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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企业概况 

徐州云泰精密技术有限公司（原名：徐州云泰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更名

）成立于2005年9月，注册资本1600万元。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集模具设计、产品研发、生

产和销售为一体的，极具专业和规模的汽车精密功能注塑件企业。2023年公司销售收入2.61

亿元，利税5900万元，并成功与德国博世、联合电子、美国森萨塔、中国中车等国内外知名

企业配套，是全球尖端精密汽车电子件和顶级研发制造供应为一体的汽车零件制造商。 

公司已经通过了汽车行业IATF16949:2016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 24001-2016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GB/T 45001-202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 23331-2020能源管理

体系认证。 

公司现配备国际顶尖精密模具加工和测量设备80余台，拥有国际尖端注塑和智能、自

动化设备130余台，并将全力推进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管理软件，持续推进智能制造。 

公司凭借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和技术实力，产品质量和性能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持续

通过国内外客户的产品认证程序，并与整车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配套关系，积

累了大量优质的客户资源，为众多汽车品牌进行配套，优质的客户资源为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公司依托省级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端平台，拥

有一系列高端的研发软件平台和先进的研发硬件设施，已成为国内少数拥有全面的汽车精

密功能注塑件检测、试验和验证设备的生产厂商。 

在国外市场，公司凭借在国内主机配套市场形成的良好品牌效应，与国外多家大型高

端发电机生产制造厂商及经销商建立了成熟稳定的合作关系，如巴西的SEG AUTOMOTIVE 

SPAIN,S.A.U、以色列的HAARGAZ TADITEL AUTOMOTIV LTD.EL CTRONICS等，产品广泛应用

于奔驰、宝马、奥迪等中高端汽车体系，在市场上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形成了广泛的

品牌影响力。 

公司始终秉承“以人才为根本、以技术为核心、以质量为生命、以创新为灵魂”的经

营理念，“尽心尽力、尽善尽美”的核心价值观，以中国汽车市场快速发展为契机，以技

术创新推动产品结构升级，优化产品结构，以关键零部件创新强化产业链整合，提高产品

质量，提升公司竞争优势，积极塑造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品牌形象，力争使公司成为中国汽

车电子行业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规模化供应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9%93%BE%E6%95%B4%E5%90%88/74643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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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企业生产区 

1.2 产品情况介绍 

产品名称：调节器支架 

产品型号：213309211A80-4 

产品描述：调节器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控制励磁线圈中励磁电流的通断来补偿发电机转

速变化带来的影响，从而保持发电机输出电压的稳定。而调节器支架是调节器的组成部分

之一，起到汇流、固定、绝缘的作用。 

 

图1-2 调节器支架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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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碳足迹盘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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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按照ISO14064-1：2018《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规范

及指南》、ISO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的要求，建立调节器

支架从原材料生产到产品出厂的生命周期模型，编写碳足迹核查报告，结果和相关分析用

于以下目的：调节器支架(213309211A80-4）产品碳足迹核查。 

1.4碳足迹盘查准则 

    碳足迹的计算结果为产品生命周期各种温室气体总量排放，用二氧化碳当量（COz-eq

）表示，单位为kgCOz-eq或者gCOz-eq。常见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

CHa）、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和全氟碳化物（PFCs)等。 

2.核查范围 

2.1产品碳足迹范围描述 

    选用2023年度的数据进行产品碳足迹计算，采用大样本计算，有效减少数据带来的计

算结果准确性差的问题。 

2.2碳足迹盘查的系统边界 

2.2.1系统边界 

    由于数据有限，本报告主要考虑1.原材料运输的碳足迹计算；2.产品生产过程的碳足

迹计算；3.产品运输的碳足迹计算。图2-1为本次报告中产品碳足迹评价系统边界。 

 

图2-1 213309211A80-4 调节器支架碳足迹评价系统边界图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从原材料运输、产品制造、产品分销运输。本次核查内容为位于徐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三工业园华夏路21号的徐州云泰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调节器

支架产品碳足迹温室气体排放量，具体核查排放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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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产品制造部分：实际生产过程排放，计算得出； 

温室气体排放-运输部分：由供应商和采购商承担，计算得出。 

（1)原材料的收集：塑料颗粒、嵌件、纸箱、塑料袋等原材料的收集主要是指原材料

从山东、苏州、上海等地采购后并运输到厂内。 

    （2）生产过程：注塑生产-组装-检测-入库-销售。 

（3）包装过程：将成品贴好参数铭牌后按照不同的产品类别和型号进行入库待售。 

2.3数据取舍规则 

    在选定系统边界和指标的基础上，应规定一套数据取舍准则，忽略对评价结果影响不

大的因素，从而简化数据收集和评价过程。本研究取舍准则如下： 

    a）原则上可忽略对碳足迹结果影响不大的能耗、原辅料、使用阶段耗材等消耗。例

如，小于产品重量1%的普通消耗可忽略，但总共忽略的物耗推荐不超过产品重量的5%； 

    b）道路与厂房等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可忽

略； 

    c)低价值废物作为原料，如生活垃圾等，忽略其上游生产数据。 

3.数据收集 

    数据质量评估的目的是判断碳足迹核查结果和结论的可信度，并指出提高数据质量的

关键因素。本研究数据质量可从四个方面进行管控和评估，即代表性、完整性、可靠性、

一致性。 

    1）数据代表性：包括地理代表性、时间代表性、技术代表性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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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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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代表性：应描述生产技术的实际代表性。 

