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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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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事务中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粉、胡永锋、于凤菊、王振阳、白微、李春梅、贾秋淼、陈操操、杨晓燕、

王立波、徐天金、孙大利、马宁、薛薇、聂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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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核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碳排放核查的原则、流程以及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报告阶段的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报告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核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报告主体 reporting entity 

具有碳排放行为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来源：DB11/T 1781-2020，3.1，有修改] 

 

核查机构 verification body 

根据核查准则开展碳排放核查的单位。 

 

核查准则 verification criteria 

核查机构开展核查活动参考的碳排放核算、核查及配额核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 

 

核查 verification 

根据核查准则，对报告主体报告的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排放报告、生产数据及支撑材料等全面核实、

查证的过程。 

 

委托方 client 

通过签订委托协议等形式，委托核查机构提供核查服务的单位。 

 

文件评审 document review 

对报告主体提供的文件资料开展技术审核。 

 

现场核查 site verification 

在报告主体开展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场所开展技术审核。 

 

不符合项 nonconformity 

核查发现的报告主体报告的碳排放量、生产数据及支撑材料等不符合核查准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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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原则 

独立性 

核查机构独立于报告主体，在整个核查过程中保持客观、独立。 

公正性 

核查机构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证据为基础，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发现。 

一致性 

核查机构在核查过程中，应确保年际间采用的核查方法及数据处理方法保持一致。 

保守性 

当存在多个可选方案时，核查机构应采取谨慎、保守的原则，确保报告主体的碳排放量不被低估。 

5 核查流程 

碳排放核查流程包括三个阶段，见图1： 

a) 核查准备阶段，包括签订核查协议、制定核查方案、组建核查组； 

b) 核查实施阶段，包括文件评审、现场核查和核查确认； 

c) 核查报告阶段，包括编制核查报告、技术复核、核查报告提交和记录保存。 

 

图1 碳排放核查流程图 

6 核查准备阶段 

签订核查协议 

6.1.1 核查机构对自身的行业业绩、核查人员专业背景和数量、两年内与报告主体存在检验检测或管

理服务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情况进行评估，做出是否接受委托的决定。 

6.1.2 接受核查委托时，签订核查协议；不接受核查委托时，及时告知委托方。 

制定核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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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机构在签订核查协议后，制定核查方案。核查方案包括核查目的、范围、依据、核查组成员及

其职责分工、核查活动进度安排等内容。 

组建核查组 

6.3.1 核查组至少由两名核查人员组成，并指定一名具有报告主体所属行业三年（含）以上核查工作

经历的人员作为组长。 

6.3.2 核查组组建应考虑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a) 核查人员与报告主体不存在利益冲突； 

b) 核查人员的专业背景； 

c) 报告主体的行业特点、经营场所数量及位置。 

6.3.3 核查组成员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包括但不限于： 

a) 熟悉报告主体所属行业涉及的政策、法规、标准及技术规范等； 

b) 熟悉行业领域内的生产工艺流程或运营管理模式； 

c) 准确分析确定核算与报告边界； 

d) 按照核算和报告要求完整识别碳排放源； 

e) 准确核算碳排放量。 

7 核查实施阶段 

文件评审 

7.1.1 核查机构要求报告主体提供排放报告、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及相关的基础性支持材料。基础性支

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 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b) 工艺流程图（如有）； 

c) 能源台账； 

d) 能源统计报表； 

e) 能源平衡表(如有）； 

f) 物料平衡表(如有)； 

g) 能源审计报告（如有）。 

7.1.2 核查机构通过文件评审初步判断排放报告的合理性，并确定现场核查的重点。 

现场核查 

7.2.1 现场核查计划 

核查机构应先制定现场核查计划，并与报告主体确认。现场核查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核查对象； 

b) 核查准则； 

c) 核查内容； 

d) 现场核查日期； 

e) 核查组成员及分工； 

f) 现场核查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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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需要报告主体配合的内容。 

