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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项目 
名称：高德北京低碳出行

项目 

登记号： 

核证委托方 

名称：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荣街 10 号首开广场 4 层 

适用的方法学及工具： 

⚫ 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简称《方法学(试行版)》） 

⚫ 额外性论证和评价工具（第 07.0.0 版，CDM） 

⚫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第 03.0 版，CDM） 

⚫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碳排放工具（第 03.0 版，CDM） 

⚫ 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第 07.0 版，CDM） 

⚫ 城市客运交通模式转换基准线排放计算工具（CDM-EB） 

提交核证的监测报告： 

日期：2021 年 5 月 12 日 

版本号：第 1 版 

最终版监测报告： 

日期：2021 年 8 月 12 日 

版本号：第 3 版 

核证结论： 

通过对项目监测报告与相关证明材料的评审、大数据审核，核证结论如下： 

1、 本项目的实施、监测符合审核的项目设计文件中的描述以及《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

方法学（试行版）》的要求； 

2、 本核证报告覆盖了核证范围内所要求的全部内容； 

3、 本项目类别为采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方法学开发的项目； 

4、 本项目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审核登记；  

5、 项目监测期为 2020 年 9 月 8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监测期内经核证的碳减排量为

24466.3 吨。 

报告完成人 程颖、周瑜芳、陈佳琪 技术评审人 余柳 

报告发放范围：北京市生态环境局、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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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减排量核证概述 

1.1. 核证目的 

受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 BTI）

对高德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独立的第三方核

证，以确认项目监测报告中描述的项目实施与监测是否符合方法学及

项目设计文件中的要求，监测期内产生的减排量是否设计合理，是否

满足以下文件的要求： 

－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改办气候

[2012]1668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发布，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 《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项目审核与核证技术指南（试行）》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 年 7 月 31日发布以下简称《技术指南》。） 

－ 《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北京市生态环

境局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发布以下简称《方法学(试行版)》） 

1.2. 核证范围 

本次核证的范围是对项目监测报告及相关支持性材料中描述的

项目实施、监测与监测计划、大数据管理与传输及减排量计算等进行

独立、客观的评审。 

本次核证不为项目业主提供咨询服务，但开具的不符合项/澄清

项可能会为项目设计提供帮助信息。 

1.3. 核证准则 

BTI 核证依据的准则有： 

-《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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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性论证和评价工具（第 07.0.0 版，CDM）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第03.0版，

CDM）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碳排放工具（第 03.0 版，

CDM） 

-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第 07.0 版，CDM） 

-城市客运交通模式转换基准线排放计算工具（CDM-EB） 

2.项目减排量核证程序和步骤 

2.1.核证组和技术评审安排 

根据 BTI 内部关于核证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核证组及

技术评审人员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核证组及技术评审组成人员表 

姓名 核证工作分工内容 专业范围 

程颖 核证组组长 
文件评审 

报告编写 
交通 

周瑜芳 核证组组员 大数据评审 应对气候变化 

陈佳琪 核证组组员 
大数据评审 

报告编写 
交通 

余柳 技术评审 对报告进行独立审核 交通 

2.2.文件评审 

核证组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至 2021 年 8 月 12 日期间共收到三

版监测报告。核证组针对监测报告开展了关于项目减排量的合规性和

唯一性、项目实施与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监测计划与方法学的符

合性、监测与监测计划的符合性等方面的核证，共开具 1 条不符合项

（详见附件 3-C 不符合项 1）。经查，第三版监测报告使用的为最新



 

- 8 - 

 

的监测报告模板且用词用语规范，已完成整改。 

此外，核证组识别出在大数据审查评审中应特别注意本项目的出

行数据管理与传输及项目实施、监测计划与方法学和项目设计文件符

合性、减排量计算的合理性等需要重点关注的审核数据的真实性。 

为确保核证过程的透明性，附件 3-D 资料清单中列出了核证报告

编写中参考或引用的文件。 

2.3.大数据审查 

根据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项目的特点，在项目减排量核证过程

中检查大数据平台中减排项目的实施和监测计划的执行算法是否合

理，查阅并审核用户出行数据产生、传递、汇总、报告的信息流，并

根据评审计算减排量时所作假设，进一步判断和确认减排项目实际减

排量的真实性、准确性、唯一性。此步骤共计审核 8,573,384 条接入

数据，具体包括对出行行为真实性的核证，出行里程准确性的核证，

出行数据唯一性的核证，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计算样本量及开展

调查工作。 

在大数据审核的过程中，BTI 核证组共开具了 4 项不符合项。分

别为： 

不符合项 2：35,500 条步行及骑行出行记录，出行规律不符合步

骑行出行特征； 

不符合项 3：2020-10-21 日里程数据、减排量数据异常； 

不符合项 4：监测报告中的提交的出行里程计算结果不准确，应

重新计算； 

不符合项 5：1,021,621 条数据存在方式间重复且与其他平台的重

复，不符合唯一性原则。（详见附件 3-C） 

项目业主依据核证组提出的不符合项进行整改完善，最终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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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监测报告中的已完成了以上全部不符合项的整改工作，各项大

数据审核结果都已通过。 

表 2 大数据审查结果表 

出行方式 

审核方式 

审核结果 
出行真实性核

证 

出行里程准确

性核证 
数据唯一性核证 

公交/轨道 

针对公交轨道出

行记录，通过匹

配公交地铁票务

记录验证出行存

在和出行方式真

实性。共计审核

2128135 条公交

数据, 审核

4,282,422 条轨道

数据。 

针对公交轨道出

行记录，通过公

交轨道运输服务

企业提供的票务

信息和站点里程

信息，核证出行

记录中对应出行

里程准确性。 

将核证出行距离后

的各项目数据进行

用户出行记录重复

性的筛选，确保同

一时间段单个用户

出行记录与获得减

排量的唯一性。 

项目业主提交的第

三版本监测报告中

的监测数据与核证

组核证后的数据完

全一致,符合审核要

求,审核结果为通

过。 

骑行/步行 

针对步骑行导航

出行记录，根据

步行骑行导航出

行记录数据的平

均速度、瞬时最

大速度、出行里

程、出行时间和

轨迹特征判断出

行记录存在和出

行方式的真实

性。共计审核

1279916 条骑行

数据，审核

882911 条步行数

据。 

针对步骑行出行

记录，通过利用轨

迹坐标信息重新

计算出行里程，核

证里程准确性 , 

且对核证结果按

照保守性原则，基

于方法学要求进

行日度上限限制

的审核，从而核证

出行记录对应出

行里程的准确性。 

2.4.核证报告的编写 

基于文件评审和大数据审查的结果,核证组开具了 5 项不符合项,

并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提供给核证委托方。核证委托方对监测报告和

减排量计算表进行了修改,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文件后，核证组完成

了核证报告的编写并提交技术评审。 

2.5.核证报告的质量控制 

本核证报告在提交给项目业主并申请签发前已通过 BTI 内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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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评审。技术评审由一名独立于核证组的技术评审人员执行，具体详

见表 1。核证工作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和

《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项目审核与核证技术指南（试行）》的规定

开展。核证内容包括项目减排量的合规性和唯一性、项目实施与项目

设计文件的符合性、监测计划与方法学的符合性、监测与监测计划的

符合性、监测设备校准频次的符合性和减排量计算结果的合理性等。 

3.核证发现  

3.1.项目的实施与项目设计文件的符合性 

BTI 核证组通过对监测报告等文件的评审及大数据审查确认了

如下信息： 

本项目由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开发，项目实施地点位于北京市。本

项目主要通过采用低碳出行方式，避免用户使用小汽车出行过程的

CO2 排放，从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本项目涉及的低碳出行方式有：

步行、骑行、公交、地铁。其中步行、骑行通过采集用户导航过程中

的轨迹点获取用户真实出行行为；公交、地铁出行通过比对用户的乘

车支付账单获取用户的真实出行行为。本项目于 2021 年 1 月 4 日正

式备案，2020 年 9 月 8 日正式开展监测活动。通过对数据采集获取

过程的核查以及数据质量的核证，确定本项目的实施的过程符合项目

文件的要求。 

3.2.监测计划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BTI 核证组通过对监测报告等文件的评审确认了如下信息： 

