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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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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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地对郑州日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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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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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郑州日新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精密零部件产品的碳足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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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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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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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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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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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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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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雅倩 组员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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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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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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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对象 部门 职务 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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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 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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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斌 管理部 总经理助理

魏金颜 生产部 部长

常斌伟 技术部 部长

刘振莉 总务财务课 课长

周保磊 资材课 课长

李明 品管课 课长

徐延辉 生产一课 课长

邱天征 生产二课 课长

周凯 商管课 课长

朱卫桥 技术一课 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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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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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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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5年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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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日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注册资本8亿

3400万日元，目前为中外合资企业，占地面积约34000㎡，经营范

围：汽车、摩托车、医疗器械（一类）、工业机器人的模具（含冲

模具、注塑模、模压模）、夹具（焊装夹具、检验夹具）、精冲

模、精密型腔模、铸造用金属模型，模具标准件，农业、林业机具

的新技术设备、机电设备及配件、专用机械零部件，汽车、摩托

车、医疗器械（一类）、工业机器人的铸锻毛坯件、铝压铸、重力

铸造的设计、制造与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目前公司正式员工94人，其中大专及以上人员占95%以上，外籍

顾问1人。依托日本总部的先进生产技术，主要生产产品为精密模具

及高端机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设计年生产能力为五亿人民币。企

业研发能力强，可为客户从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生产及组装，提

供全产业链的设计生产服务。公司的高端模具产业，填补河南的空

白，打破了沿海地区垄断的高端模具产业。在河南省大力发展铝制

品深加工的政策背景下，积极投入先进设备及制造工艺，发挥自身

模具的强项，设计并制作各类高端铝制产品。

郑州日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端模具制造及铝压

铸产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中部地区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高

度重视科技创新，现已拥有30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包括3项发明专

利、23项实用新型专利和4项软件著作权。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公

司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ISO14001环境体系、ISO45001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ISO5000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并于2022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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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同时被评为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

企业。

公司建有河南省精密模具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与浙江大

学郑州研究院、郑州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

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共同筹建郑州市精密模具及应用工程研究中

心。在产业机械轻量化、柴油机减排、5G应用、3D增材打印等多个

领域，公司为众多国内外优秀企业提供研发配套服务，持续推动河

南先进制造业水平提升。

凭借卓越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实力，公司与日本洋马集团、村田

制造所、日静兄弟公司、川崎机器人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战

略合作关系。目前，公司正与日本总公司共同开发东南亚市场，并

计划实施二期投资，建设装配车间及高端智能制造工厂，为客户提

供更优质全面的服务，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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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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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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2024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1 2024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年度 2024
工业总产值（万元） 4406.05

年度主要产品

年度 主要产品名称 单位 年产量

2024年
精密零部件加工 件 141807

压铸件 件 226582
模具 件 33

3.3系统边界及工艺流程图

1、系统边界

由于企业生产的精密零部件及高端模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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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日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压铸件生产工艺流程如下所示：

①压铸铝产品工艺流程：

第一步：使用天然气熔化铝锭

这是压铸铝生产的起始步骤。首先，需要资材课购买铝锭作，

铝锭的型号为ADC12，这些铝合金具有良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

能。接着，生产二课将铝锭放入熔炼炉中，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进

行加热。在加热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熔炼炉内的温度变化，确保

铝锭能够均匀且快速地融化。同时，还可以加入适量的除渣剂，以

去除熔体中的气体和杂质，提高熔体的纯净度和铸造性能。

第二步：使用模具压铸成型

在铝液熔炼完成后，接下来的关键步骤是使用模具进行压铸成

型。首先，需要检查并清理压铸模具，确保模具表面干净、无损

伤，以保证压铸件的质量和精度。然后，将熔融的铝液倒入压铸机

的压室中，并启动压铸机。在压铸机的作用下，铝液以高压高速注

入模具型腔中，迅速填充并冷却固化。在此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

压铸机的压力、速度和温度等参数，以确保压铸件的质量和尺寸精

度。待铝液完全凝固后，打开模具，取出压铸件。此过程为全自动

生产。

第三步：清理产品上的毛刺

压铸成型后的产品表面可能会存在一些毛刺和飞边，这些多余

的部分会影响产品的外观质量和后续加工。因此，需要对产品进行

去毛刺处理，一般通过抛丸和修磨的方式（人工和修磨机器人）进

行去毛刺处理。从而使产品表面更加光滑、整洁，提高产品外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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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第四步：对产品进行切削加工