当报告主体存在5个以下（含）场所时，均需开展现场核查；当存在5个以上相似场所时，现场核查

计划还应包括场所抽样计划，抽样场所数量为5 + √�− 5（m为相似场所数量），数值取整时进1。当年

抽取的样本原则上应避免与上一年度抽取的样本重复。 

7.2.2 现场核查方式 

核查机构应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实施现场核查，包括但不限于审核文件和客观证据、访谈报告主体有

关人员、核实排放设施信息、核查计量器具配置情况及监测设备运行情况、确认本年度数据质量控制方

案的执行情况等。 

核查机构应采用查、问、看、验等多种方式开展现场核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查阅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如原始凭证、能耗统计报表、财务账册等； 

b) 询问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制定人员、排放报告编制人员、设施运行人员、数据统计人员等； 

c) 查看排放设施的位置和数量，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安装、校准和维护情况等； 

d) 验证碳排放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7.2.3 现场核查内容 

核查机构应对以下内容逐项开展核查，包括但不限于： 

a)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b) 核算边界； 

c) 排放源、排放设施、重点排放设施信息等； 

d) 碳排放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e) 每个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符合性； 

f) 报告主体生产经营服务信息及补充信息符合性； 

g) 实时监测数据的符合性（如有）； 

h) 计量器具校准的符合性； 

i) 碳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的准确性，并开展不确定性分析； 

j) 排放设施新增及退出情况分析； 

k) 已实施减碳措施的成效及未来计划实施减碳措施的预期效果； 

l)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的符合性和执行情况。 

核查机构在对报告主体的每个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核查时，应注重将每一个数据与其他数据

来源进行交叉核对。如需对行业生产、服务参数开展核查，核查要点可参考附录A。 

核查确认 

7.3.1 现场核查结束后，核查机构应就核查情况与报告主体确认。 

7.3.2 对于存在不符合项情况，核查机构应以书面或电子形式开具不符合项清单并反馈至报告主体。

报告主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整改后，核查机构需对整改情况进行确认，以文件审核为主，必要时可采用

现场查看的方式。不符合项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a) 报告主体的边界、设施规模和排放源等基本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b) 核算方法不符合核查准则； 

c) 活动数据或排放因子识别错误、数据不完整等导致碳排放量计算不准确； 

d) 报告主体未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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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核查报告阶段 

编制核查报告 

核查机构应根据文件评审、现场核查和核查确认的情况编制核查报告。核查报告格式及正文主要内

容分别参见附录B和附录C。 

技术复核 

8.2.1 核查机构应在核查报告提交委托方之前开展内部技术复核。技术复核人员应独立于核查组成员，

并具备相应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8.2.2 技术复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核查活动与核查协议、核查方案的符合性； 

b) 核查工作流程与核查准则及内部管理程序要求的符合性； 

c) 支持核查结论的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宜性。 

核查报告提交 

核查机构将通过技术复核的核查报告提交至委托方。 

记录保存 

8.4.1 核查机构应以安全的方式对核查过程中的全部资料存档，保存期至少五年。 

8.4.2 存档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a) 与委托方签订的核查协议； 

b) 核查过程中从报告主体处获得的所有数据资料和证明文件； 

c) 投诉和申诉以及任何后续更正或改进措施的记录； 

d) 核查机构内部质量管理的各项记录； 

e) 排放报告； 

f) 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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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 

表 A.1列出了对热力生产和供应、水泥生产、石油化工、其他服务业（物业、数据中心、通信）、

其他行业（电网、汽车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污水处理和再生水供应、自来水供应）、运输行业（出

租车客运、公路旅客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等报告主体开展碳排放核查时，涉及生产、服务相关参数的

核查要点。 

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1 
热力生产

和供应 

热量数据 

1）确定热源及热网类型。热源类型包括燃气锅炉、燃煤锅炉、电

锅炉、燃油锅炉、地源热泵或其他，热网类型包括直接供热或间

接供热； 

2）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3）若来源于实测值，除查阅热量统计台账获取数据外，还需查阅

