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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报告目的

郑州计量节能检测中心根据《（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

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交流的要求和指南》和《工业其他行业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等文件的要求，独立

公正地对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产品碳足迹进行了

核算。核算和报告过程中遵循通用方法和规范，确保企业产品碳排

放量的真实性，为企业更好地掌握自身产品碳排放情况、制定应对

气候变化相关制度提供数据支撑。

1.2报告准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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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交流

的要求与指南》

3、《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4、《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

1.3报告目标

本报告目标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漯河利通液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的碳足迹指标。

1.4报告范围

从原材料开采、运输、产品生产到产品出厂区，产品系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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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PAS 2050:2011》6.4.2至 6.4.10节内容进行界定，涵盖范围逐

项说明如下：

（1）原料：包括原材料生产及运输过程中导致产生的 GHG 排

放。

（2）能源：产品生产过程中电力、热力的使用产生的GHG排

放。

（3）资产性商品：排除在外。

（4）制造与服务提供：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自来水、

废弃物及其运输、污水处理等已包含在能源使用中，不再单独计

算。

（5）设施运行：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排放。自来水、废弃物

及其运输、污水处理等已包含在能源使用中，不再单独计算。

（6）产品运输：本次评估属于原材料-加工生产-出厂区，因此

包括原材料入厂前运输、加工厂内运输、产品至出厂的运输产生的

GHG排放。

（7）产品储存：已包含在能源使用中，不再单独计算。

（8）产品包装材料、产品使用和最终处置阶段：考虑到产品的

核算边界到厂区门口，且产品包装材料、产品使用和最终处置碳排

放量数据无法获取，因此对于产品包装材料、产品使用和最终处置

的碳排放排除在外，不予考虑计算。

2.核算过程和方法

2.1工作组安排

依据《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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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与指南》，依据核算任务以及企业的规模、行业，按照郑州

计量节能检测中心内部工作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工

作组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工作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刘帅 组长

企业碳足迹排放边界的核查、能源统计

报表及能源利用状况的核查，2023年排

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核查、排

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 李晓丹 组员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业务流程的核查、

计量设备、主要耗能设备、排放边界及

排放源核查、资料整理等。

3 郭亚欣 组员

2023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

核查、排放量量化计算方法及结果的核

查等。

2.2文件评审

工作组于2024年1月11日进入现场对企业进行了初步的沟通，包

括企业简介、工艺流程、组织机构、能源统计报表等。工作组在文

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委托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且识别出

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

现场评审了委托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

“支持性文件清单”。

2.3现场沟通

工作组成员于2024年1月13日对委托方产品碳排放情况进行了现

场了解。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料查阅、

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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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对象 部门 职务 访谈内容

赵洪亮 公司领导 总经理

-简介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

-探讨企业排放边界的确定；

-介绍开展能源管理与节能环保工

作的成果及未来计划；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

程有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用能及能源管理现

状；

-回答温室气体填报负责部门及其

岗位职责有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主要耗能设施的类

型、能耗种类、位置等情况；

-带领核查员检查现场的排放设施

及测量设备及回答相关问题；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

过程有关问题。

赵淑文 公司领导 副总经理

张勇 公司领导 总工程师

谢恒起 综合部 经理

刘铁旦 生产部 经理

陈志伟 采购部 经理

王谢景逸 销售部 经理

汪丹丹 财务部 经理

张勇 技术部 经理

陈娇龙 质量部 经理

谢恒起 安全环保科 科长

王肖建 设备能源科 科长

王政刚 质量部 主管

张军 综合部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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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遵照《ISO/TS 14067:2013温室气体.产品的碳排放量.量化和交流

的要求与指南》，并根据文件评审、现场沟通后，完成数据整理及

分析，并编制完成了企业产品碳足迹报告。工作组于2024年1月19日

完成报告，根据郑州计量节能检测中心内部管理程序，本报告在提

交给委托方前经过了独立于工作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

复核。技术复核由1名具有相关行业资质及专业知识的技术复核人员

根据公司的工作程序执行。

2.5内部技术复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1）核算流程及报告编制是否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2）报告内容真实性；