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包括参与低碳出行替代高碳出行活动的用户

数量（n），第 y 年注册用户可记录的低碳出行次数（i）、低碳出行方

式（k）、第 y 年 i 次出行时段对应的基础年特定时间段（Ti）、第 y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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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次出行的开始时间（T1）、第 y 年 i 次出行的结束时间（T2）、第 y

年 i 次出行的起始位置（Ls,i,y）、第 y 年 i 次出行出行过程中的轨迹坐

标（Lc,i,y）、第 y 年 i 次出行的结束位置（Le,i,y）和第 y 年 i 次出行采

用 k 种交通方式的出行距离（𝑃𝐷𝑖,𝑘,𝑦）。 

根据对项目设计文件的审核结果，确认本项目监测系统如下： 

（1）出行次数（i）、出行位置（Lc,i Le,i）、时间（Ti）等基础信息 

通过审核项目设计文件，确认核证委托方主要是用户的动态位置

信息，用户在开启了对应交通方式的导航功能后，高德地图 APP 即

会开始动态获取处理用户的位置信息。通过定位部门、数据实时处理

上传技术部门、服务计算、数据存储等多部门协调合作，进行数据监

测，能够直接、准确、实时监测基础出行信息。 

（2）出行里程（PDi,k,y）信息 

骑行、步行里程监测方法：用户使用高德 APP 规划出行线路后，

选择一条路线开启导航，此时高德开始对用户实走路径和规划路线进

行实时匹配，并仅采信其规划路径上的“有效距离”，在导航结束时

进行碳减排结算。其中，“有效距离”的匹配逻辑： 

➢ 基础匹配逻辑： 

开启导航后开始匹配，客户端根据 TBT（客户端导航定位组件）

下发的匹配点信息进行匹配，用每个有效点的导航剩余距离

（routeRemainDist 字段，1 秒 1 次）相减来计算相邻两点的已走距离。 

例如：TBT 下发的匹配点对应的 routeRemainDist 字段取值分别

为 d1、d2、d3...dn，则实时计算的有效距离 St=（d1-d2）+（d2-d3）

+（d3-d4）+... 

➢ 速度校验： 

速度大于当前出行方式阈值的点关联的前后两端均算作无效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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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 关于倒退： 

① 仅采用正向点，抛掉倒退的点，以此达到仅计算正向实走距

离的目的，且倒退后重复走的正向距离也不计算。 

② 例如下图所示：用户时序轨迹为点 1-2-3-4-5-6，每个点的

routeRemain 是 d1-d6，判断过程如下： 

d1-d2>0 故 1、2 为有效点，St=（d1-d2） 

d2-d3>0 故 d3 为有效点；St=（d1-d2）+（d2-d3） 

d3-d4<0 故抛掉 d4；St 不变 

d3-d5<0 故抛掉 d5；St 不变 

d3-d6>0 故 d6 为有效点；St=（d1-d2）+（d2-d3）+（d3-d6） 

 

公交地铁里程监测方法： 

➢ 基础匹配逻辑： 

整体大原则类比如上述骑行步行匹配方案，但因公交地铁出行方

案涉及到步行和公共交通的接驳与换乘，故拆分为逐段计算。 

➢ TBT 匹配： 

信号良好时，TBT 每 1 秒给客户端一个用户定位点，其中包含该

点与线路的匹配状态（0 未匹配,1 已匹配）、该点匹配后，当前行程段

剩 余 距 离 groupRemainDistance, 当 前 站 点 段 剩 余 距 离

linkRemainDistance。 

➢ 实时记录累计匹配距离： 

以下匹配策略前提：结合出行方式场景特点，保证匹配距离等于

用户实走轨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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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点匹配策略 

设 TBT 返回的点按时序排列分别为 d1,d2,d3,...,dn。 

累计后的行程段实走距离为 S（dm），S 的初始值为 0。其中 dm

为当前段最终参与距离累计的定位点。 

满足以下条件，则进行累计距离计算，实时计算累计实匹距离： 

①连续返回的两个点 dn，dn+1 的线路匹配状态均为 1（匹配上） 

②dn（group 剩余距离）- dn+1(group 剩余距离) > 0   

③dm（group 剩余距离）>dn（group 剩余距离）  

⚫ 步行段策略 

基于点维度匹配，沿用基础点匹配策略进行实走距离计算。 

步行段实际匹配距离为 S1 ，该行程段实走距离 S=S1 

⚫ 公交段匹配策略 

场景特点：一定概率存在飘点，两站之间一般不能下车 

基于站点颗粒度匹配 

匹配策略：先用基础点匹配策略进行实走距离匹配。按站点维度

进行匹配，两站点间规划距离为 S1，实走匹配距离为 S2。若

S2/S1>50%，则：该站点间实走距离 S=S1 ；若 S2/S1≤50%，则：该

站点间实走距离 S=S2 

⚫ 地铁段匹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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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特点：信号极差，可能长时间没有信号返回 

思路：点之间拉直线 

匹配策略：地铁段匹配上的第一个点 d1 和地铁段匹配上的最后

一个点 dn 之间的距离均算在实走距离内。S=d1(剩余距离)-dn（剩余

距离） 

通过对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监测报告等文件的评审，BTI 核证

组确认监测报告中描述的监测计划符合《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

学（试行版）》中对监测数据、监测内容、监测频率以及监测精度的

全部要求。 

3.3.监测与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核证过程中 BTI 核证组发现项目业主已按照备案的项目设计文

件中描述的监测计划实施监测工作，并监测了项目设计文件中要求监

测的参数，具体核查发现如下所示： 

3.3.1.监测设备和校准 

根据项目设计文件的监测计划，本项目监测设备无需校准。 

3.3.2.质量保证与管理体系 

根据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项目业主的监测管理过程中，监测方

式主要是用户的动态位置信息，用户在开启了对应交通方式的导航功

能后，高德地图 APP 即会开始动态获取处理用户的位置信息。具体

获取方式和对应精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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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定位系统参数表 

定位类型 精度范围 特点 

基站定位 200 米-数千米 定位到大致位置，快速省电，需要有 SIM卡 

WiFi/混合网络

定位 
20-200米 比较准确，速度较快，需要开启 WiFi 

蓝牙/地磁定位 数十厘米-数米 环境铺设成本较大，数据维护成本较大 

GNSS 5米-50千米 
定位准确，首次定位较慢，耗电量大，可能

受到环境影响产生误差，遮挡不可用 

差分 GNSS 亚米/厘米级 
目前最高绝对精度的定位方式，通过网络或

卫星播发改正数，提升卫星定位精度 

惯导（GR） 相对位置 

基本不受外界环境影响，效果与硬件精度和

算法有关，不同硬件精度差异大，算法复

杂，受累积误差影响。 

 

通过以上各种方式获取到用户定位信息后，基于大数据积累，会

根据实际场景对每一个用户的当前设备、环境、位置等因素，做算法

拟合及纠偏，并将最终的定位结果上报给应用层进行路径匹配和导航

规划，并获取速度、方向等基础信息，用于判断用户是否真实处于低

碳出行的状态。 

根据对项目设计文件的审核，确认项目业主已监测了监测计划中

的所有参数，并按照项目设计文件的监测计划实施了质量保证和控制

程序，符合监测计划中的对应要求。 

3.4.减排量计算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唯一性 

3.4.1.减排量计算结果的真实性 

将高德 APP 客户端参与绿色出行活动的用户出行信息,接入到核

证组研发的数据平台,针对不同低碳出行方式的出行特征,制定多种科

学合理的判断依据算法，利用大数据审查工具，多种条件筛查用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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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息的真实性,并将不符合常规出行逻辑的用户信息剔除。 