热量计抄表记录等交叉核对； 

4）若来源于计算值，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各数据来源可信性，

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不同用能单元（热源锅炉

房、办公生活及其他）的

直接排放量 

1）对于“化石燃料消耗量”核查： 

a）确认数据来源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是否一致； 

b）查阅能源平衡表、生产月报表等获取数据； 

c）对于单独计量的能源，需查阅抄表记录、库存记录（如有）、

财务数据等交叉核对。 

2）对于“排放因子”核查： 

a）若来源于实测值，需对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

测频次、记录频次、交叉核对、数据缺失处理方式等内容开展核

查； 

b）若来源于缺省值，确认数值、单位是否正确。 

不同用能单元（热源锅炉

房、热力站、中继泵站、

办公生活及其他）的间接

排放量 

1）对于“消耗电力来源于实测值”核查： 

a）确认监测设备的校准维护、数据记录等活动是否符合数据质量

控制方案要求； 

b）查阅电量抄表记录、各车间能源消耗台账等获取数据。 

2）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计算值”核查： 

a）确认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2 

存在协同

处置废弃

物的水泥

生产 

协同处置废弃物的种类 

 

协同处置废弃物的数量 

1）查阅企业生产月报表，获取协同处置废弃物的种类和数量； 

2）查阅废弃物进厂数据记录等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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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废弃物预处理部分的耗

电量 

1）确认数据来源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是否一致； 

2）查阅不同工序能源消耗台账等获取数据； 

3）查阅不同设施耗电量记录、电表抄表记录等交叉核对。 

3 
石油化工

生产 

产品类别 

查阅产品产量台账，以生产车间、工序为单位确定主营产品类

别。其中：原油加工、乙烯、其他化工产品按类别分别单独报

告。 

产品产量 

1）查阅产品产量台账等产量报表，获取每一类产品产量； 

2）查阅上报统计局的《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

1）、车间生产报表等交叉核对。 

每类产品生产的直接排

放-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1）每类产品生产的直接排放量需单独核算，若由于化石燃料消耗

量无法分开导致排放量合并核算，需说明情况； 

2）对于“化石燃料消耗量”核查： 

a）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查阅能源平衡表、生产月报表等获取数据； 

c）对于直接计量值，需查阅抄表记录、库存记录（如有）、财务

数据等交叉核对。 

3）对于“排放因子”核查： 

a）来源于实测值时，需对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

测频次、记录频次、参交叉核对、数据缺失处理方式等内容开展

核查； 

b）来源于缺省值时，确认数值、单位是否正确。 

每类产品生产的直接排

放-过程排放量 

1）原油加工核算催化剂烧焦、制氢过程产生的排放，乙烯生产核

算裂解过程产生的排放，其他化工产品生产核算环氧乙烷和醋酸

乙烯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 

2）确认核算方法是否与核算和报告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一致，

各参数数据来源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数据是否准确、

可信； 

3）来源于实测值的参数，查阅相关生产记录、抄表记录等获取数

据，确认监测方法是否符合要求，数据是否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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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每类产品生产的间接排

放量 

1）每类产品生产的间接排放量需单独核算，若由于电力数据无法

分开导致排放量合并核算，需说明情况； 

2）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实测值”核查： 

a）确认计量器具的校准检定、数据记录活动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要求； 

b）查阅电量抄表记录、各车间能源消耗台账等获取数据。 

3）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计算值”核查： 

a）确认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4）存在自发电量时，需确认外购电量与自发电量拆分方法合理

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4 物业管理 

建筑面积/实际物业管理

面积 

 

地下车库面积 

1）来源于文件资料时，查阅设计图纸、政府批复文件、竣工报

告、房产证、能源审计报告、项目总平面图等，结合现场访问获

取数据； 

2）来源于估算值时，评估估算方法是否合理，并查阅相关佐证资

料予以确认。 

产值/物业收入等财务数

据 

1）查阅资产负债表、利润分配表等获取数据； 

2）查阅月度财务报表、上报统计部门数据等交叉核对，如有差

异，说明原因。 

入住率/入驻率/入园率 

 