（3）排放量计算方法、过程及结果；

（4）结论是否合理；

（5）2021年1月20日本报告通过了内部技术复核并得到批准。

3.核算方法与内容

3.1企业基本情况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

工业园，于2003年4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5亿元，总资产超过6

亿元。公司占地面积295亩，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具

有自主进出口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业，年产各类高、中、低压

液压工业软管3000万标米。

公司经营范围：液压成套设备、高中低压橡胶软管及软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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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流体连接件、橡胶制品、石油钻采软管及软管连接件、工业软

管、橡塑复合软管及软管连接件的生产、研发、销售与服务；流体

传动元器件及系统。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公司连续十年被中国橡胶协会液压胶管胶带分会评为“中国工

业软管十强企业”，2021-2022年液压软管领域排名为全国第一位，

更是河南省液压胶管行业支柱企业，是国家级“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发展试点示范企业。2021年11月15日，利通科技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成功上市，股票代码832225，成为国内首家液压软管制造上市

企业。

公司目前拥有高速钢丝编织生产线40条和高速钢丝缠绕软管生

产线10条，日产30吨全自动混炼胶生产线2条，主要设备有德国迈尔

编织机、意大利OMA编织机、意大利VP大口径缠绕机和OMA缠绕

机等。产品有钢丝增强液压软管、铁氟龙（PTFE）高中低压多功能

软管、石油钻采输送软管、工业输送软管、橡胶化工软管、食品医

药软管、软管总成及流体连接件等，涉及化工、食品、高铁、医

药、建筑、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液压机械、风电、石油钻采等21

个行业和应用领域。

公司2011年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4年-

2020年连续三次顺利通过重新认定。公司技术中心实验室被认定为

“河南省高压橡胶软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省企业技术中

心”“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公司曾荣获“漯河市市长质量

奖”、“河南省创新试点企业”、“河南省名牌产品”、“河南省

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是国内钢丝增强液压软管产销量龙头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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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企业组织机构见下图：

图 3-1 企业组织机构图

3.2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2023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1 2023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产品名称 年产量（万 m）

液压管 1643.25万m

2023年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审计期

工业总产值 万元 27054.67

工业增加值 万元 23881.91

纳税总额 万元 3529.00

利润总额 万元 15147.61

能源总成本 万元 607.30

生产总成本 万元 17152.69

能源成本占生产总成本比例 %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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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系统边界及工艺流程图

1、系统边界

由于企业生产的液压管在生产的全过程跟踪工作量大，且数据

有限，本报告主要考虑原材料生产、原材料入场运输、产品生产加

工、成品出厂区、厂区废弃物处理以及厂区员工食宿差旅消耗等工

艺过程产生的直接环境影响，图3-2为本次报告中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系统边界图：

图3-2 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系统边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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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艺流程

（1）液压管工艺流程图

图3-3 生产工艺流程图

（2）液压管工艺原理

液压胶管利用橡胶混炼工序生产出的密炼胶片、钢丝为主要原

料，经挤出、编织、缠绕、缠水布、硫化、脱芯等工序后，制成产

品橡胶软管。

①胶管挤出：将胶片通过挤出机，在胶管内芯上挤出内胶，该

生产工艺挤出内胶管时采用水性隔离剂对挤出内胶管进行隔离。

②钢丝合股：单股钢丝通过钢丝合股机合股，使之符合工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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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③编织（缠绕）钢丝：为了提高管道的承压强度，通过钢丝编

织机将合股后的钢丝在内胶上编织或者缠绕成网状结构。

④包中胶：内胶缠绕钢丝以后，在钢丝外侧包一层中胶，中胶

外侧继续编织钢丝层，根据产品的不同类型，按照产品要求确定中

胶的层数。

⑤包外胶：胶管编织完成以后，通过挤出机在胶管外侧挤出外

胶。

⑥硫化：基本成型的胶管，需要在硫化罐中进行硫化，硫化的

原理是使橡胶大分子在加热下与交联剂硫磺发生化学反应，交联成

为立体网状结构的过程，通过硫化加强其拉力、硬度、老化、弹性

等性能，得到定型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橡胶制品。为了保证胶管在硫

化过程中处于受压状态，胶管在硫化前包水布，在硫化完成以后将

水布拆除，水布可重复使用。

⑦脱内芯：胶管硫化工段完成以后，可以通过机器设备去除胶

管内芯，内芯重复利用。

⑧出厂检验：胶管经脱芯基本威型后，通过试压机对胶管进行

试压检验胶管是否符标准要求。

4.碳足迹计算

根据企业数据统计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报告碳足迹计算主要为

液压管的碳足迹计算，包括：原料生产、原材料落地进厂、产品生

产、厂区废弃物处理、厂区人员活动、成品运输入库等这几个过程

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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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能源/原材料品种 排放设施

