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凤阳淮河玻璃有限公司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 

i 
 

目录 

1. 基本情况................................................................................................................. 1 

1.1. 企业简介....................................................................................................... 1 

1.2. 产品简介....................................................................................................... 1 

1.3. 报告书制作目的........................................................................................... 1 

1.4. 报告书保存期限........................................................................................... 2 

1.5. 碳足迹评估工作小组................................................................................... 2 

2. 补充性要求............................................................................................................. 2 

3. 碳足迹计算范围..................................................................................................... 2 

3.1. 包含的温室气体........................................................................................... 2 

3.2. 数据收集期限与地点................................................................................... 3 

3.3. 系统边界....................................................................................................... 4 

3.4. 截断............................................................................................................... 5 

4. 生命周期清单收集与计算..................................................................................... 5 

4.1. 产品的宣告单位与基准流........................................................................... 5 

4.2. 数据收集与数据质量管理........................................................................... 5 

4.3. 计算方法....................................................................................................... 7 

4.4. 分配............................................................................................................... 8 

4.5. 假设............................................................................................................... 8 

5. 碳足迹计算结果..................................................................................................... 8 

5.1. 碳足迹总体情况........................................................................................... 8 

5.2. 上游原辅材料制造过程............................................................................... 9 

5.3. 制程排放过程............................................................................................... 9 

5.4. 能资源活动碳足迹数据............................................................................. 10 

5.5. 运输过程..................................................................................................... 10 

6. 不确定性分析....................................................................................................... 10 

7. 减碳建议............................................................................................................... 13 

参考文献...................................................................................................................... 14 

附件：排放因子来源.................................................................................................. 15 

A. 能资源排放因子......................................................................................... 15 

B. 原辅材料排放因子..................................................................................... 15 

C. 交通运输活动排放因子............................................................................. 16 

 



                                      安徽凤阳淮河玻璃有限公司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 

1 
 

1. 基本情况 

1.1. 企业简介 

安徽凤阳淮河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是一家以高档日用玻璃器皿为主导，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与一体的规模化

科技企业。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5 月，注册资金 4600 万元，现有职工 450 余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50 人，技术力量雄厚。建有企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国节能多

通道马蹄焰精白料窑炉二座；14 条工艺生产流水线，其中 12 条压机生产线 2 条

吹机生产线，年产高档玻璃器皿 6 万吨。 

公司现已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能源管理体系 玻璃 

企业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注重技术创新和高效节能理念，2011

年以来已拥有专利共计 230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84 项，实用新型专利 60 项，外

观设计 90 项。公司始终秉持“注重产品细节，以简洁的造型、优越的品质、优异

的性能，提供高品质产品”的生产理念，已被中国日用玻璃协会评为中国轻工业

日用玻璃行业（日用玻璃制品）十强企业。 

多年来，公司坚定以“创造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玻璃器皿品牌”为发展战略和

目标，不懈追求更优、更好、更新的服务。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与您共创

美好明天! 

1.2. 产品简介 

本次开展碳足迹评价的产品（也称“标的产品”）为“日用玻璃制品”。 

1.3. 报告书制作目的 

本报告书的制作旨在揭示安徽凤阳淮河玻璃有限公司 2023 年生产的日用玻

璃制品的碳足迹，该碳足迹是从最供应链最上游的原料制造到日用玻璃制品生产

完毕后（Cradle to Gate）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此排放数据将作为日后制定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活动规划、设计绿色产品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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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报告书保存期限 

