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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导线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中电协[2023]221号关于下达2023年第四批中电协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

《架空导线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已被列入制定计划，计划编号为CEEIA2023111。

该标准的起草工作由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负责，并于 2024 年 12 月完成制定工作。 

2、制修订背景 

2023 年 4 月，国家标准委等十一部门发布《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

根据《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加快构建结构合理、层次

分明、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围绕基础通用标准，以及碳减排、

碳清除、碳市场等发展需求，基本建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到 2025 年，制修订不少于

1000 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主要行业碳核算核查实现标准全覆盖，重点行业和产品能耗

能效标准指标稳步提升。 

能源行业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 80%以上，电力行业又是中国能源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氧化碳排放在能源行业中的占比超过 40%。我国电线电缆产能和用量已位居世界第一，

年产各种架空导线约 150 万吨。 

2019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协议》，首次提出建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按照计划，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过渡期至 2025 年底，在过渡期内企业需要履行报告义务，

提交碳排放数据。2026 年正式起征“碳关税”，逐步取消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免费配额，企

业除了报告碳排放数据还要支付对应的碳排放费用。 

国内，架空导线的主要用户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两个电网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双

碳”政策，2023 年国家电网印发《绿色采购指南》，将绿色低碳理念招标采购环节，积极

发挥供应链“链主”作用，推动实施绿色采购。南方电网供应链（采购）的评价体系也将电

缆碳足迹评价纳入“运行评价”部分相关绿色低碳要素和分值。这将对我们导线生产企业提

出更高的碳排放要求。结合国内外需求，制定本标准势在必行。 

3、起草过程 

（1）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2023 年 7~12 月，对国内外相关标准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工作。计划下达后，进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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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文本草案的准备工作。2024 年 4 月，技术委员会面向架空导线原材料、制造、应用、检

测等相关单位开展关于架空导线碳排放相关情况的技术征询（裸线标委字[2024]8 号）。2024

年 5 月，在技术征询的基础上，确定在国内具有技术代表性的企业，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

5 月 22 日，在上海举行第一次起草工作组会议，讨论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中的主要内容，并

确定后续工作。2024 年 6 月～10 月，完善标准草案，经起草工作组内达成一致后，形成标

准征求意见稿。 

4、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起草单位有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莱茵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国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亨通电力特

种导线有限公司、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通光强能输电线科

技有限公司、云南多宝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玉蝶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远光电缆

实业有限公司、黄山创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州特发华银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航天电工集

团有限公司蔡甸分公司、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创辉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冠明电力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贵阳局、贵州送变电有限公司。（将

根据标准起草全过程中各起草单位贡献确定最终排序） 

工作组主要成员包括：曾伟、党朋、葛永新、徐静、周静、胡建明、杨立军、秦瑞、施

海峰、陈光全、何云平、郑晓彬、刘冠、杨民新、星守疆、屠关明、江建华、汪富强、刘东、

高瞻、王煦、廖永力、易永亮、娄强。（将根据标准起草全过程中各起草人的贡献确定最终

排序） 

在起草人中，曾伟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全面协调标准起草工作；党朋负责双碳标准调研

及行业协调。葛永新、徐静、胡建明、杨立军、秦瑞、施海峰、陈光全、何云平、郑晓彬、

刘冠、杨民新、星守疆、屠关明、江建华作为架空导线制造企业专家提供生产相关数据并提

出技术意见。汪富强、刘东、高瞻作为原材料提高厂家提供原材料相关数据。王煦、周静、

廖永力、易永亮、娄强作为研究及检测机构专家提出技术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结合架空导线全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实际情况，参照 GB/T 32150

—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进行起草；标准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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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2、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架空导线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基本原则、核算流程、系统边界、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质量保证、报告。本文件适用于架空导线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根据当前国内相关双碳标准，并参考国外双碳标准，制定适用于我国架空导线生产企

业的技术要求及指标，通过调研确定标准的实操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1、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在 NB/T 10195-2019《架空导线生产企业能效指数计算导则》、《NB/T 10196-2019《架

空导线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工作的基础上，开展架空导线企业技术征询调研工作，

范围覆盖国内架空导线主要生产企业，参与企业的合计总产量占全国架空导线总产量的 80%

以上。收集了生产过程中铝锭重熔制杆、铝水制杆消耗的能源（电能、天然气、水）、精炼

剂、除渣剂等；拉丝、绞线工艺消耗的电能、拉丝油等活动数据，并进行了核算方法的验证；

了解了再生铝、铜处置情况和用户低碳发展需求，并进行了降碳措施的分析；在国内第三方

机构进行了专家咨询，获取了权威意见。 

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架空导线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标准缺乏，导致企业的碳排放量难以量