燃料燃烧排放 天然气 /

燃料燃烧排放 柴油 运输设备

碳酸盐使用过程CO2
排放

不涉及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量
不涉及 /

CH4回收与销毁量 不涉及 /

CO2回收利用量 不涉及 /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

放
电力

全自动编织机、钢丝缠绕机、钢丝合股

机、卧式包装机、橡胶挤出机、销钉冷

喂料挤出机、KBK柔性组合式悬挂起重

机、饶阳试压机、VP84米成型机等设

备。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

放
蒸汽 生产使用

注：受委托方原材料进厂前运输外包给第三方单位负责。

4.1计算方法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并结合《2023年度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终版）》中碳排放的核算方法进行计算。

一、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1、计算公式

使用的电力、热力（如蒸汽）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 排放量

按公式（4）（5）计算。

电力电力电力 EFA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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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热力热力 EFADE  （5）

式中：

电力E 为使用的电力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热力E 为使用的热力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电力AD 、 热力AD 分别为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电力和热力量（如

蒸汽量），单位分别为兆瓦时（MWh）和百万千焦（GJ）；

电力EF 、 热力EF 分别为电力和热力（如蒸汽）的CO2排放因子，单

位 分 别 为 吨 CO2/ 兆 瓦 时 （ tCO2/MWh ） 和 吨 CO2/ 百 万 千 焦

（tCO2/GJ）.

2、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企业净购入电量数据以企业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如果没有电

表记录，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

数据。企业应消耗电量所在的不同电网，分别统计电量消耗数据。

企业消耗热力数据以企业热计量表计量的读数为准，如果没有计量

表记录，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供热量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

的数据。

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电力排放因子采用《关于做好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核算2023年度排放量（其

中电网排放因子调整为0.5703tCO2/MWh）。供热排放因子暂按《工

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推荐

值 0.11 tCO2/GJ计算，并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据保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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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4.2产品碳足迹计算

产品碳足迹计算，包括三个部分：1.原材料生产的碳排量；2.原

料落地进厂运输碳排量；3.产品生产过程碳排量，包括辅助生产系

统和附属生活系统的碳排量。

4.3活动数据及来源

1、原材料开采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钢丝消耗量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表

监测方法： 电子秤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每月月末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排放单位自校，每日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生产月

报表》的钢丝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工作组现场查阅了2023年度《财务明细账》和《生产月报

表》中钢丝消耗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

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财务明细账（kg） 生产月报表（kg）

2023年

1 33970 33970
2 477520 477520
3 586880 586880
4 700680 700680
5 765079 765079
6 662878 662878
7 662653 662653
8 626816 626816
9 529630 52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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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37948 637948
11 572852 572852
12 1091820 1091820

合计 7348726 7348726

核查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钢丝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t 7348.726

橡胶消耗量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表

监测方法： 电子秤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每月月末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排放单位自校，每日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生产月

报表》的橡胶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工作组采用查阅了2023年度《财务明细账》和《生产月报

表》中橡胶消耗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

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财务明细账（kg） 生产月报表

（kg）

2023年

1 415403 415403
2 463330 463330
3 520254 520254
4 714566 714566
5 517120 517120
6 530557 530557
7 489915 489915
8 368279 368279
9 589365 589365
10 517831 517831
11 376087 376087
12 386192 38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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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888899 5888899

核查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橡胶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t 5888.899

炭黑消耗量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表

监测方法： 电子秤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每月月末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排放单位自校，每日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生产月

报表》的炭黑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工作组采用查阅了2023年度《财务明细账》和《生产月报