基准年内项目实际运营

天数 

1）查阅相关记录获取数据； 

2）查阅入住登记表、租赁合同、物业费收缴明细、电费清单等交

叉核对。 

5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行业子类 

1）查阅数据中心基本情况介绍，结合现场访问判断数据中心所属

子类； 

2）确认数据中心与非数据中心设施划分是否正确。 

数据中心标准机架数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相关证明材料获取数据。 

数据中心总用电量 

 

IT设备用电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来源于实测值时，查阅电能表抄表记录等获取数据； 

3）来源于计算值时，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

比。 

非数据中心设施建筑面

积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设施竣工验收资料等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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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不同子类（大型数据中

心、中小型数据中心、该

行业中非数据中心设施）

的直接排放量 

1）对于“化石燃料消耗量”核查： 

a）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查阅能源平衡表、能耗月报表等获取数据； 

c）对于直接计量值，需查阅抄表记录、库存记录（如有）、财务

数据等交叉核对。 

2）对于“排放因子”核查： 

a）来源于实测值时，需对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

测频次、记录频次、参交叉核对、数据缺失处理方式等内容开展

核查； 

b）来源于缺省值时，确认数值、单位是否正确。 

不同子类（大型数据中

心、中小型数据中心、该

行业中非数据中心设施）

的间接排放量 

1）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实测值”核查： 

a）确认计量器具的校准检定、数据记录活动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要求； 

b）查阅电量抄表记录、能源消耗台账等获取数据。 

2）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计算值”核查： 

a）确认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6 通信 

电信业务量 

1）通过现场访问确认覆盖的业务类型，包括：移动业务、移动语

音业务、移动数据与互联网业务、移动增值及其他业务、固网业

务、数据中心、非数据中心； 

2）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3）查阅企业报表获取数据； 

4）查阅上报统计局的“邮电业主要指标”等交叉核对。 

数据中心标准机架数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统计台账等相关材料获取数据。 

数据中心总用电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来源于实测值时，查阅电量抄表记录、能源消耗台账等获取数

据； 

3）来源于计算值时，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

比。 

IT设备用电量 

1）判断数据中心所属子类，确认报告的数据中心与非数据中心设

施划分是否正确； 

2）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3）来源于实测值，查阅电量抄表记录、能源消耗台账等获取数

据； 

4）来源于计算值时，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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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每种业务类型的直接排

放量（移动业务、固网业

务、数据中心、非数据中

心） 

1）对于“化石燃料消耗量”核查： 

a）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查阅能源平衡表、生产月报表等获取数据； 

c）对于直接计量值，需查阅抄表记录、库存记录（如有）、财务

数据等交叉核对。 

2）对于“排放因子”核查： 

a）来源于实测值时，需对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

测频次、记录频次、交叉核对、数据缺失处理方式等内容开展核

查； 

b）来源于缺省值时，确认数值、单位是否正确。 

每种业务类型的间接排

放量（移动业务、固网业

务、数据中心、非数据中

心） 

1）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实测值”核查： 

a）确认计量器具的校准检定、数据记录活动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要求； 

b）查阅电量抄表记录、各车间能源消耗台账等获取数据。 

2）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计算值”核查： 

a）确认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7 电网 

供电量 
1）查阅企业统计报表获取数据； 

2）查阅上报统计局的数据交叉核对。 

售电量 

1）查阅企业统计报表获取数据； 

2）采用外省输入电量、上网电量、外省输出电量的计算值交叉核

对； 

3）查阅上报统计局的数据交叉核对。 

8 汽车制造 

产品种类 

1）查阅产品产量报表等，确认产品种类，并检查产品分类是否符

合相关标准要求； 

2）包括整车产品和汽车发动机。分别按照如下方式分类： 

a）整车产品按照普通轿车及普通运动型乘用车，高级轿车及高级

运动型乘用，车、中、重型载货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分类； 

b）汽车发动机按照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分类。 

产品产量 
1）查阅企业统计报表获取数据； 

2）查阅上报统计局的数据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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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每类产品的直接排放量 