在清理完毛刺后，生产一课对产品进行切削加工，以满足产品

的尺寸和精度要求。切削加工包括钻孔、攻牙、攻丝、铣削、切削

和打磨等工艺。例如，可以使用专用工具在压铸件上钻孔、攻牙、

攻丝等；也可以利用铣刀将部分材料从压铸件的表面或其它位置削

除；还可以使用CNC机加工设备对压铸件进行切割，如精密切割成

规定的几何形状。

最终成品

经过上述一系列工艺流程后，压铸铝件最终成为客户需要的成

品。这些成品具有耐久性强、安全性高、可塑性好、重量轻等优

点，广泛应用于电农用机械、工程机械、航天、船舶、发动机、智

能制造等领域。在成品出厂前，商管课还需要进行严格的检验和测

试，确保压铸件符合相关标准和客户要求。

压铸铝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所示：

图3-3产品工艺流程图

3、功能单位

本报告功能单位为生产1件压铸件的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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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考虑企业边界内的产品生产过程，包括原材料开采、

原材料入厂前运输所消耗的化石燃料排放；压铸件生产过程的碳排

放；产品包装电力消耗引起的排放；产品运输到厂区大门化石燃料

燃烧排放；厂区废弃物处理排放以及厂区内人员食宿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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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对产品销

售、产品使用后产生的废弃物进行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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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铸件的碳足迹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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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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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化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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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丸机、数控机床-1、机器人磨抛工作

台、精密数控电火花成形机床、机加工

机器人上下料自动化、立式车床V600等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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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购入热力引起的排

放
不涉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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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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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郑州日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终版）》中碳排放的核算方法进行计算。

4.1.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4.1.1.1计算公式

在产品生产和运输过程中，使用化石燃料，如实物煤、燃油、

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照公式（1）计

算。

)(
1

ii

n

i
EFADE 


燃烧 （1）

式中：

燃烧E 为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

单位为吨（tCO2）；

iAD 为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

为百万千焦（GJ）。

iEF为第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tCO2/GJ；

i为净消耗的化石燃料的类型。

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iAD 按公式

（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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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FCNCVAD  （2）

iNCV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

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

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Nm3）；

iFC 是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

体燃料，单位为吨（ 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3）计算。

12
44

 iii OFCCEF （3）

iCC 为第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

（tC/GJ）；

iOF为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4.1.1.2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根据核算和报告期内各种化石燃料消耗的计量数据来确定各种

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各燃烧设备分品种的化石燃料燃烧量应根据

企业能源消费原始记录或统计台帐确定，指明确送往各类燃烧设备

作为燃料燃烧的化石燃料部分，并应包括进入到这些燃烧设备燃烧

的企业自产及回收的化石能源。燃料消耗量的计量应符合 GB

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相关规

定。

4.1.1.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由于企业未对燃料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等

排放因子进行检测，因此本报告天然气排放因子选取《机械设备制

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中相关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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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值。

4.1.2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4.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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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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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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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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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

4.1.2.3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电力排放因子采用《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2022年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中2022年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来核算 2023年度排放量（其中电网排放因子调整为

0.5366tCO2/MWh）。供热排放因子暂按《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推荐值0.11tCO2/GJ计算，并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官方数据保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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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锭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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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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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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铝锭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工作组现场查阅了2024年度《财务明细账》和《生产月报

表》中铝锭消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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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生产月报表（t）
1 19.264

2024年

5 19.2645
2 0 0
3 32.177 32.177
4 19.7915 19.7915
5 30.5205 30.5205
6 9.91 9.91
7 9.4765 9.4765
8 25.131 25.131
9 0 0
10 25.24 25.24
11 51.764 51.764
12 10.468 10.468

合计 233.743 233.743

核查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铝锭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4 t 23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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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锭的运输方式为货车运输，经

现场确认，原材料运输入场的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包括货车运输的

柴油消耗部分。

铝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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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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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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铝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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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与铝锭原材料运输外包机构沟通联系，获取了

2024年郑州日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铝锭运输能耗统计数据

表，具体如下：

运输时间 2024/1/1-2024/12-31

运输方式 货车运输

化石燃料消耗种类 柴油

运输距离 874km

吨公里柴油耗 0.0168kg*km/t

运输铝锭数量 233.743 t

化石燃料消耗量 3.43t

结论:
工作组最终确认的运输铝锭柴油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4 t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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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推荐值。