表》中炭黑消耗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

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财务明细账（kg） 生产月报表

（kg）

2023年

1 80770 80770
2 260730 260730
3 255940 255940
4 415445 415445
5 587850 587850
6 231765 231765
7 452105 452105
8 434755 434755
9 278025 278025
10 391148 391148
11 497640 497640
12 188360 188360

合计 4074533 4074533

核查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炭黑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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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t 4074.533

2、原材料运输入厂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工作组现场与企业沟通确认，钢丝、橡胶以及炭黑的运输方式

为汽车运输，经现场确认，原材料运输入场的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包括汽车运输的柴油消耗部分。

钢丝、橡胶以及炭黑入厂前运输的柴油消耗量

数据来源： 第三方企业统计数据

监测方法： 加油站

监测频次： 按批次

记录频次： 第三方企业按批次记录、每月均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要求企业提供柴油消耗报表等相关证据交叉核证

柴油消费量，由于企业钢丝、橡胶以及炭黑原料入厂运输外

包给其他单位，因此排放单位无法提供柴油消费库存盘点相

关资料。

工作组与钢丝、橡胶以及炭黑原材料运输外包机构沟通

联系，获取了2023年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钢丝、

橡胶以及炭黑运输能耗统计数据表，具体如下：

运输时间 2023/1/1-2023/12-31

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

化石燃料消耗种类 柴油

运输距离 660km

吨公里柴油耗 0.0168kg*km/t

运输钢丝数量 7348.726t

化石燃料消耗量 81.48t

运输时间 2023/1/1-2023/12-31

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

化石燃料消耗种类 柴油

运输距离 850km

吨公里柴油耗 0.0168kg*k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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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橡胶数量 5888.899t

化石燃料消耗量 84.09t

运输时间 2023/1/1-2023/12-31

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

化石燃料消耗种类 柴油

运输距离 400km

吨公里柴油耗 0.0168kg*km/t

运输炭黑数量 4074.533t

化石燃料消耗量 27.38t

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运输钢丝、橡胶以及炭黑柴油消耗量如

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t 192.95

柴油低位发热量

柴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43.33GJ/吨

数据来源：

企业柴油低位发热量未进行测定，因此低位发热量采用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推荐值。

4、外购电力

核查组现场审核排放单位的外购电力来源国网电力，因此排放

单位的外购电量=国网电力。

数据来源： 电力消耗统计月报

监测方法： 关口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记录，每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由电力公司负责校验，12月/1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用排放单位《电力财务结算数据》与《电力消耗

统计月报》的净购入电量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核对月累加值

数据一致。核查组采用查阅2023年度的《电力消耗统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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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和《电力财务结算数据》中净购入电量数据，核验数据

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电力消耗统计月

报（kWh）
电力财务结算数据

（kWh）

2023年

1 708260 708260
2 949000 949000
3 1083650 1083650
4 1095450 1095450
5 1103210 1103210
6 880880 880880
7 941000 941000
8 963120 963120
9 921380 921380
10 982990 982990
11 1025440 1025440
12 1072420 1072420

合计 11726800 11726800

核查结论

核实的净购入电量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

靠，与企业《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

终确认的净购入电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MWh 11726.8

5、外购热力

核查组现场审核排放单位的外购蒸汽。

数据来源： 蒸汽消耗统计月报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记录，每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由热力公司负责校验，12月/1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用排放单位《蒸汽财务结算数据》与《蒸汽消耗

统计月报》的净购入热力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核对月累加值

数据一致。核查组采用查阅2023年度的《蒸汽消耗统计月

报》和《蒸汽财务结算数据》中净购入热力数据，核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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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数据真实、可靠、可采信。如下表：

年份 月份
蒸汽消耗统计月

报（t）
蒸汽财务结算数据

（t）

2023年

1 1108 1108

2 1337 1337

3 1539 1539

4 1728 1728

5 1651 1651

6 1475 1475

7 1558 1558

8 1539 1539

9 1420 1420

10 1582 1582

11 1471 1471

12 1502 1502

合计 17910 17910

核查结论

核实的净购入热力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

靠，与企业《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

终确认的净购入热力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GJ 49913.021

4.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1、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0.0202tC/GJ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2、柴油碳氧化率