针对步骑行导航出行记录，项目委托方提供用户步行骑行GPS导

航监测数据，针对用户出行记录中 GPS 轨迹信息，核证方对用户出

行的平均速度、瞬时最大速度、出行里程、出行时间、是否在社会道

路上出行、以及轨迹特征（例如轨迹点间转向及宽度是否符合步行骑

行出行特征）进行审核，以上判断依据特征基于北京市基准年步行骑

行出行大数据确定得出阈值范围，从而判断出行行为和出行方式是否

真实有效；不满足以上审核要求的用户出行记录不计入碳减排量核证。 

针对公交轨道出行记录，项目委托方提供用公交地铁出行记录数

据，核证方通过利用用户出行记录匹配当天全市公交地铁票务记录，

被匹配到的出行记录被认为出行行为及出行方式真实有效，未匹配到

的出行记录不计入碳减排量核证。 

按照以上核证方法，对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监测报告中各出行

记录的真实性进行核证，核证结果如表 4 所示。此外，在上一版核证

报告中核证组共开具的两条不符合项： 

(1) 不符合项 2，经核查有 35,500 条数据未通过真实性审核,应予

以剔除； 

(2) 不符合项 3，经核查 2020-10-16 至 2020-10-22 监测周期内的

数据量存在明显异常，通过与大量原始数据查验,发现是由于 2020-10-

21 日存在大量历史数据补齐情况,遂开具不符合项要求项目业主核实

后再次提交。 

经核查，在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报告中，已将未通过真实性审

核的 35,500 条数据剔除；且剔除了 2020-10-21 当天补齐的全部

645,293 条数据，该处理方式符合保守性原则，故核证组予以认可。 

综上，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数据真实性核证通过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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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接入数据条数对比表 

 各出行方式出行人次 

时间 
地铁-核

证 

地铁-监

测 

公交-核

证 

公交-监

测 

骑行-核

证 

骑行-监

测 

步行-核

证 

步行-监

测 

2020-09-08 至
2020-09-10 

15,861 15,861 11,510 11,510 15,170 15,170 8,004 8,004 

2020-09-11 至
2020-09-17 

52,860 52,860 33,942 33,942 37,180 37,180 24,486 24,486 

2020-09-18 至
2020-09-24 

92,221 92,221 45,464 45,464 41,472 41,472 27,944 27,944 

2020-09-25 至
2020-10-01 

89,236 89,236 49,948 49,948 42,695 42,695 27,195 27,195 

2020-10-02 至
2020-10-08 

33,986 33,986 24,103 24,103 27,682 27,682 21,328 21,328 

2020-10-09 至
2020-10-15 

124,458 124,458 66,579 66,579 46,672 46,672 32,377 32,377 

2020-10-16 至

2020-10-22 
124,618 124,618 75,409 75,409 49,182 49,182 34,043 34,043 

2020-10-23 至
2020-10-29 

126,941 126,941 60,015 60,015 48,133 48,133 33,977 33,977 

2020-10-30 至
2020-11-05 

131,189 131,189 55,188 55,188 46,277 46,277 34,016 34,016 

2020-11-06 至
2020-11-12 

133,288 133,288 57,229 57,229 48,196 48,196 34,200 34,200 

2020-11-13 至
2020-11-19 

135,643 135,643 58,357 58,357 43,877 43,877 33,576 33,576 

2020-11-20 至
2020-11-26 

138,755 138,755 58,355 58,355 40,516 40,516 32,831 32,831 

2020-11-27 至
2020-12-03 

142,668 142,668 59,696 59,696 41,789 41,789 31,932 31,932 

2020-12-04 至
2020-12-10 

141,308 141,308 55,210 55,210 38,472 38,472 29,708 29,708 

2020-12-11 至
2020-12-17 

146,637 146,637 59,711 59,711 35,809 35,809 28,967 28,967 

2020-12-18 至
2020-12-24 

144,901 144,901 57,233 57,233 36,786 36,786 28,136 28,136 

2020-12-25 至
2020-12-31 

131,868 131,868 57,510 57,510 32,045 32,045 24,003 24,003 

2021-01-01 至
2021-01-07 

115,782 115,782 48,654 48,654 25,596 25,596 18,732 18,732 

2021-01-08 至
2021-01-14 

129,390 129,390 54,077 54,077 27,585 27,585 20,466 20,466 

2021-01-15 至
2021-01-21 

108,377 108,377 44,428 44,428 28,070 28,070 19,241 19,241 

2021-01-22 至
2021-01-28 

115,147 115,147 52,657 52,657 26,464 26,464 17,442 17,442 

2021-01-29 至
2021-02-04 

106,395 106,395 51,748 51,748 26,902 26,902 18,004 18,004 

2021-02-05 至
2021-02-11 

73,917 73,917 38,936 38,936 24,782 24,782 16,256 16,256 

2021-02-12 至
2021-02-18 

37,414 37,414 22,908 22,908 16,682 16,682 14,705 14,705 

2021-02-19 至
2021-02-25 

135,739 135,739 51,818 51,818 27,472 27,472 20,818 20,818 

2021-02-26 至
2021-03-04 

122,128 122,128 54,633 54,633 29,096 29,096 22,692 22,692 

2021-03-05 至
2021-03-11 

124,342 124,342 54,213 54,213 34,611 34,611 24,493 24,493 

2021-03-12 至
2021-03-18 

125,410 125,410 54,689 54,689 35,174 35,174 25,106 2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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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出行方式出行人次 

时间 
地铁-核

证 

地铁-监

测 

公交-核

证 

公交-监

测 

骑行-核

证 

骑行-监

测 

步行-核

证 

步行-监

测 

2021-03-19 至
2021-03-25 

114,802 114,802 66,575 66,575 40,964 40,964 26,631 26,631 

2021-03-26 至
2021-04-01 

129,386 129,386 77,755 77,755 42,755 42,755 26,607 26,607 

2021-04-02 至
2021-04-08 

125,967 125,967 77,106 77,106 43,326 43,326 27,557 27,557 

2021-04-09 至
2021-04-15 

131,868 131,868 81,378 81,378 47,445 47,445 28,264 28,264 

2021-04-16 至
2021-04-22 

132,559 132,559 79,945 79,945 48,482 48,482 28,299 28,299 

2021-04-23 至
2021-04-29 

130,226 130,226 69,341 69,341 49,613 49,613 27,628 27,628 

2021-04-30 至
2021-04-30 

14,690 14,690 18,967 18,967 6,460 6,460 4,231 4,231 

总计 
3,879,9

77 

3,879,9

77 

1,885,2

87 

1,885,2

87 

1,253,4

32 

1,253,4

32 
873,895 873,895 

 

3.4.2.减排量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减排量计算结果准确性的核证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计算方法

的准确性核查；事前确定参数使用准确性核查；监测完整性核查；监

测数据准确性核查；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核查。 

首先是计算方法的准确性核证。经查第三版监测报告及项目业主

算法逻辑，其使用的减排量计算方法完全符合《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

排方法学（试行版）》中的计算要求，通过了计算方法准确性的核证。 

其次是计算使用参数准确性核证。经查，项目业主所使用的事前

确定的参数中，轨道出行排放因子、步行出行排放因子、骑行出行排

放因子与北京市项目主管部门或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一致；而公交排

放因子项目业主是按照方法学给出的计算算法计算而得，且高于公开

发布的 0.054 kgCO2/PKM，使用该因子计算项目情景排放量是保守的，

故核证组予以认可。 

再次，对于路网转换系数，是由项目业主自行计算获取。经查，

项目业主选取最近可获得年步行、骑行、公交、地铁各随机 30 万条

出行记录数据，针对每条出行记录利用城市道路路网小汽车最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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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相应起终点，计算出小汽车最短路径里程，然后将小汽车最短路