3、生产过程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1）天然气消耗量

数据来源： 天然气消耗统计表

监测方法： 流量计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每月末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1年校验1次

数据缺失处理： 无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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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排放单位《财务明细账》交叉核对了《消耗

统计表》的天然气消耗数据，核对月累加值数据一致。

核查组采用查阅了2024年度的《财务明细账》和《能源

消耗统计表》中天然气消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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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生产月报表

（m3）

2024年

1 2596.69 2596.69
2 14646.03 14646.03
3 3283.45 3283.45
4 22670.84 22670.84
5 5669.65 5669.65
6 14305.56 14305.56
7 9222.76 9222.76
8 13413.16 13413.16
9 17184.52 17184.52
10 4916.93 4916.93
11 17661.76 17661.76
12 26807.89 26807.89
合计 152379.24 152379.24

核查结论

注：核实的天然气消耗量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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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组最终确认的天然气消耗量如下：

年份 单位 数量

2024 万m3 15.24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天然气低位发热量

数值： 389.31GJ/万Nm3

数据来源：

企业天然气低位发热量未进行测定，因此低位发热量采用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推荐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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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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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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的《电力消耗统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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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

1 200538.17 200538.17
2 224138.35 224138.35
3 139677.95 139677.95
4 182312.73 182312.73
5 124318.85 124318.85
6 189550.03 189550.03
7 215381.64 215381.64
8 209921.95 209921.95
9 283779.11 283779.11
10 127141.30 127141.30
11 189643.27 189643.27
12 372136.27 372136.27

合计 2458539.62 2458539.62

核查结论

核实的净购入电量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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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MWh 24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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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

1、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值： 0.0153tC/GJ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选取正确

2、天然气碳氧化率

天然气碳氧化率

数值： 99%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天然气碳氧化率选取正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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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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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柴油碳氧化率

柴油碳氧化率

数值： 98%

数据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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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2022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

因子的公告》要求核算2023年度排放量（其中电网排放因子调

整为0.5366tCO2/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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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压铸件碳足迹计算

5.1活动数据及来源

压铸件的原材料开采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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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铸件的原材料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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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铸件产品碳足迹计算结果

1、原材料铝锭生产碳排放

受核查方 2024年消耗铝锭 233.743t，铝锭的排放因子为

0.7218tCO2/t，原材料铝锭生产碳排放为168.71tCO2。

种类 铝锭

消耗量（t） 233.743

排放因子（tCO2/t） 0.7218

排放量（tCO2） 168.71

原材料铝锭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为168.71tCO2。

2、压铸件原材料铝锭入厂前运输过程柴油的碳排放。

种类 柴油

柴油消耗量（t）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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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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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算系数 44/12

排放量（tCO2） 10.61

3、压铸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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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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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天然气燃烧排放量

种类

消耗量

（t，
104Nm3）

低位发热量

（GJ/t,
GJ/104Nm3）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碳氧

化率

折算因

子

排放量

（tCO2）

A B C D E F=A*B*C*D*E

天然气 15.24 389.31 0.0153 99% 44/12 329.52

因此，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为271.57tCO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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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净购入电力 2458.54 0.5366 13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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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排放量汇总

年度 2024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A） 329.52

企业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排放量（tCO2）（B） 1319.25

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D） 1648.77



24

5.4产品碳足迹结果

年度 2024年

原材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tCO2）（A） 168.71

原材料入厂前运输过程的碳排放（tCO2）（B） 10.61

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tCO2）（C） 1648.77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D） 1828.09

2024年压铸件产量（件） 226582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kgCO2/件） 8.07

6.结论与分析

压铸件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郑州日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2024年压铸件产量为226582件，单

位产品碳排放量为8.07kgCO2/件，其中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最

高，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为 1648.77tCO2，占总碳排放量的

90.19%；其次为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原材料生产过程中

的碳排放量为168.71tCO2，占总碳排放总量的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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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tCO2，占总碳排放总量的0.58%，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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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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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能源消耗统计

3 2024年原辅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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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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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年能源消耗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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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4年原辅材料清单

2024年 原辅材料名称 单位
2024年使用量

1 铝锭 t 233.743

2 铁 t 141.81

3 切削液 t 18.9

4 润滑油 t 2.4

5 金属包装箱 个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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