1）对于“化石燃料消耗量”核查： 

a）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查阅能源平衡表、生产月报表等获取数据； 

c）对于直接计量值，需查阅抄表记录、库存记录（如有）、财务

数据等交叉核对。 

2）对于“排放因子”核查： 

a）来源于实测值时，需对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

测频次、记录频次、交叉核对、数据缺失处理方式等内容开展核

查； 

b）来源于缺省值时，确认数值、单位是否正确。 

3）若存在混线生产情形，根据下式估算各类产品的直接排放量： 

该生产线直接排放量
该生产线总产量

类产品产量第
直接排放量 ´= i

i
 

4）若以发动机为主要产品的生产线也生产发动机零配件，且无法

拆分直接排放量时，全部计入发动机生产排放。 

每类产品的间接排放量 

1）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实测值”核查： 

a）确认计量器具的校准检定、数据记录活动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要求； 

b）查阅电量抄表记录、各车间能源消耗台账等。 

2）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计算值”核查： 

a）确认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3）若存在混线生产情形，根据下式估算各类产品的间接排放量： 

该生产线间接排放量
该生产线总产量

类产品产量第
间接排放量 ´=

i
i

 

4）若以发动机为主要产品的生产线也生产发动机零配件，且无法

拆分间接排放量时，全部计入发动机生产排放。

9 
生物药品

制品制造 

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

制品等）产量 

1）查阅企业产量报表获取数据； 

2）查阅报统计局的《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

交叉核对。 

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

制品等）产值 

1）查阅企业财务产值报表获取数据； 

2）查阅报统计局的《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

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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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

制品等）的直接排放量 

1）对于“化石燃料消耗量”核查： 

a）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查阅能源平衡表、生产月报表等获取数据； 

c）对于直接计量值，需查阅抄表记录、库存记录（如有）、财务

数据等交叉核对。 

2）对于“排放因子”核查： 

a）来源于实测值时，需对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

测频次、记录频次、交叉核对、数据缺失处理方式等内容开展核

查； 

b）来源于缺省值时，确认数值、单位是否正确。 

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

制品等）的间接排放量 

1）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实测值”核查： 

a）确认计量器具的校准检定、数据记录活动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要求； 

b）查阅电量抄表记录、能源消耗台账等获取数据。 

2）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计算值”核查： 

a）确认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

造产量 

参照“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制品等）产量”部分 

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

造产值 

参照“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制品等）产值”部分 

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

造的直接排放量 

参照“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制品等）的直接排放量”部分 

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制

造的间接排放量 

参照“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制品等）的间接排放量”部分 

办公及其他设施的直接

排放量 

参照“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制品等）的直接排放量”部分 

办公及其他设施的间接

排放量 

参照“生物化学药品制造（血液制品等）的间接排放量”部分 

10 

污水处理

和再生水

供应 

污水处理的数量 

1）查阅报告主体污水处理量统计报表获取数据； 

2）查阅报统计局的《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

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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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再生水的数量 

1）查阅报告主体再生水数量统计报表获取数据； 

2）查阅报统计局的《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

交叉核对。 

  