径历程与各方式里程求比值，所得的平均比值作为相应出行方式被小

汽车替代后里程转化系数的计算方法符合方法学的计算要求，且计算

结果与核证组随机抽取的同期数据计算结果一致,故核证组予以认可。 

除此之外，核证组重点审核了通过监测获得参数的完整性及准确

性。据查，项目业主提交的监测数据完整，符合完整性要求。本项目

需监测的参数为出行时间、行驶速度、出行距离、出行轨迹等，出行

时间、出行轨迹等参数都是辅助计算出行里程的，准确性核证重点针

对对象为出行里程。按照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项目审核与核证技术

指南（试行）》要求，针对里程的准确性的核证采用抽样的方法，参

考CDM-EB的指南与标准（《指南-CDM 项目活动和POA抽样调查》，

第 04.0 版；《标准-CDM 项目活动和 POA 抽样调查》，第 07.0 版；），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计算样本量及开展核查工作。按照抽样公式中

的数据抽取的相关比例以及数据接入最初的预估值，抽查量应为 200

条~300 条/日。综合考虑设备的大数据计算能力,以及项目后期用户情

况，为了覆盖性更全面，故选取 10,000 条/日的样本量进行抽样核证。 

针对抽样数据准确性的具体核查方法如下： 

针对公交轨道出行记录，项目委托方提供全样公交地铁用户出行

记录数据，核证方通过利用公交地铁运输服务企业提供的票务信息和

公交地铁站点间里程信息，对项目委托方提供的公交地铁用户出行记

录中的出行里程进行核证，并最终以核证方核证的出行里程为准。 

针对步骑行出行记录，项目委托方提供用户步行骑行 GPS 导航监测

数据，核证方通过对 GPS 轨迹坐标进行基于坐标经纬度和地球弧度

的欧式距离测算出行记录的出行里程，对项目委托方提供数据中的出

行里程进行核证，按照表 5 要求进行判别。如果通过则采信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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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如果不通过则进行全样数据按方法学方法重新计算核证，并最

终以核证方测算的出行里程为准。是否通过的判定依据如下表所示： 

表 5  出行距离数据判别表 

出行方式 核证方法 判定结果 

步行 

所有出行距离绝对偏差从小到大排列，出行距

离绝对偏差 90 分位数<=20% 
通过 

 所有出行距离绝对偏差从小到大排列，出行

距离绝对偏差 90 分位数>20%  
不通过 

骑行 

 所有出行距离绝对偏差从小到大排列，出行

距离绝对偏差 90 分位数<=15% 
通过 

 所有出行距离绝对偏差从小到大排列，出行

距离绝对偏差 90 分位数>15%  
不通过 

 

此外，按照方法学的要求应对步行和骑行测得的出行距离 PDi,k,y

进行阈值限制，即需核证出行距离的阈值控制方法和结果是否符合方

法学要求。 

按照以上核证方法，对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报告中里程监测结

果进行核证，核证结果如表 6 所示。此外，基于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二

版本监测报告开具不符合项 4：监测报告中的提交的出行里程计算结

果不准确，应重新计算。经核查，在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报告中，

全部里程计算过通过准确性核证。 

表 6  实际出行里程核证表 

 各出行方式出行里程（pkm） 

时间 
地铁-核

证确认 

地铁-监

测 

公交-核

证确认 

公交-监

测 

骑行-核

证确认 

骑行-监

测 

步行-核

证 

步行-监

测 

2020-09-08 至
2020-09-10 

290,529.3
6 

290,529.3
6 

98,820.77 98,820.77 46,809.49 46,809.49 6,920.10 6,920.10 

2020-09-11 至
2020-09-17 

973,083.0

3 

973,083.0

3 

295,436.3

5 

295,436.3

5 

117,924.4

8 

117,924.4

8 
21,005.09 21,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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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出行方式出行里程（pkm） 