柴油碳氧化率

数值： 98%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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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0.5703tCO2/MWh

数据来源：

《关于做好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核算2023年度排放量（其中电网排放因

子调整为0.5703tCO2/MWh）

4、外购热力的排放因子

外购热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0.11tCO2/GJ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外购热力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

（终版）》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

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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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液压管产品碳足迹计算

5.1活动数据及来源

液压管产品的原材料开采生产、原材料进厂前运输柴油消耗

量、产品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费等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详见本报告

4.3。

5.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液压管产品的原材料生产、原材料进厂前运输柴油消耗量、产

品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费等排放因子及来源详见本报告4.4。

5.3液压管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1、原材料钢丝、橡胶和炭黑生产碳排放

受核查方 2023年消耗钢丝 7348.726t，钢丝的排放因子为

2.46kgCO2/kg，原材料钢丝生产碳排放为18077.87tCO2；消耗橡胶

5888.899t，橡胶的排放因子为3.08kgCO2/kg，原材料橡胶生产碳排

放为 18137.81tCO2 ；消耗炭黑 4074.533t，炭黑的排放因子为

2.12kgCO2/kg，原材料炭黑生产碳排放为8638.01tCO2。

种类 钢丝 橡胶 炭黑

消耗量（t） 7348.726 5888.899 4074.533

排放因子（tCO2/t） 2.46 3.08 2.12

排放量（tCO2） 18077.87 18137.81 8638.01

原材料钢丝及橡胶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为44853.69tCO2。

2、液压管产品原材料钢丝、橡胶和炭黑入厂前运输过程柴油的

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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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柴油

柴油消耗量（t） 192.95

低位发热量（GJ/t） 42.652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0.0202

碳氧化率（%） 98

折算系数 44/12

排放量（tCO2） 597.36

3、液压管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量

（1）碳酸盐使用过程中CO2排放

经审核组现场审核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碳酸盐的使

用。因此，碳酸盐使用过程中CO2排放为0。

（2）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量

经审核组现场审核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工业废水不涉及厌氧

处理，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因此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量为0.

（3）CH4的回收以及销毁量

经审核组现场审核确认，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CH4的回收与

销毁，因此，CH4的回收以及销毁量为0。

（4）净购入电力的排放量

年度 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

（MWh）
排放因子

（tCO2/ MWh）
排放量

（tCO2）

A B C=A*B

2023 净购入电力 11726.8 0.5703 6687.79

（6）净购入热力的排放量

年度 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

（GJ）
排放因子

（tCO2/GJ）
排放量

（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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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A*B

2023 净购入热力 49913.021 0.11 5490.43

（7）排放量汇总

年度 2023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0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B） 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量（C） 0

CH4的回收及销毁量（D） 0

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量（tCO2）（E） 6687.79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排放量（tCO2）（F） 5490.43

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12178.22

5.4产品碳足迹结果

年度 2023年

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tCO2）（A） 44853.69

原材料入厂前运输过程的碳排放（tCO2）（B） 597.36

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tCO2）（C） 12178.2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D） 57629.27

2023年液压管产量（万m） 1643.25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tCO2/m） 0.0035

6.结论与分析

液压管产品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生产液压管1643.25万

m，单位产品碳排放量为0.0035tCO2/m，其中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

放量最高，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碳排放量为44853.69tCO2，占总碳排

放总量的77.83%；其次为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量，产品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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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碳排放量为12178.22tCO2，占总碳排放总量的21.13%；最后为

原材料进入厂区前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原材料进入厂区前运输

过程中的碳排放量为597.36tCO2，占总碳排放总量的1.04%，如下

图：

图6-1：2023年企业碳排放量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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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持性文件清单

1 营业执照

2 2023能源消耗统计

3 2023年产品产量统计表

4 2023年原辅材料清单



26

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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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年能源消耗统计

电力消耗统计表

年份 月份
电力消耗统计月报

（kWh）
电力财务结算数据

（kWh）

2023年

1 708260 708260
2 949000 949000
3 1083650 1083650
4 1095450 1095450
5 1103210 1103210
6 880880 880880
7 941000 941000
8 963120 963120
9 921380 921380
10 982990 982990
11 1025440 1025440
12 1072420 1072420
合计 11726800 11726800