污水处理和再生水设施

的间接排放量 

1）确认是否含污泥脱水设施、企业办公及其他设施产生的间接排

放量； 

2）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实测值”核查： 

a）确认计量器具的校准检定、数据记录活动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要求； 

b）查阅生产月报表获取数据； 

c）查阅电量抄表记录等交叉核对； 

3）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计算值”核查： 

a）确认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污水处理和再生水设施

的直接排放量 

1）确认是否含污泥脱水设施、企业办公及其他设施产生的直接排

放量； 

2）对于“化石燃料消耗量”核查： 

a）查阅能源平衡表、生产月报表等获取数据； 

b）对于直接计量值，需查阅抄表记录、库存记录（如有）、财务

数据等交叉核对。 

3）对于“排放因子”核查： 

a）来源于实测值时，需对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

测频次、记录频次、交叉核对、数据缺失处理方式等内容开展核

查； 

b）来源于缺省值时，确认数值、单位是否正确。 

污水处理和再生水设施

采用的生产工艺 

1）查阅生产工艺流程图、工艺流程说明等获取信息。 

污泥深度处理的数量 1）查阅报告主体相关生产记录获取数据。 

污泥深度处理设施的间

接排放量 

1）确认是否含脱水后的泥饼深度处理设施产生的间接排放量； 

2）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实测值”核查： 

a）确认计量器具的校准检定、数据记录活动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要求； 

b）查阅生产月报表获取数据； 

c）查阅电量抄表记录等交叉核对； 

3）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计算值”核查： 

a）确认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3）查阅生产月报表获取设施耗电量数据； 

4）查阅电量抄表记录、车间耗电量记录、能源消耗台账等对设施

耗电量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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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污泥深度处理设施的直

接排放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是否含脱水后

的泥饼深度处理设施产生的直接排放量； 

2）对于“化石燃料消耗量”核查： 

a）查阅能源平衡表、生产月报表等获取数据； 

b）对于直接计量值，需查阅抄表记录、库存记录（如有）、财务

数据等交叉核对。 

4）对于“排放因子”核查： 

a）来源于实测值时，需对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

测频次、记录频次、交叉核对、数据缺失处理方式等内容开展核

查； 

b）来源于缺省值时，确认数值、单位是否正确。 

污泥深度处理设施采用

的工艺 

1）查阅生产工艺流程图、工艺流程说明等获取信息。 

11 
自来水供

应 

自来水产量 

1）查阅自来水产量统计报表获取数据； 

2）查阅报统计局的《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

交叉核对。 

输入的地下水、地表水的

数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生产月报表获取数据； 

3）查阅水表抄表记录交叉核对。 

输入地下水/地表水的水

泵耗电量 

1）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实测值”核查： 

a）确认计量器具的校准检定、数据记录活动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要求； 

b）查阅电量抄表记录、各系统设施能源消耗台账等获取数据。 

2）对于“电力数据来源于计算值”核查： 

a）确认计算方法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b）确认计算方法合理性，确保各年度数据可比。 

12 
出租车客

运 

车辆运营属性 

1）查阅车辆的营运证获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巡游出租汽车、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等； 

2）确认未将非营运车辆纳入核算边界，如公务车等； 

3）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信息交叉核对。 

能源类型 

1）确认是否根据车型及排放标准不同分别填写，如柴油、汽油、

天然气、混合动力和电力等； 

2）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信息核对。 

车辆厂牌 
1）确认是否根据车辆的实际品牌及车辆型号不同分别填写，如北

京牌—EU300、索纳塔九、捷达春天、新伊兰特等； 

车辆排放标准 1）确认是否与车辆实际执行的排放标准一致，如国Ⅵ、国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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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车辆数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资产信息、车辆信息等相关文件，确认是否与登记注

册在报告主体名下的所有车辆保有量一致； 

3）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数据交叉核对。 

年度累计行驶里程（包括

累计里程，京内里程，天

津、河北里程，京津冀外

里程）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旗下车辆单车在不同区域范

围内行驶里程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市交通委监测数据交叉核对。 

年度累计里程数据获取

方式 

1）确认是否与“累计里程”数据来源一致，如自有单车级大数据

监控平台、出租汽车企业运营服务管理平台等。 

客运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报告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上报市统计局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4）可通过订单量×平均载客人数计算值评估数据是否合理，订单

量取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或市交通委监测数据，平均载客人数取市

交通委官方发布报告。 

客运周转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报告数据是否准确； 

3）确认是否与已确认的客运量及平均运距相乘计算值一致。其

中，平均运距取自市交通委官方发布报告。 

百公里单耗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报告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市统计局发布的百公里燃料消耗参考值交叉核对，评估数