化和比较，本标准明确了架空导线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一般工业生产企业碳排

放核算方法包括： 

a.排放因子法：通过计算活动水平（如能源消耗量）与相应的排放因子（单位活动水平

的排放量）的乘积来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简单明确、易于理解和应用。 

b.物料平衡法：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用输入物料中的含碳量减去输出物料中的含碳量进

行平衡计算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物料平衡法在核算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及实施有效

性，但工作量庞大且需要详细的工业生产过程数据。 

c.实测法：通过安装检测仪器、设备（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并采用

相关技术文件中要求的方法测量温室气体源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测法的主要

优点是结果准确，但缺点是成本较高，需要专门的监测设备和技术。此外，实测法要求检测

样品具有代表性，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架空导线生产行业企业碳排放的现状与特点，选择采用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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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法来计算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提高标准贯彻实施的可操作性。 

2）活动数据的收集：架空导线生产企业温室气体碳排放核算方法的数据收集是确保核

算准确性的关键步骤，涉及多种数据源和参数。本标准明确了系统边界，设计了活动数据收

集清单，其中规定生产企业碳排放源类别包括：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工

业生产过程排放及其他排放，再开展现场数据收集。 

3）排放因子的推荐：排放因子选择要来源明确、公正、适用和及时。对于能源与耗能

工质、辅材、材料回收的碳排放因子采用权威的数据库或行业数据。这些碳排放因因子见表

1。 

表 1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名称 单位 数值 时间 来源 

电能（电网） kg-CO2e/（kW·h） 0.5703 2022 国家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环办气候函〔2023〕43 号 

汽油 
kg-CO2e/kg 

3.85 2022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 

柴油 3.82 2022 

天然气 
kg-CO2e/m3 

2.80 2022 

工业用水 12.32 2022 

再生铝 

kg-CO2e/kg 

0.72 2022 

再生钢 0.61 2022 钢铁产品碳足迹核算及报告方法学 

矿物油（拉丝油） 1.47  
IPCC AR6 

油脂（纤膏） 1.47  

 

2、技术经济论证 

1）技术论证：积极采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同时采购碳排放水平

更低的原材料。在提升生产设备能效方面，可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与设备，切实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从而有效降低能源消耗。 

2）经济论证：本标准的实施能够带来一系列经济效益。企业可通过对不同减排技术

的成本展开详细分析，以此评估其经济可行性。实施减排技术可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企业能

源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会为企业提供一种全新的盈利模式，企业能够

通过出售多余的碳排放配额获取经济收益。这将显著提升中国架空导线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3、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 

a）推动产业升级：本标准将促使架空导线生产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淘汰高耗能、高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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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落后产能，发展低碳、绿色的新兴产业。产业升级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将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经济可

持续发展。 

b）降低能源成本：本标准将推动企业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

费中的比重。 

2）社会效益：制定行业认可的架空导线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可以规范架

空导线生产企业的核算与核查，有助于架空导线在生产、贸易过程中的应用，还有助于企业

降碳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提升行业企业竞争力，冲破国外“绿色”贸易壁垒。减少架空导线行

业碳排放，也有利于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 

3）生态效益： 

a）保护生态系统：本标准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b）促进可持续发展：本标准将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

据对比情况 

目前国际、国外尚无关于架空导线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的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

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目前国际、国外尚无关于架空导线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的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双碳目标）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涉及的法律法规要求广泛，

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国内外机构组织已经制定

了一系列标准和行业规范，这些标准和规范涵盖了从基础通用标准到具体的碳减排、碳清除

以及市场化机制标准等多个方面。通过行业调研，参照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进行起草适用于架空导线生产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未发现相关专利问题，也未收到涉及相关专利的反馈。如某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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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

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为了有效地贯彻本标准，建议由标准归口单位组织国内架空导线

制造企业、评价机构及用户等单位开展集中标准宣贯。重点宣贯架空导线生产企业的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流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系统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工作质量保证，以提高行业及相关方面对本标准的认知度和应用能力。建议在本标准颁布实

施后，立即开展标准宣贯。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