时间 
地铁-核

证确认 

地铁-监

测 

公交-核

证确认 

公交-监

测 

骑行-核

证确认 

骑行-监

测 

步行-核

证 

步行-监

测 

2020-09-18 至
2020-09-24 

1,702,251

.55 

1,702,251

.55 

397,262.0

9 

397,262.0

9 

130,760.8

2 

130,760.8

2 
23,438.58 23,438.58 

2020-09-25 至
2020-10-01 

1,646,107

.96 

1,646,107

.96 

430,113.2

9 

430,113.2

9 

132,281.8

7 

132,281.8

7 
22,078.85 22,078.85 

2020-10-02 至
2020-10-08 

624,147.0

0 

624,147.0

0 

224,582.8

6 

224,582.8

6 
73,430.78 73,430.78 16,218.73 16,218.73 

2020-10-09 至
2020-10-15 

2,309,943

.31 

2,309,943

.31 

586,248.6

0 

586,248.6

0 

142,409.0

3 

142,409.0

3 
26,394.09 26,394.09 

2020-10-16 至
2020-10-22 

2,289,860

.39 

2,289,860

.39 

666,973.6

8 

666,973.6

8 

145,841.1

6 

145,841.1

6 
26,513.15 26,513.15 

2020-10-23 至
2020-10-29 

2,334,202

.00 

2,334,202

.00 

519,566.8

0 

519,566.8

0 

145,327.8

7 

145,327.8

7 
25,875.04 25,875.04 

2020-10-30 至
2020-11-05 

2,407,921

.04 

2,407,921

.04 

466,428.5

0 

466,428.5

0 

135,189.7

4 

135,189.7

4 
26,159.91 26,159.91 

2020-11-06 至
2020-11-12 

2,452,654

.21 

2,452,654

.21 

486,983.4

8 

486,983.4

8 

139,339.0

1 

139,339.0

1 
26,012.59 26,012.59 

2020-11-13 至
2020-11-19 

2,482,349

.01 

2,482,349

.01 

484,996.8

1 

484,996.8

1 

122,944.5

0 

122,944.5

0 
24,634.58 24,634.58 

2020-11-20 至
2020-11-26 

2,528,798

.83 

2,528,798

.83 

480,022.1

2 

480,022.1

2 

113,516.9

3 

113,516.9

3 
24,020.10 24,020.10 

2020-11-27 至
2020-12-03 

2,588,860

.30 

2,588,860

.30 

492,878.4

0 

492,878.4

0 

116,105.3

6 

116,105.3

6 
23,163.71 23,163.71 

2020-12-04 至
2020-12-10 

2,566,269

.19 

2,566,269

.19 

441,822.0

6 

441,822.0

6 

105,911.8

8 

105,911.8

8 
21,066.23 21,066.23 

2020-12-11 至
2020-12-17 

2,656,857

.96 

2,656,857

.96 

478,189.1

5 

478,189.1

5 
98,368.96 98,368.96 20,242.46 20,242.46 

2020-12-18 至
2020-12-24 

2,627,518

.86 

2,627,518

.86 

458,122.2

0 

458,122.2

0 
99,203.87 99,203.87 19,476.97 19,476.97 

2020-12-25 至
2020-12-31 

2,367,925

.90 

2,367,925

.90 

450,523.0

1 

450,523.0

1 
84,766.27 84,766.27 16,815.52 16,815.52 

2021-01-01 至
2021-01-07 

2,074,968

.05 

2,074,968

.05 

372,175.0

6 

372,175.0

6 
62,736.09 62,736.09 13,098.81 13,098.81 

2021-01-08 至
2021-01-14 

2,315,737

.24 

2,315,737

.24 

395,983.7

1 

395,983.7

1 
68,869.91 68,869.91 14,292.69 14,292.69 

2021-01-15 至
2021-01-21 

1,934,811

.57 

1,934,811

.57 

326,145.4

9 

326,145.4

9 
70,950.68 70,950.68 13,493.00 13,493.00 

2021-01-22 至
2021-01-28 

2,074,814
.87 

2,074,814
.87 

402,789.7
6 

402,789.7
6 

68,812.92 68,812.92 12,005.15 12,005.15 

2021-01-29 至
2021-02-04 

1,901,713

.44 

1,901,713

.44 

394,389.5

7 

394,389.5

7 
69,834.96 69,834.96 12,487.88 12,487.88 

2021-02-05 至
2021-02-11 

1,314,064

.71 

1,314,064

.71 

299,059.4

9 

299,059.4

9 
66,751.44 66,751.44 10,990.99 10,990.99 

2021-02-12 至
2021-02-18 

659,318.1
5 

659,318.1
5 

181,168.3
0 

181,168.3
0 

41,310.30 41,310.30 9,842.05 9,842.05 

2021-02-19 至
2021-02-25 

2,476,498

.55 

2,476,498

.55 

416,218.1

1 

416,218.1

1 
73,860.17 73,860.17 14,131.57 14,131.57 

2021-02-26 至
2021-03-04 

2,233,008

.41 

2,233,008

.41 

426,193.2

1 

426,193.2

1 
79,423.90 79,423.90 14,622.24 14,622.24 

2021-03-05 至
2021-03-11 

2,268,552
.43 

2,268,552
.43 

431,951.1
5 

431,951.1
5 

95,331.56 95,331.56 15,698.93 15,698.93 

2021-03-12 至
2021-03-18 

2,303,219

.26 

2,303,219

.26 

437,931.7

2 

437,931.7

2 
93,461.81 93,461.81 15,636.12 15,636.12 

2021-03-19 至
2021-03-25 

2,111,970

.30 

2,111,970

.30 

553,672.1

9 

553,672.1

9 

108,198.0

5 

108,198.0

5 
16,582.16 16,582.16 

2021-03-26 至
2021-04-01 

2,386,259
.72 

2,386,259
.72 

665,062.3
0 

665,062.3
0 

115,622.6
1 

115,622.6
1 

16,523.38 16,523.38 

2021-04-02 至
2021-04-08 

2,319,634

.10 

2,319,634

.10 

682,004.5

9 

682,004.5

9 

117,841.6

4 

117,841.6

4 
16,849.95 16,8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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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出行方式出行里程（pkm） 

时间 
地铁-核

证确认 

地铁-监

测 

公交-核

证确认 

公交-监

测 

骑行-核

证确认 

骑行-监

测 

步行-核

证 

步行-监

测 

2021-04-09 至
2021-04-15 

2,443,762

.74 

2,443,762

.74 

689,868.6

4 

689,868.6

4 

128,086.4

3 

128,086.4

3 
17,287.26 17,287.26 

2021-04-16 至
2021-04-22 

2,438,895

.76 

2,438,895

.76 

676,395.1

5 

676,395.1

5 

130,198.4

7 

130,198.4

7 
17,085.40 17,085.40 

2021-04-23 至
2021-04-29 

2,404,297

.23 

2,404,297

.23 

597,942.0

6 

597,942.0

6 

136,415.3

8 

136,415.3

8 
17,013.92 17,013.92 

2021-04-30 至
2021-04-30 

265,524.2

3 

265,524.2

3 

155,717.8

8 

155,717.8

8 
17,480.47 17,480.47 2,511.45 2,511.45 

总计 
70,776,33

0.66 

70,776,33

0.66 

15,563,63

8.55 

15,563,63

8.55 

3,495,318

.81 

3,495,318

.81 

620,188.6

5 

620,188.6

5 

 

最后，核证组按照方法学的计算方法，审核了减排量计算结果的

准确性。具体的核证流程及核查结果如下： 

3.4.2.1.计算基准线排放量 

根据方法学计算方法，本项目的基准线排放量是由低碳出行替代

高碳出行的里程与高碳出行排放因子相乘得到的，即 

𝐵𝐸𝑦 = ∑ (𝐸𝐹𝑃𝐾𝑀,𝑖,𝐵𝐿𝑖 × 𝐵𝐷𝑖,𝐵𝐿)（1） 

其中： 

BEy：第 y 年基准线碳排放量（tCO2）； 

𝐸𝐹𝑃𝐾𝑀,𝑖,𝐵𝐿：第 i 次出行基准线人公里速度排放因子（tCO2/PKM）； 

𝐵𝐷𝑖,𝐵𝐿：第 i 次出行基准线情景被替代的高碳出行里程（PKM）。 

⚫ 基准线情景的被替代的高碳出行里程 

基准线情景的出行距离由用户的实际出行距离乘以小汽车路网

与实际出行方式路网转换系数获得，BDi,BL的计算方法采用公式（2）

计算获得： 

BDi,BL = m k×PDi,k,y（2） 

BDi,BL：第 i 次出行基准线情景被替代的高碳出行里程（PKM）； 

k：采取的低碳出行方式，包括公交、轨道、自行车、步行； 

mk：在基础年北京路网条件下，相同起讫点下小汽车最短出行距

离与低碳出行方式 k 出行距离比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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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i,k,y：注册用户 y 年第 i 次替代高碳出行的低碳出行 k 的出行

距离，与项目活动的出行距离 PDi,k,y 相等（PKM）；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核证组核证发现监测报告中计算方法与计算

结果准确，符合核证要求具体数据统计结果见表 7。 

表 7  基准线排放对比表 

时间 基准线排放-核证确认(tCO2) 基准线排放-监测(tCO2) 

2020-09-08 至 2020-09-10 141.24  141.24  

2020-09-11 至 2020-09-17 443.64  443.64  

2020-09-18 至 2020-09-24 718.85  718.85  

2020-09-25 至 2020-10-01 714.48  714.48  

2020-10-02 至 2020-10-08 244.87  244.87  

2020-10-09 至 2020-10-15 950.43  950.43  

2020-10-16 至 2020-10-22 973.60 973.60 

2020-10-23 至 2020-10-29 975.03  975.03  

2020-10-30 至 2020-11-05 952.00  952.00  

2020-11-06 至 2020-11-12 962.31  962.31  

2020-11-13 至 2020-11-19 985.35  985.35  

2020-11-20 至 2020-11-26 974.84  974.84  

2020-11-27 至 2020-12-03 1,017.94  1,017.94  

2020-12-04 至 2020-12-10 1,019.76  1,019.76  

2020-12-11 至 2020-12-17 1,024.47  1,024.47  

2020-12-18 至 2020-12-24 1,015.20  1,015.20  

2020-12-25 至 2020-12-31 949.19  949.19  

2021-01-01 至 2021-01-07 722.71  722.71  

2021-01-08 至 2021-01-14 824.34  824.34  

2021-01-15 至 2021-01-21 690.18  690.18  

2021-01-22 至 2021-01-28 626.14  626.14  

2021-01-29 至 2021-02-04 582.59  582.59  

2021-02-05 至 2021-02-11 507.28  507.28  

2021-02-12 至 2021-02-18 265.21  2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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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基准线排放-核证确认(tCO2) 基准线排放-监测(tCO2) 

2021-02-19 至 2021-02-25 847.81  847.81  

2021-02-26 至 2021-03-04 806.77  806.77  

2021-03-05 至 2021-03-11 847.40  847.40  

2021-03-12 至 2021-03-18 870.30  870.30  

2021-03-19 至 2021-03-25 862.30  862.30  

2021-03-26 至 2021-04-01 959.57  959.57  

2021-04-02 至 2021-04-08 956.27  956.27  

2021-04-09 至 2021-04-15 1,042.16  1,042.16  

2021-04-16 至 2021-04-22 1,006.50  1,006.50  

2021-04-23 至 2021-04-29 1,016.09  1,016.09  

2021-04-30 至 2021-04-30 154.49  154.49  

合计 27,651.3  27,651.3  

 

3.4.2.2.计算项目排放量 

根据方法学计算方法，本项目的项目排放量是由项目活动出行里

程与基础年低碳出行方式 k 的排放因子相乘得到的，即 

𝑃𝐸𝑦 = ∑ ∑ (𝐸𝐹𝑃𝐾𝑀,𝑘 ×𝑘 𝑃𝐷𝑖,𝑘,𝑦)𝑖 (3) 