蒸汽消耗统计表
年份 月份 财务明细账（t） 生产月报表（t）

2023年

1 1108 1108
2 1337 1337
3 1539 1539
4 1728 1728
5 1651 1651
6 1475 1475
7 1558 1558
8 1539 1539
9 1420 1420
10 1582 1582
11 1471 1471
12 1502 1502
合计 17910 1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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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年产品产量统计表

序号 产品名称 年产量（万 m）

1 液压管 1643.25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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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3年原辅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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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晓丹
	组员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业务流程的核查、计量设备、主要耗能设备、排放边界及排放源核查、资料整理等。
	3
	郭亚欣
	组员
	2023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核查、排放量量化计算方法及结果的核查等。

	2.2文件评审
	2.3现场沟通
	对象
	部 门
	职 务
	访谈内容
	赵洪亮
	公司领导
	总经理
	-简介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
	-探讨企业排放边界的确定；
	-介绍开展能源管理与节能环保工作的成果及未来计划；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有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用能及能源管理现状；
	-回答温室气体填报负责部门及其岗位职责有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主要耗能设施的类型、能耗种类、位置等情况；
	-带领核查员检查现场的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及回答相关问题；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
	过程有关问题。
	赵淑文
	公司领导
	副总经理
	张勇
	公司领导
	总工程师
	谢恒起
	综合部
	经理
	刘铁旦
	生产部
	经理
	陈志伟
	采购部
	经理
	王谢景逸
	销售部
	经理
	汪丹丹
	财务部
	经理
	张勇
	技术部
	经理
	陈娇龙
	质量部
	经理
	谢恒起
	安全环保科
	科长
	王肖建
	设备能源科
	科长
	王政刚
	质量部
	主管
	张军
	综合部
	主管

	2.4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2.5内部技术复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3.核算方法与内容
	3.1企业基本情况
	3.2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2023年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审计期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工业增加值
	万元
	23881.91
	纳税总额
	万元
	3529.00
	利润总额
	万元
	15147.61
	能源总成本
	万元
	生产总成本
	万元
	能源成本占生产总成本比例
	%