按照公司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和其他资料管理制度的要求，本报告书及相关

资料、凭证单独建档保存 5 年。 

1.5. 碳足迹评估工作小组 

安徽凤阳淮河玻璃有限公司十分重视低碳环保工作，为推动公司双碳目标的

落实以及本次产品碳足迹评价项目的顺利开展，公司组建了专门的碳管理工作小

组。 

工作小组由总经理牵头，生产、财务、设备、采购、环保等部门负责提供产

品碳足迹核算所需数据，并建立配套的碳管理程序。 

2. 补充性要求 
根据 PAS 2050:2011 标准的要求，若所计算产品有补充要求（Supplementary 

requirement）存在，应考虑依照补充要求来进行范围界定和计算。 

产品种类规则（PCR）属于重要的补充要求，故在产品碳足迹的计算和报告

编制之前，技术人员查找了日用玻璃制品产品的 PCR，在国标、行标、地标以

及团标中没有查找到相关的产品规则，故自行定义了产品的宣告单位、边界、分

配等计算原则；本报告引用的所有补充性文件见参考文献部分。 

3. 碳足迹计算范围 

3.1. 包含的温室气体 

本次产品碳足迹评价工作设计遵照 IPCC 最新列举的温室气体，以及蒙特利

尔议定书所管制的物质，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六氟化硫（SF6）、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和三氟化氮（NF3），

采用 IPCC AR6 100a 的 GWP 值作为温室气体评估方法。 



                                      安徽凤阳淮河玻璃有限公司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 

3 
 

3.2. 数据收集期限与地点 

用以计算产品碳足迹的数据收集期限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盘查地点为：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门台子工业园景观大道，所在位置和厂区

卫片图如图 3-1 和图 3-2 所示。 

 

图 3-1 厂区地理位置 

 

图 3-2 厂区卫片图 

本报告仅统计厂区内与标的产品生产相关的区域，办公楼、食堂等其他配套

设施不纳入数据收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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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统边界 

本次执行碳足迹评价的边界为摇篮到大门（Cradle to Gate），碳足迹计算包

括原辅材料、能资源消耗、制程排放、运输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标的产

品的系统边界如图 3-3 所示： 

上游原材料制造：
石英砂、纯碱、方
解石、氧化铈、小
苏打

能资源：外购电、
天然气、自来水

标的产品生产

标的产品使用

标的产品报废处置

采购运输

销售运输

废弃运输

制程排放：碳酸盐分解

  

图 3-3 标的产品碳足迹评价系统边界图 

本次产品碳足迹评价工作的系统边界依据 PAS 2050:2011 标准的 6.4.2 至

6.4.10 小节内容进行界定，涵盖范围说明如下： 

原辅材料：石英砂、纯碱、方解石、氧化铈、小苏打。 

制程排放：来自玻璃生产过程中的碳酸盐分解。 

能资源：外购电、天然气、自来水。 

包材：考虑到本报告的预期使用目的，标的产品碳足迹核算不纳入包材。 

资产性商品：因核算方法和准确性存在问题，本报告选择不纳入资产性产品

（生产资料）折旧对产品碳足迹的影响。 

生产与服务供应：主要包括废弃物回收利用/处理，考虑到本报告的预期使

用目的，标的产品碳足迹核算不纳入生产服务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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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本报告涉及原辅材料的采购运输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产品使用阶段：本产品碳足迹评估属于摇篮到大门（Cradle to Gate）的范畴，

本阶段不在统计计算范围之内。 

产品最终处置的 GHG 排放：本产品碳足迹评估属于摇篮到大门（Cradle to 

Gate）的范畴，因此将本阶段排除在外。 

3.4. 截断 

依据 PAS 2050:2011 标准 6.3 章节的要求，盘查应包括系统边界内所有对产

品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具有实质性贡献的排放源。经过测算，无单一排放源占

产品生命周期排放超过 50%，因此，对于所有排放源来说，单一排放源碳足迹＜

1%则不具实质性，可被截断，所截断的排放量之和不得超过总碳足迹的 5%，同

时，对盘查项是否截断还要考虑其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和难易程度。本次产品碳足

迹评价截断内容在下表中进行了说明： 

表 3-1 截断项及截断依据 

序号 截断项 截断依据 

1 厂区 CO2 灭火器 预估碳足迹占比低于 1%，因此截断。 

2 厂区化粪池逸散 预估碳足迹占比低于 1%，因此截断。 

3 厂区制冷剂逸散 
企业仅有办公空调涉及制冷剂逸散排放，与标的产品的生产

不存在直接关联，因此截断。 

4. 生命周期清单收集与计算 

4.1. 产品的宣告单位与基准流 

本报告标的产品的宣告单位为 1kg。 

本报告产品碳足迹评价的基准流为：安徽凤阳淮河玻璃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生产的 1kg 日用玻璃制品。 