其中 

PEy：第 y 年项目碳排放量（tCO2）； 

𝐸𝐹𝑃𝐾𝑀,k：基础年低碳出行 k 方式人公里排放因子（tCO2/PKM）； 

𝑃𝐷𝑖,𝑘,𝑦：第 y 年第 i 次 k 方式替代高碳出行的里程（PKM）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对项目业主提交的监测数据进行核证，结果准确。

具体数据统计结果见表 8。 

表 8  项目排放对比表 

时间 
项目排放-核证确认

(tCO2) 
项目排放-监测(tCO2) 

2020-09-08 至 2020-09-10 13.99  13.99  

2020-09-11 至 2020-09-17 44.66  4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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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项目排放-核证确认

(tCO2) 
项目排放-监测(tCO2) 

2020-09-18 至 2020-09-24 71.12  71.12  

2020-09-25 至 2020-10-01 71.30  71.30  

2020-10-02 至 2020-10-08 30.53  30.53  

2020-10-09 至 2020-10-15 98.80  98.80  

2020-10-16 至 2020-10-22 101.49 101.49 

2020-10-23 至 2020-10-29 95.91  95.91  

2020-10-30 至 2020-11-05 95.07  95.07  

2020-11-06 至 2020-11-12 97.49  97.49  

2020-11-13 至 2020-11-19 98.12  98.12  

2020-11-20 至 2020-11-26 99.11  99.11  

2020-11-27 至 2020-12-03 101.54  101.54  

2020-12-04 至 2020-12-10 98.06  98.06  

2020-12-11 至 2020-12-17 102.56  102.56  

2020-12-18 至 2020-12-24 100.64  100.64  

2020-12-25 至 2020-12-31 92.70  92.70  

2021-01-01 至 2021-01-07 79.93  79.93  

2021-01-08 至 2021-01-14 88.15  88.15  

2021-01-15 至 2021-01-21 73.49  73.49  

2021-01-22 至 2021-01-28 81.62  81.62  

2021-01-29 至 2021-02-04 76.23  76.23  

2021-02-05 至 2021-02-11 54.24  54.24  

2021-02-12 至 2021-02-18 28.95  28.95  

2021-02-19 至 2021-02-25 93.88  93.88  

2021-02-26 至 2021-03-04 87.49  87.49  

2021-03-05 至 2021-03-11 88.93  88.93  

2021-03-12 至 2021-03-18 90.24  90.24  

2021-03-19 至 2021-03-25 91.13  91.13  

2021-03-26 至 2021-04-01 105.06  105.06  

2021-04-02 至 2021-04-08 104.08  104.08  

2021-04-09 至 2021-04-15 108.13  108.13  

2021-04-16 至 2021-04-22 107.28  107.28  

2021-04-23 至 2021-04-29 102.09  102.09  

2021-04-30 至 2021-04-30 16.14  16.14  

合计 2,890.1 2,890.1 

 

3.4.2.3. 计算泄漏排放量 

根据方法学，本项目不考虑泄漏。 

3.4.2.4. 计算项目减排量 

减排量由下列公式计算： 

𝐸𝑅𝑦 = 𝐵𝐸𝑦 − 𝑃𝐸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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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Ry = 第 y 年减排量（tCO2） 

BEy =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 

PEy = 第 y 年项目排放量（tCO2）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核证本项目计入期内的减排量与项目监测报

告计算结果一致。 

3.4.3. 减排量计算结果的唯一性 

针对同一平台在同一时间段内，单一用户存在多方式出行记录的，

核证方依据同一时间内出行方式唯一的逻辑准则，从而对不同出行方

式在出行时间上有重合的出行记录，按公交地铁出行优先原则审核。

针对双平台存在同一时间，单一用户存在多条出行记录的，将核证出

行距离后的各平台数据进行用户出行记录重复性核证，确保同一时间

段单个用户出行记录的唯一性。  

核证组根据上述审核依据，针对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二版本监测报

告，核证组首先确认本项目在本监测期内所核证的减排量没有在其他

任何国际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申报和获得签发。 

核证组对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监测报告中各出行记录的真实

性进行核证，核证结果如表 9 所示。此外，在上一版核证报告中核证

组开具的不符合项 5： 

经核证组审核，有 1,021,621 条部分数据存在方式间重复以及与

其他平台的重复,遂开具不符合项要求项目业主修改完善。 

经核查，在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报告中，已将未通过唯一性审

核的 1,021,621 条数据剔除。综上，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版数据唯一

性审核通过率为 100%。剔除后，总减排量为 24,473.38 吨 CO2。 

  



 

- 27 - 

 

表 9  重复性核证对照表 

时间 
减排量(tCO2) 

重复性核证前 

减排量(tCO2) 

重复性核证确认

后 

重复性涉及减排

量（tCO2） 

第三版监测报告

因重复性扣除减

排量（tCO2） 

2020-09-08 至 2020-

09-10 
127.25 125.78 1.47 1.47 

2020-09-11 至 2020-

09-17 
398.98 394.37 4.61 4.61 

2020-09-18 至 2020-

09-24 
647.73 637.09 10.64 10.64 

2020-09-25 至 2020-

10-01 
643.18 635.05 8.13 8.13 

2020-10-02 至 2020-

10-08 
214.34 212.38 1.96 1.96 

2020-10-09 至 2020-

10-15 
851.63 841.52 10.11 10.11 

2020-10-16 至 2020-

10-22 
872.11 805.77 66.34 66.34 

2020-10-23 至 2020-

10-29 
879.12 869.32 9.8 9.8 

2020-10-30 至 2020-

11-05 
856.93 847.58 9.35 9.35 

2020-11-06 至 2020-

11-12 
864.82 856.64 8.18 8.18 

2020-11-13 至 2020-

11-19 
887.23 879.61 7.62 7.62 

2020-11-20 至 2020-

11-26 
875.73 868.44 7.29 7.29 

2020-11-27 至 2020-

12-03 
916.4 908.33 8.07 8.07 

2020-12-04 至 2020-

12-10 
921.7 913.31 8.39 8.39 

2020-12-11 至 2020-

12-17 
921.91 913.07 8.84 8.84 

2020-12-18 至 2020-

12-24 
914.55 906.22 8.33 8.33 

2020-12-25 至 2020-

12-31 
856.48 848.57 7.91 7.91 

2021-01-01 至 2021-

01-07 
642.78 636.73 6.05 6.05 

2021-01-08 至 2021-

01-14 
736.2 728.93 7.27 7.27 

2021-01-15 至 2021-

01-21 
616.69 610.71 5.98 5.98 

2021-01-22 至 2021-

01-28 
544.52 539.15 5.37 5.37 

2021-01-29 至 2021-

02-04 
506.36 501.64 4.72 4.72 

2021-02-05 至 2021-

02-11 
453.04 448.78 4.26 4.26 

2021-02-12 至 2021-

02-18 
236.26 234.47 1.79 1.79 

2021-02-19 至 2021-

02-25 
753.93 747.64 6.29 6.29 

2021-02-26 至 2021-

03-04 
719.27 713.42 5.85 5.85 

2021-03-05 至 2021-

03-11 
758.47 752.55 5.92 5.92 

2021-03-12 至 2021-

03-18 
780.07 773.94 6.13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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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减排量(tCO2) 

重复性核证前 

减排量(tCO2) 

