耗和温室气体

排放数据的收集、确认、统计和计算，结合合适的排放因子和产品产

量计算出产品的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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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初级活动水平数据 

在进行碳足迹评价时需要对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的输入、输出的

初级活动水平数据进行采集、统计。本评价采集了中车齐齐哈尔车辆

有限公司相关的 2022 年活动数据，并进行分析、筛选，计算得到 1

辆型号为 C70E 的通用敞车的输入、输出数据。 

5.1.2 次级活动水平数据 

在数据计算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如某个过程不在组织控制、 

数据调研成本过高等原因导致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无法获取。对于无 

法获取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的情况，寻求次级水平数据予以填补。例 

如本评价中，原材料的收集及分类等过程不在组织的控制范围内，过

程活动数据不能通过初级活动水平数据计算的方式得到。因此，在进

行碳足迹评价时采用次级活动数据。本评价中次级活动数据主要来源

是数据库和文献资料中的数据，或者采用估算的方式。 

5.2 过程描述 

5.2.1 原材料生产阶段 

企业所用原材料全部采用外购方式，不涉及原材料生产过程。 

5.2.2 原材料运输阶段 

企业所用原材料采用汽运和电车运输方式运输，消费能源分别为

柴油和电能。 

5.2.3 产品生产阶段 

企业通过所获取的原材料，按照特定工艺流程进行生产，涉及能

耗品种为电力、热力、汽油、柴油、煤油。 

5.2.4 产品运输阶段 

企业生产的产品通过铁路运输运方式分销，能源种类为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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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产品使用阶段 

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使用阶段消耗电能进行使用。 

5.2.6 产品生命末期阶段 

依据本评价通则，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生命末期阶段通过回收处理

方式，不直接用作产品原材料，所以此部分排放不计入本次评价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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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碳足迹计算 

5.3.1 碳足迹识别 

表 5-1  碳足迹过程识别表 

序

号 
主体 活动内容 

备

注 

1 原材料获取阶段 原料、运输排放  

2 产品生产阶段 能源  

3 分销 /  

4 使用 /  

5 生命末期 /  

表 5-2   生命周期碳排放清单说明 

生命周期阶段 名称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数值 单位 数值 单位 

原材料获取 

铜 2.7 kg 5.8 kgCO2e/kg 

运输电力消耗 245.7168 kW·h 0.53 kgCO2e/kW·h 

运输柴油消耗 0.415 kg 3.15 kgCO2e/kg 

生产（含包装） 

电力 12190.85 kW·h 0.7769 kgCO2e/kW·h 

热力 590.38 GJ 2.61 kgCO2e/GJ 

汽油 2.43 kg 3.04 kgCO2e/kg 

柴油 0.34 kg 3.15 kgCO2e/kg 

煤油 1.3 kg 3.15  kgCO2e/kg 

二氧化碳保护焊 5.48 kg   

分销 / / / / / 

使用 / / / / / 

生命末期 / / / / / 

注：依据《ISO/TS 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和信息交流的要求与指

南》，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生命末期阶段通过回收处理方式，不直接用作产品原材料，所以此

部分排放不计入本次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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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计算公式 

5.3.2.1 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是排放因子和基于该因子下活动水平

的乘积： 

E i=Ai×EFi        

公式中： 

E i为第 i 种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A i为第 i 种活动的活动水平(如电耗量，kW·h)； 

EFi 为第 i 种活动的排放因子，即单位活动下二氧化碳排放量，

不同的活动水平排放因子的单位有所不同。 

5.3.2.2 甲烷和氮氧化物排放当量是排放因子、基于该因子下活动

水平和增温潜势的乘积： 

Eij=Aij×EFij×GWPj 

公式中， 

Eij为第 i 种活动的 j 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t)； 

Aij为第 i 种活动第 j 种温室气体的活动水平(如耗电量，kW·h)； 

EFij 为第 i 种活动的第 j 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因子，即单位活动下

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同的单位活动排放因子的单位有所不同； 

GWPj为第 j 种温室气体的增温潜势。 

5.3.2.3 二氧化碳排放总当量 

E=ΣiΣjAij×EFij×GW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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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碳足迹计算结果 