4.2. 数据收集与数据质量管理 

根据 PAS 2050:2011 章节 7.3 的要求，实施本规范的组织在向另一个组织或

终端用户提供产品和输入之前对该产品或输入的上游温室气体排放需达到 10%

或 10%以上的贡献率，本报告盘查主体满足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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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PAS 2050:2011 标准第 7.2 章节，本报告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满足以下

要求： 

a) 时间覆盖范畴：所收集的活动数据发生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排放因子在其他参数（如技术，地域特征等）相同的情

况下，优先考虑采用最新数据； 

b) 地域特征：排放因子优先选用物料的主要产地或过程的发生地数据，由

先到后依次考虑区域数据、国家数据、国际数据； 

c) 关于技术覆盖面：排放因子优先选取与标的产品工艺、技术一致的数据； 

d) 关于信息的准确性：选择最准确的数据； 

e) 关于精确性：统计过程在 excel 表中进行，所有数据不存在表示值的变

率，因此精确性高； 

f) 完整性：所有活动数据都被测量，不存在数据缺失或者代表性不够等问

题；本报告编制过程中涉及的排放因子不存在替代的情况（排放因子见

“附件”）； 

g) 一致性：各部分数据按照一致的方式搜集和统计； 

h) 所有活动数据来源于企业的生产台账记录、采购票据凭证等；原辅材料

部分排放因子通过在 OpenLCA 软件中查询 Ecoinvent 3.9.1 数据库获得，

能源部分的排放因子综合了 Ecoinvent 3.9.1 数据库、中国产品全生命周

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等（排放因子见“附件”）； 

i) 本报告中的数据、方法及过程均可再现。 

本报告中其他有关数据质量的工作内容如下所述： 

a) 盘查清册的数据品质管理：在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的数据收集中，每一

项数据的收集都对应着相应的数据质量，且在活动数据收集中，尽量使

用经过测量的数据质量较高的原始数据，但由于产品系统不可避免的需

要进行分配，会影响最终的数据质量； 

b) 盘查清册品质管理人员：各部门收集信息获取数据的负责人姓名及联系

方式均记录在清册中。 

碳足迹计算数据品质定义、活动数据来源如表 4-1 和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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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数据品质定义 

数据品质 定义 

高 引用初级活动数据 

中 引用次级活动数据 

低 引用推估数据 

 

表 4-2 碳足迹评价鉴别及数据品质 

数据

品质 
数据类别 活动数据来源 

高 

初
级
数
据 

输入 原辅材料消耗量 生产记录 

输出 产品产量 生产台账 

能资源 

消耗 

电 发票，抄表记录 

天然气 发票，抄表记录 

自来水 发票，抄表记录 

中 

次
级
数
据 

排放因子 

上游各类物料制造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中国平板玻璃生产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碳酸盐分解系数 

能源、资源的获取和加工转换 

运输活动 

运输活动 原辅材料运输 

依据供应商所在地，在

百度地图中查询计算运

输距离。 

4.3. 计算方法 

本报告产品碳足迹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计算： 

⚫ 以某项活动的活动数据乘以排放因子（已转换成二氧化碳当量排放）转换成

温室气体排放； 

⚫ 加总结果以获得二氧化碳当量表示每宣告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此产品的碳

足迹计算结果为“摇篮到大门”，即该产品引起的部分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

放（不包含成品运输、使用及产品废弃阶段）； 

⚫ 为保证不出现重复计算的情况，本次作业的能资源活动数据从表计系统、获

取，并以采购发票作为佐证；原辅材料根据生产台账进行统计，并用采购记

录进行核对； 

⚫ 本报告碳足迹计算所采用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方法为 IPCC AR6 100a GWP； 

⚫ 具体计算过程可参考本报告所对应的计算清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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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分配 