重复性核证确认

后 

重复性涉及减排

量（tCO2） 

第三版监测报告

因重复性扣除减

排量（tCO2） 

2021-03-19 至 2021-

03-25 
771.17 765.03 6.14 6.14 

2021-03-26 至 2021-

04-01 
854.51 847.84 6.67 6.67 

2021-04-02 至 2021-

04-08 
852.18 846.51 5.67 5.67 

2021-04-09 至 2021-

04-15 
934.02 926.83 7.19 7.19 

2021-04-16 至 2021-

04-22 
899.22 892.26 6.96 6.96 

2021-04-23 至 2021-

04-29 
914 906.49 7.51 7.51 

2021-04-30 至 2021-

04-30 
138.35 137.41 0.94 0.94 

合计 24,761.13 24,473.38 287.75 287.75 

3.4.4.审核项目减排量核证结果 

经上述大数据核证流程，对项目业主提交的减排量进行真实性、

准确性、唯一性核证，并审核不符合项整改情况。审核结果如表 10 所

示，此外由于项目业主里程的计算方法与核证组使用不同，导致核证

值与监测值存在 7.1 吨减排量差异，第三版监测报告中主动予以扣

除，符合保守性原则的要求。通过以上的大数据审核工作，核证发现

项目业主提交的减排量全部通过了真实性、准确性、唯一性的审核，

且完成了全部不符合项的整改工作。最终核证后的碳减排量为 

24,466.3 吨CO2。 

表 10  核证减排量情况

审核内容 通过率/整改情况 

真实性 100% 

准确性 100% 

唯一性 100% 

不符合项修改 100% 

此外，核证组将项目设计文件中预估的减排量和实际核证减排量

进行对比，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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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实际减排前后结果对比表 

项目 审核项目设计文件中

的事前预计值 

本监测期内项目实际

减排量 

减排量（吨二氧化碳当量） 20,800  24,466.3  

 

依照已批准的项目设计文件，在本监测期内减排量事前预估值计

算为 20,800 吨 CO2，本项目在监测期内的减排量比预计值高 17.6%。

核证组根据项目业主提供的实际减排量与审核项目设计文件中预计

值差别的说明，结合本项目的社会推广与运行情况分析，项目实际减

排量高于预估值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由于项目业主广泛投

放宣传资源，实际参与用户规模高于预期；另一方面项目业主对持续

参与活动的用户准备了公交充值卡，优酷会员，打车券等丰厚礼品，

用户的参与积极性强，绿色出行意愿更加强烈。经核证分析本监测期

内该项目实际减排量结果真实有效，减排量的增长在合理范围内。 

综上所述，核证组认为本项目在监测期（2020 年 9 月 8 日——

2021 年 4 月 30 日）内的减排量是合理和真实的。 

BTI 核证组确认： 

 本项目监测期内参数和数据完整可得； 

 监测报告中的信息已与 IC 卡出行等数据来源进行交叉核对； 

 基准线排放、项目排放以及泄漏的计算方法符合方法学和项

目设计文件的监测计划； 

 计算中使用的排放因子、默认值等数值合理。 

3.5.审核项目变更的评审 

核证结论 

通过对项目监测报告与相关证明材料的评审及大数据审核，核证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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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作出结论： 

1. 本项目的实施、监测符合审核的项目设计文件中的描述以

及方法学要求： 

⚫ 本项目在本监测期内所核证的减排量没有在其他任何国际

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申报和获得签发； 

⚫ 本项目在监测期内的实施与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一致； 

⚫ 本项目监测计划符合《方法学(试行版)》的要求； 

⚫ 本项目在计入期内的监测符合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中监测

计划的要求； 

⚫ 减排量计算方法合理、保守，计算结果正确。 

2. 本核证报告覆盖核证范围内所要求的全部内容； 

3. 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本项目类

别为采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方法学开发的项目; 

4. 本项目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审核登记； 

5. 项目监测期为（2020 年 9 月 8 日）至（2021 年 4 月 30 日），

监测期内经核证的减排量为 24,466.3 吨。 

附 3-A：核证清单 

附 3-B：审核项目变更评审清单（适用时） 

附 3-C：不符合/澄清要求及进一步行动要求清单 

附 3-D：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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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A：核证清单 

核证要求 核证发现 核证结论 

1.自愿减排项目

减排量的唯一性 
  

1.1. 核证委托方

是否声明所核证

的减排量没有在

其他任何国际国

内减排机制下获

得签发 

核证委托方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向核证组提供了本项目所核证的减排量没有

在其他任何国际国内减排机制申报和获得签发，也未参与国内外任何形式

的碳普惠活动（如北京市“每周再少开一天车”）的声明。 

项目业主已做声

明，本项目所核

证的减排量没有

在其他任何国际

国内减排机制申

报和获得签发。 

1.2. 核证机构是

如何审核确认减

排量的唯一性的 

BTI 核证组对项目业主提供的本项目所核证的减排量没有在其他任何国际

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申报和获得签发，也未参与国内外任何形式的碳普

惠活动（如北京市“每周再少开一天车”）的声明进行了文件评审，并查

阅了如熊猫标准、UNFCCC、GS 和 VCS 等相关网站。 

核证组确认本项

目本监测期内减

排量是具有唯一

性的。 

2．项目实施与项

目设计文件的符

合性 

 
 

 

2.1.审核的减排项

目是否按照项目

的设计文件实

施？ 

首先，根据项目设计文件的监测计划，本项目监测设备无需校准。其次，

根据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项目业主的监测管理过程中，监测方式主要是

用户的动态位置信息，用户在开启了对应交通方式的导航功能后，高德地

图 APP 即会开始动态获取处理用户的位置信息。所以，项目在监测期内的

实施情况符合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 

本项目已按照项

目设计文件实

施。设备无需校

准；动态监测用

户的位置信息。 

2.2.所有的物理设

施是否按照审核

的项目设计文件

安装？ 

本项目无物理设施安装。 无物理设施 

2.3.项目实施中是

否出现偏离或变

更？如是，偏离

或变更是否符合

方法学的要求？ 

无。 无 

2.4.项目是否具有

多个现场？如

是，监测报告是

否描述了每一个

现场的实施状态

及其开始运行日

期？ 

本项目只有一个现场，监测报告中所有低碳出行情景的起始监测日期统一

为 2020 年 9 月 8 日。 

监测报告表明委

托方通过高德地

图 APP 手机客户

端对此情景开展

统一监测，起始

监测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8 日。 

2.5.项目是否属于

阶段性实施的项

目？MR 是否描

述了项目实施的

进度？ 

本项目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开始运行，本项目不属于阶段性实施的项目。 

本项目不属于阶

段性实施的项

目。 

2.6. 阶段性的实

施是否出现延

误，原因是什

么？预估的开始

运行日期？ 

本项目不属于阶段性实施的项目。 

本项目不属于阶

段性实施的项

目。 

3.监测计划与方

法学的符合性 
  

3.1.审核的减排项

目的监测计划是

否符合所选择的

方法学及其工

具？ 

本项目按照监测计划监测了参与低碳出行替代高碳出行活动的用户数量

（n），第 y 年注册用户可记录的低碳出行次数（i）、低碳出行方式

（k）、第 y 年 i 次出行时段对应的基础年特定时间段（Ti）、第 y 年 i 次

出行的开始时间（T1）、第 y 年 i 次出行的结束时间（T2）、第 y 年 i 次出

行的起始位置（Ls,i,y）、第 y 年 i 次出行出行过程中的轨迹坐标（Lc,i,y）、

第 y 年 i 次出行的结束位置（Le,i,y）和第 y 年 i 次出行采用 k 种交通方式的

出行距离（PDi,k,y）等参数。本项目监测计划中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符合

方法学的要求。 

核证组确认本项

目通过对备案的

项目设计文件、

监测报告等文件

的评审，BTI 核

证组确认监测报

告中描述的监测

计划符合《方法

学（试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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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要求 核证发现 核证结论 