表 5-3   生命周期碳排放清单说明 

生命周期阶段 名称 
碳排放量 

数值 单位 

原材料获取 

铜 55200.000  kg 

运输电力消耗 133.920  kg 

运输柴油消耗 130.230  kg 

生产（含包装） 

电力 1.307  kg 

热力 9471.071  kg 

汽油 1540.892  kg 

柴油 7.387  kg 

煤油 1.071  kg 

二氧化碳保护焊 5.480  kg 

分销 / / / 

使用 / / / 

生命末期 / / / 

 

5.3.4 不确定性分析 

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为初级数据存在测量误差和计算误差，减少

不确定性的方法主要有，使用准确率较高的初级数据，对每一道工序

进行能源消耗的跟踪监测，提高初级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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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结果说明 

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如下所示： 

表 5-4    生命周期各阶段碳排放情况 

生命周期阶段 碳足迹（kgCO2e/功能单位） 
百分比

（%） 

原材料获取 55465.46  83% 

产品生产 11029.996  17% 

产品分销 / / 

产品使用 / / 

生命末期 / / 

总计 66495.454  100% 

 

图 5  各生命周期阶段碳排放分布图 

5.4 数据质量评估 

5.4.1 数据代表性 

 本次报告中各单元过程实景数据均发生在黑龙江省，数据代表

特定生产企业的一般水平；实景数据采用 2022 年企业生产统计数据，

背景数据采用近 5 年的数据，文献调查数据采用近 5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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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数据完整性 

5.4.2.1 模型完整性 

本次报告中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均包含上游原辅料生产和运输、产

品生产和包装、分销、使用及生命末期，满足本报告对系统边界的定

义，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有原料消耗均被考虑在内。 

 

5.4.2.2 背景数据库完整性 

本评价所使用的背景数据库包括 IPCC 数据库、中国产品全生命

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中国生命基础数据库（CLCD）

和瑞士的 Ecoinvent 数据库等，数据库包含了主要能源、基础原材料、

化学品的开采、制造和运输过程，满足背景数据库完整性的要求。 

5.4.3 数据可靠性 

5.4.3.1 实景数据可靠性 

本次报告中，各实景过程原料和能源消耗数据均来自企业统计台

账或实测数据，数据可靠性高。 

5.4.3.2 背景数据可靠性 

本研究中数据库数据采用中国或中国地区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

和文献资料，数据代表了中国生产技术及市场平均水平，数据收集过

程的原始数据和算法均被完整记录，使得数据收集过程随时可重重、

可追溯。 

5.4.4 数据一致性 

本评价所有实景数据均采用一致的统计标准，即按照单元过程单

位产出的进行统计，所有背景数据采用一致的统计标准，其中数据库

在开发过程中建立了统一的核心模型，并进行详细文档记录，确保了

数据收集过程的流程化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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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价结果解释 

6.1 评价结论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2022 年 1 辆型号为 C70E 的通用敞

车，单位产品碳足迹排放量 66495.454 kgCO2e/件。 

6.2 假设和局限性 

本次评价报告的实景数据中航空发动机衬套的生产过程数据来

源于企业调研数据，背景数据来自 IPCC 数据库、中国产品全生命周

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集（2022）、中国生命基础数据库（CLCD）和

瑞士的 Ecoinvent 数据库等，部分原料生产过程的数据采用文献数据。

受项目调研时间及供应链管控力度限制，未调查重要原料的实际生产

过程，计算结果与实际供应链的环境表现有一定偏差；建议在调研时

间和数据可得的情况下，进一步调研主要外购原材料的生产过程数据，

有助于提高数据质量，为企业在供应链上推动协同改进提供数据支持。 

七、碳足迹改善计划 

根据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及对比各阶段碳排放情况，制定如下碳

减排措施： 

7.1 编制产品碳排放清单（LCA 清单） 

通过对比每年每种产品的碳排放变化情况，对突出的环节进行改

善，管理。 

7.2 优化使用能源结构 

通过搭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在生产工艺中积极采用绿色电力，

减少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7.3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持续进行工艺技术的改革创新，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

工艺效率，缩短工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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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加大管理力度，细化节能措施。 

提高所有员工的节能降耗意识，落实节能降耗负责人，监管和监

督能源的合理使用，对主要用能设备安装计量工具，分析能源消耗数

据，制定节能降耗目标。 

八、结语 

绿色低碳发展是企业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进行产品

碳足迹的核算是企业实现温室气体管理，制定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第

一步，通过产品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企业可以了解排放源、明确

各生产环节的排放量，为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和发展战略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