公司专注生产日用玻璃制品产品，因此本项目数据无需单独分配。 

4.5. 假设 

以下数据为假设数据 

1) 公路运输车型根据运输量和采购距离做载重量合理假设； 

5. 碳足迹计算结果 

5.1. 碳足迹总体情况 

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并计算，安徽凤阳淮河玻璃有限公司 2023 年生产的 1kg 

日用玻璃制品的碳足迹为 0.8722 kgCO2e，具体情况如表 5-1 和图 5-1 所示。 

表 5-1 产品碳足迹总体情况 

活动类别 碳足迹（kgCO2e） 占比 

能资源 0.6714 76.97% 

原辅材料 0.0846 9.70% 

制程排放 0.1021 11.70% 

运输活动 0.0142 1.63% 

合计 0.8722 100.00% 

 

 

图 5-1 各过程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 

76.97%

9.70%

11.70%

1.63%

能资源 原辅材料 制程排放 运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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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各过程可知，生产加工过的能资源消耗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最大，占

76.97%；制程排放占 11.70%；原辅材料上游生产加工占产品碳足迹的 9.70%；

运输活动占 1.63%。 

5.2. 上游原辅材料制造过程 

基准流上游原辅材料生产制造过程碳足迹为 0.0846 kgCO2e，占总量的 9.70%，

其内部各具体原辅材料的碳足迹占比如表 5-2 和图 5-2 所示。 

表 5-2 上游原辅材料制造过程碳足迹内部结构 

活动类别 碳足迹（kgCO2e） 占比 

纯碱 0.0051 6.00% 

石英砂 0.0356 42.05% 

方解石 0.0007 0.80% 

氧化铈 0.0369 43.58% 

小苏打 0.0064 7.57% 

合计 0.0846 100% 

 

 

图 5-2 上游原辅材料制造过程碳足迹内部结构 

在众多原辅材料中，氧化铈的碳足迹占比最大，达到了本部分的 43.58%；

其次是石英石，占 42.05%。 

5.3. 制程排放过程 

基准流制程排放过程碳足迹为 0.1021 kgCO2e，占总量的 11.70%，由纯碱、

方解石、小苏打三种碳酸盐分解产生。 

6.00%

42.05%

0.80%

43.58%

7.57%

纯碱 石英砂 方解石 氧化铈 小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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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能资源活动碳足迹数据 

能源资源上游开采加工的碳足迹为 0.6714 kgCO2e，占碳足迹总量的 76.97%，

具体结构如表 5-3 和图 5-3 所示。 

表 5-3 能资源活动碳足迹内部结构 

活动类别 碳足迹（kgCO2e） 占比 

外购电 0.2103 31.33% 

天然气 0.4600 68.51% 

自来水 0.0011 0.16% 

合计 0.6714 100% 

 

 

图 5-3 能资源活动碳足迹内部结构 

能资源消耗对碳足迹影响最大的是天然气，占比为 68.51%；其次外购电，

占 31.33%。 

5.5. 运输过程 

基准流运输活动的碳足迹为 0.0142 kgCO2e，本部分占碳足迹总量的 1.63%，

均来自原辅材料采购运输。 

6.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碳足迹计算的不确定性采用定性分析法，介绍如下。 

厂内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分析，其数据质量级别分为表 6-1 中的 3 种情况： 

 

31.33%

68.51%

0.16%

外购电 天然气 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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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活动数据质量级别 

质量级别 描述 

好 
量测值：实际量测数值，如电表、水表、领用纪录、采购单据等纪录之实际

使用数值或有依据之分配值。 

较好 
工程师推估值：以某合理方法进行推估之数值（如有纪录之数据经数据有关

人士推估【计算、分配】后之数值，然此推估无明确依据）。 

一般 

理论值/经验值：根据理论推导算出的数值或现场操作经验值，如单位产品下

脚料重量。 

参考文献：由其它文献（如学术文献、法规限制值）取得的资料或他厂盘查

得到的数值。 

 