中对监测数据监

测内容、监测频

率以及监测精度

的全部要求。 

3.2.是否需要向北

京市生态环境局

提出监测计划修

订申请？ 

不需要。 

本项目的监测计

划不需要向北京

市生态环境局提

出监测计划修订

申请。 

4.监测与监测计

划的符合性 
  

4.1.审核的减排项

目是否按照批准

的监测计划实施

监测活动。 

本项目按照监测计划监测了参与低碳出行替代高碳出行活动的用户数量

（n），第 y 年注册用户可记录的低碳出行次数（i）、低碳出行方式

（k）、第 y 年 i 次出行时段对应的基础年特定时间段（Ti）、第 y 年 i 次

出行的开始时间（T1）、第 y 年 i 次出行的结束时间（T2）、第 y 年 i 次出

行的起始位置（Ls,i,y）、第 y 年 i 次出行出行过程中的轨迹坐标（Lc,i,y）、

第 y 年 i 次出行的结束位置（Le,i,y）和第 y 年 i 次出行采用 k 种交通方式的

出行距离（𝑃𝐷𝑖,𝑘,𝑦）等参数。 

核证组确认本项

目根据对项目设

计文件的审核，

项目业主已按照

项目设计文件的

监测计划实施了

质量保证和控制

程序，按照备案

的监测计划实施

了监测活动。 

4.2.监测计划中的

所有参数，包括

基准线排放、项

目排放以及泄漏

有关的参数是否

已经得到了应有

的监测？ 

本项目按照监测计划的要求，监测了参与低碳出行替代高碳出行活动的用

户数量（n），第 y 年注册用户可记录的低碳出行次数（i）、第 y 年 i 次出

行时段对应的基础年特定时间段（Ti）、低碳出行方式（k）、第 y 年 i 次

出行的开始时间（T1）、第 y 年 i 次出行的结束时间（T2）、第 y 年 i 次出

行的起始位置（Ls,i,y）、第 y 年 i 次出行出行过程中的轨迹坐标（Lc,i,y）、

第 y 年 i 次出行的结束位置（Le,i,y）和第 y 年 i 次出行采用 k 种交通方式的

出行距离（𝑃𝐷𝑖,𝑘,𝑦）等参数。 

核证组确认监测

计划中的所有参

数已得到了恰当

的监测。 

4.3.监测设备是否

得到了维护和校

准，维护和校准

是否符合监测计

划、方法学、地

区、国家和设备

制造商的要求？ 

本项目监测设备不需要校准。 
本项目监测设备

不需要校准。 

4.4.监测结果是否

按照监测计划中

规定的频次纪

录？ 

通过对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监测报告等文件的评审，BTI 核证组确认监

测报告中描述的监测计划符合《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

版）》中对监测数据监测内容、监测频率以及监测精度的全部要求。本项

目按照监测计划中各参数的监测频率进行监测。 

核证组确认监测

结果已按照监测

计划中规定的频

次纪录。 

4.5.质量保证和控

制程序是否按照

审核的监测计划

实施？ 

本项目按照监测计划，根据备案的项目设计文件，项目业主的监测管理过

程中，监测方式主要是用户的动态位置信息，用户在开启了对应交通方式

的导航功能后，高德地图 APP 即会开始动态获取处理用户的位置信息。 

核证组根据对项

目设计文件的审

核，确认项目业

主已监测了监测

计划中的所有参

数，并按照项目

设计文件的监测

计划实施了质量

保证和控制程

序。 

5.校准频次的符

合性 
  

5.1. 项目业主是

否按照监测方法

学和/或监测计划

中明确的校准频

次对监测设备进

行校准？ 

本项目监测设备不需要校准。 
本项目监测设备

不需要校准。 

5.2.是否存在校准

延迟的情况？如

是，项目业主如

不存在校准延迟的情况。 
不存在校准延迟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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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要求 核证发现 核证结论 

何进行保守计

算？ 

5.3.项目业主是否

存在由于不可控

因素而无法按照

方法学和审核的

监测计划对设备

进行校准？ 

不适用。 不适用。 

5.4.哪些参数在方

法学或审核的监

测计划中没有对

监测设备的监测

频次提出要求？

这些监测设备是

否按照地方标

准、国家标准、

设备制造商的要

求以及国际标准

的优先顺序的要

求进行了校准？ 

不适用。 不适用。 

6.减排量计算的

评审 
  

6.1.项目业主是否

按照审核的项目

设计文件对实际

产生的减排量进

行计算？ 

根据备案项目设计文件，减排量由下列公式计算： 

𝐸𝑅𝑦 = 𝐵𝐸𝑦 − 𝑃𝐸𝑦 

其中： 

𝐸𝑅𝑦 = 第 y 年减排量（tCO2） 

𝐵𝐸𝑦 = 第 y 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 

𝑃𝐸𝑦 = 第 y 年项目排放量（tCO2） 

核证组确认项目

业主已按照备案

的项目设计文件

对实际产生的减

排量进行了计

算。 

6.2.监测期内是否

出现由于未监测

而导致的数据缺

失？如是，项目

业主是否对减排

量进行保守计

算？同时核实出

行真实性、出行

里程准确性、数

据唯一性。 

项目业主也核证组数据统计结果一致。 
监测期内不存在

数据缺失 

6.3.减排量在监测

期内是否高于同

期预估的减排

量？如是，是否

在监测报告中予

以说明？ 

监测期内减排量（高于）预估减排量。由于该活动受到市领导的关注，活

动期间宣传力度较大，宣传广告分别投放在公交及地铁运行车辆内，使得

市民参与的积极性较强，实际参与人数高于预期，因此实际碳减排量高于

预估减排量。 

监测期内减排量

高于预估减排量

且已说明原因 

6.4.核证过程中，

核证组用哪些信

息对监测报告中

的信息进行了交

叉核对？ 

核证组通过大数据审核使用 IC 卡、亿通行出行数据、并使用非核证委托方

使用的算法核算出行里程数据进行交叉核对。 

核证组已对监测

报告中的信息进

行了交叉核对 

6.5.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以及泄

漏的计算是否与

方法学和审核的

监测计划相一

致？ 

本项目的基准线排放量是由基准线里程与高碳出行排放因子相乘得到。项

目排放由项目里程与各低碳出行方式碳排放因子相乘得到。泄漏为 0。 

核证组确认本项

目基准线排放、

项目排放以及泄

漏的计算与《方

法学(试行版)》和

备案的监测计划

相一致。 

6.6.计算中使用了

哪些假设、排放

因子以及默认

值？数值是否合

本项目提前确定参数为轨道排放因子、步行排放因子、骑行排放因子、公

交碳排放因子、步行的路网转换系数、骑行的路网转换系数、公交的路网

转换系数、轨道的路网转换系数、基础年基准线人公里碳排放因子、经核

查数值合理。 

核证组确认本项

目计算过程中使

用的排放因子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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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要求 核证发现 核证结论 

理？ 

6.7.计算结果是否

正确合理？ 
计算结果满足客观规律。 真实有效. 

 

附件 3-B：审核项目变更审核清单（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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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C：不符合/澄清要求及进一步行动要求清单 

监测报

告版本 

序

号 
不符合项 验证情况 

第一版 1 

监测报告格式与《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项目审

核与核证技术指南（试行）》要求有出入, 应按

照《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项目审核与核证技术

指南（试行）》要求调整格式。 

第二版监测报告中已修改 

第二版 

1 
有 35500 条数据未通过真实性审核, 应予以剔

除。 

已将未通过真实性审核的 35500

条数据剔除 

2 

2020-10-16 至 2020-10-22 监测周期内的数据量存

在明显异常，通过与大量原始数据查验,发现是

由于 2020-10-21 日里程数据、减排量数据异常。 

且剔除了 2020-10-21 当天补齐的

全部 645293 条数据，该处理方式

符合保守性原则，故核证组予以

认可 

3 
监测报告中的提交的出行里程计算结果不准确，

应重新计算。 

经核查，在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

版报告中，已将该部分里程予以

剔除。全部里程计算过通过准确

性核证。 

4 
经核证组审核，有 1,021,621 条部分数据存在方

式间重复以及与其他平台的重复，应予以剔除。 

经核查，在项目业主提交的第三

版报告中，已将未通过唯一性审

核的 1021621 条数据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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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D：资料清单 

/1/监测报告 

/2/项目设计文件 

/3/《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 

/4/《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项目审核与核证技术指南（试行）》 

/5/项目参与用户原始记录（电子形式） 

/6/计入期减排日度统计表（电子形式） 

/7/基础年全市域小汽车碳排放系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