    2）数据完整性：包括产品模型完整性和数据库完整性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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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要的原辅料(对碳足迹

指标影响超过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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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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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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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靠性：包括实景数据可靠性、背景数据可靠性、数据库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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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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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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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可靠性：背景数据库需采用来自本国或本地区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和文献资

料，以反映该国家或地区的能源结构、生产系统特点和平均的生产技术水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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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访谈收集信息 

表3-1 访谈收集信息表 

时间 姓名 部门 职务 内容 

2024.6.7 朱婷 厂务部 经理 

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产工艺、生

产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的排放设施，确定企

业层级的核算边界，了解生产设施、自然原材

料能源消耗情况。 

了解企业层级涉及在工作活动中数据、相关参

数和消耗品数据的检测、记录和统计等数据流

管理过程，获取相关检测记录。 

了解企业采购运输、运输车车型、油耗、生产

叉车油耗及车型情况。 

表3-2 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支持性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2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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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结构 

4 产品工艺流程图 

5 生产厂区平面布置图 

6 生产厂环评报告 

7 生产厂能源计量器具台账 

8 生产厂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9 生产厂电力、柴油用量统计表 

10 生产厂产量报表 

11 运输送货记录 

4.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能源结构 

4.1 生产工艺流程 

 

图4-1 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描述： 

（1)根据客户的订单设计产品及模具，将购进的模具毛坯件根据产品要求进行精加工； 

（2）经检验合格的模具入库待用； 

（3）根据具体的产品要求，通过模具、注塑机进行注塑件的生产加工； 

（4）将购进的电子元件与生产出的部分注塑件进行组装； 

（5）组装完毕的产品，经检验合格后入库。 

4.2 主要能源结构及来源 

主要能源结构及来源 

主要能源结构 来源 

电力 外购 

5.碳足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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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器支架产品碳足迹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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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CF—碳足迹；P—活动水平数据；Q—排放因子：GWP—全球变暖潜能值，排放因子源

于CLCD数据库和相关文献，由于部分物料数据库中暂无排放因子，均来自于相近物料的排

放因子。 

5.1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E电=AD电 ×EF电 

式中： 

E电—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 

AD电—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tCO2/MWh ）。 

5.2 原材料运输阶段 GHG排放 

5.2.1原料运输距离 

项目 内容 

地点 存贮仓库 

距离（公里） 1119.7 

供货次数 / 

运输耗用能源 柴油 

数据来源 企业运输台账 

5.2.2排放因子及来源 

原材料采用货车柴油车辆运输，采用“运输车辆能耗统计辅助方法2-单位行驶里程能

耗计算法”。 

百公里油耗及甲烷、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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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辆 车辆的排放因子 

货车（柴油） 百公里耗柴油14.4升 

数据来源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气体种类 排放因子（mg/km） 
全球变暖潜势（GWP）值 

（tCOze） 

CH4 175 21 

N2O 30 310 

 

5.2.3原材料运输碳排放量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工作组计算了原材料运输过程碳排放量，结果如下： 

燃油类

型 

公里数 
每公里

油耗 
密度 

燃油低

位热值 

单位热

值含碳

量 

碳氧化

率 

CO2与碳

的分子

量比 

温室气

体排放

量 

km L/km t/L GJ/t tC/GJ % - tCOz 

柴油 1119.7 0.144 0.00073 43.33 0.0202 98 44/12 0.1973 

5.3 产品运输阶段 GHG 排放 

5.3.1成品运输距离 

项目 内容 

地点 省内及周边 

距离（公里） 1800 

供货次数 / 

运输耗用能源 柴油 

数据来源 企业运输台账 

5.3.2排放因子及来源 

产品采用货车柴油车辆运输，采用“运输车辆能耗统计辅助方法2-单位行驶里程能耗

计算法”。 

百公里油耗及甲烷、氧化亚氮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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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车辆 车辆的排放因子 

货车（柴油） 百公里耗柴油14.4升 

数据来源 
《陆上交通运输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气体种类 排放因子（mg/km） 
全球变暖潜势（GWP）值 

（tCOze） 

CH4 175 21 

N2O 30 310 

 

5.3.3成品运输碳排放量计算结果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工作组计算了原材料运输过程碳排放量，结果如下： 

燃油类

型 

公里数 
每公里

油耗 
密度 

燃油低

位热值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

化率 

CO2与碳

的分子

量比 

温室气

体排放

量 

km L/km t/L GJ/t tC/GJ % - tCOz 

柴油 1800 0.144 0.00073 43.33 0.0202 98 44/12 0.3173 

 

5.4 产品生产阶段 GHG 排放 

序号 
生产及配套用电量 

（kWh） 

产量 

（万只） 

产品碳排放量 

（tCO2eq） 

1 245044.8 164.74 173.5407 

6.核查结论 

本次报告中，调节器支架（213309211A80-4）产品碳足迹包括：1.产品生产过程的碳

足迹计算；2.原材料、产品运输碳足迹计算。 

项目 计算数值 

原料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t CO2e） 0.1973 

产品生产过程的碳排放（t CO2e） 173.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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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t CO2e） 0.3173 

产量（万只） 164.74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g CO2e） 105.3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