	3.3 系统边界及工艺流程图

	4.碳足迹计算
	排放种类
	能源/原材料品种
	排放设施
	燃料燃烧排放
	天然气
	/
	燃料燃烧排放
	柴油
	运输设备
	碳酸盐使用过程CO2排放
	不涉及
	/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量
	不涉及
	/
	CH4回收与销毁量
	不涉及
	/
	CO2回收利用量
	不涉及
	/
	净购入电力引起的排放
	电力
	全自动编织机、钢丝缠绕机、钢丝合股机、卧式包装机、橡胶挤出机、销钉冷喂料挤出机、KBK柔性组合式悬挂
	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放
	蒸汽
	生产使用
	注：受委托方原材料进厂前运输外包给第三方单位负责。
	4.1计算方法
	4.2产品碳足迹计算
	4.3活动数据及来源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表
	监测方法：
	电子秤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每月月末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排放单位自校，每日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生产月报表》的钢丝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工作组现场查阅了2023年度《财务明细账》和《生产月报表》中钢丝消耗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
	年份
	月份
	财务明细账（kg）
	生产月报表（kg）
	2023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核查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钢丝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t
	7348.726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表
	监测方法：
	电子秤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每月月末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排放单位自校，每日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生产月报表》的橡胶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工作组采用查阅了2023年度《财务明细账》和《生产月报表》中橡胶消耗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
	年份
	月份
	财务明细账（kg）
	生产月报表（kg）
	2023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核查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橡胶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t
	5888.899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表
	监测方法：
	电子秤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每月月末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排放单位自校，每日一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生产月报表》的炭黑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工作组采用查阅了2023年度《财务明细账》和《生产月报表》中炭黑消耗数据，核验数据一致，数据真实、可
	年份
	月份
	财务明细账（kg）
	生产月报表（kg）
	2023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核查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炭黑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t
	4074.533
	数据来源：
	第三方企业统计数据
	监测方法：
	加油站
	监测频次：
	按批次
	记录频次：
	第三方企业按批次记录、每月均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工作组要求企业提供柴油消耗报表等相关证据交叉核证
	柴油消费量，由于企业钢丝、橡胶以及炭黑原料入厂运输外包给其他单位，因此排放单位无法提供柴油消费库存盘
	工作组与钢丝、橡胶以及炭黑原材料运输外包机构沟通联系，获取了2023年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钢
	运输时间
	2023/1/1-2023/12-31
	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
	化石燃料消耗种类
	柴油
	运输距离
	660km
	吨公里柴油耗
	0.0168kg*km/t
	运输钢丝数量
	7348.726t
	化石燃料消耗量
	81.48t
	运输时间
	2023/1/1-2023/12-31
	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
	化石燃料消耗种类
	柴油
	运输距离
	850km
	吨公里柴油耗
	0.0168kg*km/t
	运输橡胶数量
	5888.899t
	化石燃料消耗量
	84.09t
	运输时间
	2023/1/1-2023/12-31
	运输方式
	汽车运输
	化石燃料消耗种类
	柴油
	运输距离
	400km
	吨公里柴油耗
	0.0168kg*km/t
	运输炭黑数量
	4074.533t
	化石燃料消耗量
	27.38t
	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运输钢丝、橡胶以及炭黑柴油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t
	192.95
	柴油低位发热量
	数值：
	43.33GJ/吨
	数据来源：
	企业柴油低位发热量未进行测定，因此低位发热量采用《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数据来源：
	电力消耗统计月报
	监测方法：
	关口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记录，每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由电力公司负责校验，12月/1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用排放单位《电力财务结算数据》与《电力消耗统计月报》的净购入电量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核对月累加值
	年份
	月份
	电力消耗统计月报（kWh）
	电力财务结算数据
	（kWh）
	2023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核查结论
	核实的净购入电量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MWh
	11726.8
	数据来源：
	蒸汽消耗统计月报
	监测方法：
	蒸汽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排放单位每月记录，每年汇总数据
	监测设备维护：
	由热力公司负责校验，12月/1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用排放单位《蒸汽财务结算数据》与《蒸汽消耗统计月报》的净购入热力数据进行交叉核对，核对月累加值
	年份
	月份
	蒸汽消耗统计月报（t）
	蒸汽财务结算数据
	（t）
	2023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核查结论
	核实的净购入热力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3
	GJ
	49913.021

	4.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0.0202tC/GJ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柴油碳氧化率
	数值：
	98%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外购电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0.5703tCO2/MWh
	数据来源：
	《关于做好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核算2023年度排
	外购热力的排放因子
	数值：
	0.11tCO2/GJ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外购热力CO2排放因子缺省值


	5. 液压管产品碳足迹计算
	5.1活动数据及来源
	5.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5.3液压管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种类
	钢丝
	橡胶
	炭黑
	消耗量（t）
	7348.726
	5888.899
	4074.533
	排放因子（tCO2/t）
	2.46
	3.08
	2.12
	排放量（tCO2）
	种类
	柴油
	柴油消耗量（t）
	192.95
	低位发热量（GJ/t）
	42.652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0.0202
	碳氧化率（%）
	98
	折算系数
	44/12
	排放量（tCO2）
	597.36
	年度
	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
	（MWh）
	排放因子
	（tCO2/ MWh）
	排放量
	（tCO2）
	A
	B
	C=A*B
	2023
	净购入电力
	11726.8
	0.5703
	6687.79
	年度
	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
	（GJ）
	排放因子
	（tCO2/GJ）
	排放量
	（tCO2）
	A
	B
	C=A*B
	2023
	净购入热力
	49913.021
	0.11
	5490.43
	年度
	2023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0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放（B）
	0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CH4排放量（C）
	0
	CH4的回收及销毁量（D）
	0
	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量（tCO2）（E）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排放量（tCO2）（F）
	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5.4产品碳足迹结果
	年度
	2023年
	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tCO2）（A）
	44853.69
	原材料入厂前运输过程的碳排放（tCO2）（B）
	597.36
	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tCO2）（C）
	12178.2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D）
	57629.27
	2023年液压管产量（万m）
	1643.25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tCO2/m）
	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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