活动数据质量分析结果如表 6-2 所示： 

表 6-2 活动数据质量分析结果 

活动数据类别 数据质量级别 说明 

能资源 好 能资源活动数据均有记录和凭证。 

原辅材料 好 
依据生产台账核算，属于生产过程投入原辅

材料的实际领用数量。 

制程排放 好 基于原材料消耗量数据。 

运输 一般 
运输车型为假设值、运输距离在百度地图中

查询。 

 

对于排放因子，参考 PAS 2050:2011 Guide Annex F 的方法进行数据质量分

析。排放因子的质量等级和质量分析结果如表 6-3 至 6-8 所示： 

表 6-3 排放系数的评分等级-时间相关性 

时间相关性 分数 

<5 年 5 

5–10 年 3 

10–15 年 2 

>15 年（及未知年份） 1 

 

表 6-4 排放系数的评分等级-地域相关性 

地域相关性 分数 

完全符合所盘查产品生产地点  5 

数据为国家层面的数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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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相关性 分数 

数据为全球平均数据 1 

 

表 6-5 排放系数的评分等级-技术相关性 

技术相关性 分数 

完全符合所盘查产品生产技术 5 

行业平均数据 3 

替代数据 1 

 

表 6-6 排放系数的评分等级-数据准确度 

数据准确度 分数 

变异性低 5 

变异性高 2 

变异性未量化，考虑为较低 3 

变异性未量化，考虑为较高 1 

 

表 6-7 排放系数的评分等级-方法学 

方法学的合适及一致性 分数 

PAS 2050/补充要求所规定的排放因子 5 

政府/国际政府组织/行业发布的排放因子(引用IPCC AR6 GWP值) 4 

公司/其他机构发布的排放因子(引用IPCC AR6 GWP值) 2 

公司/其他机构发布的排放因子(引用其他GWP值) 1 

 

表 6-8 排放因子数据质量结果分析 

排放因子类别 
数据质量平均得分

（5 分为最高分） 
讨论 

能资源 2.93 
⚫ 排放因子来自 LCA 数据库和我国的行业碳排

放指南，无替代因子； 

原辅材料 2.64 ⚫ 排放因子来源为 LCA 数据库，存在替代因子； 

碳酸盐分解 2.60 ⚫ 排放因子来源为 LCA 数据库，数据较旧； 

运输 2.80 ⚫ 排放因子来源为 LCA 数据库，无替代因子； 

总平均得分 2.74 ⚫ 排放因子数据质量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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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减碳建议 
参考国际先进企业经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企业实现气候目标的重要措施，

为此，本报告建议安徽凤阳淮河玻璃有限公司坚持以能源管理体系为抓手，诊断

各部门、各工段、主要机电设备的能源消耗水平和运行情况，对标国家和地方的

节能减碳要求，开展严格的节能减碳管理；此外，还应当综合考虑成本和节能效

益，有计划的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如使用生物质热电联产、垃圾焚烧产出的蒸汽

和电力，通过售电公司购买绿电或购买可再生能源绿证，最终实现全部电力消耗

的绿色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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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排放因子来源 

A. 能资源排放因子 

序号 活动 排放因子名称 排放因子来源 备注 

1 外购电力 market group for electricity, medium voltage | electricity, medium voltage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2 天然气 market for natural gas, low pressure | natural gas, low pressure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3 自来水 market for tap water | tap water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B. 原辅材料排放因子 

序号 活动 排放因子名称 排放因子来源 备注 

1 石英砂 silica sand production | silica sand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2 纯碱 soda production, solvay process | soda ash, light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3 方解石 limestone production, crushed, washed | limestone, crushed, washed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替代因子 

4 氧化铈 rare earth oxides production, from rare earth oxide concentrate, 50% REO | cerium oxide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5 小苏打 soda production, solvay process | sodium bicarbonate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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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通运输活动排放因子 

序号 活动 排放因子名称 排放因子来源 备注 

1 货车运输（16~32t 载重）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16-32 metric ton, EURO6 |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16-32 metric 

ton, EURO6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2 货车运输（大于 32t 载重）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32 metric ton, EURO6 | transport, freight, lorry >32 metric ton, 

EURO6 | Cutoff, S 
Ecoinvent 3.9.1 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