据是否合理； 

4）在折算油品质量时，汽油密度取 0.73kg/L,柴油密度取

0.86kg/L。 

百公里单耗数据获取方

式 

1）确认是否与“百公里单耗”的数据来源一致，如自有单车级大

数据监控平台、主管部门提供的推荐值等。 

能源消耗量（包括汽油，

电，天然气，柴油）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能耗统计台账等企业自有监控平台，确认不同类型能源消

耗量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上报市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4）在折算油品质量时，汽油密度取 0.73kg/L,柴油密度取

0.86kg/L。 

能源消耗量数据获取方

式 
1）确认与各类型“能源消耗量”的数据来源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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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累计碳排放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确认确认数据是否与“能源消耗量”及相应的碳排放因子转换

系数计算结果一致。 

13 
公路旅客

运输 

能源类型 

1）确认是否根据排放标准及座位数区间不同分别填写，如柴油、

汽油、天然气和电力等； 

2）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信息核对。 

座位数区间 

1）确认是否根据车辆的实际座位数分区间填写，如 0<座位数≤

9、9<座位数≤19、19<座位数≤29、29<座位数≤39、39<座位数

≤49和 49<座位数。 

车辆排放标准 
1）确认是否与车辆实际执行的排放标准一致，如国Ⅵ、国Ⅴ等； 

2）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信息核对。 

车辆数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资产信息、车辆信息等相关文件，确认是否与登记注

册在报告主体名下的所有车辆保有量一致； 

3）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数据交叉核对。 

安装 SCR车辆 

1）查阅企业资产信息、车辆信息等相关文件，确认是否与登记注

册在报告主体名下的所有车辆保有量一致； 

2）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数据交叉核对。 

年度累计行驶里程（包括

累计里程，京内里程，天

津、河北里程，京津冀区

域里程，京津冀外里程）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旗下车辆单车在不同区域范

围内行驶里程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全国道路营运车辆平台监测数据、市交通委相关平台监测

数据、上报市交通委和市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年度累计里程数据获取

方式 

1）确认是否与“累计里程”数据来源一致，如自有单车级大数据

监控平台、旗下车辆仪表盘抄表、主管部门提供的推荐值等。 

客运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报告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上报市交通委、市统计局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客运周转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报告数据是否准确； 

3）确认是否与已确认的客运量及平均运距相乘计算值一致。其

中，平均运距取自市交通委官方发布报告； 

4）查阅上报市交通委、市统计局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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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百公里单耗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报告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工信部车辆百公里燃料消耗参考值等交叉核对，评估数据

是否合理； 

4）在折算油品质量时，汽油密度取 0.73kg/L,柴油密度取

0.86kg/L。 

百公里单耗数据获取方

式 

1）确认与“百公里单耗”数据来源是否一致，如自有单车级大数

据监控平台获取、参考主管部门提供的推荐值等。 

能源消耗量（包括汽油，

电，天然气，柴油，车用

尿素溶液）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能耗统计台账等企业自有监控平台，确认不同类型能源消

耗量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上报市交通委、市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4）在折算油品质量时，汽油密度取 0.73kg/L,柴油密度取

0.86kg/L。 

能源消耗量数据获取方

式 
确认与各类型“能源消耗量”处数据来源是否一致。 

累计碳排放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确认数据是否与“能源消耗量”及相应的碳排放因子转换系数

计算结果一致。 

14 
道路货物

运输 

能源类型 

1）确认是否根据排放标准、车辆类型及座位数区间不同分别填

写，如柴油、汽油、天然气和电力等； 

2）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信息核对。 

排放标准 
1）确认是否与车辆实际执行的排放标准一致，如国Ⅵ、国Ⅴ等； 

2）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信息核对。 

车辆类型 
1）确认是否与车辆行驶证相符，如普通货车、冷藏厢式、自卸

式、牵引式等。 

总质量区间 

1）确认是否与车辆实际总质量对应区间一致，如牵引货车的区间

有总质量≤18000kg、18000kg <总质量≤27000kg、27000kg<总质

量≤35000kg、35000kg<总质量≤40000kg和 40000kg<总质量等； 

2）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信息核对。 

车辆数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资产信息、车辆信息等相关文件，确认是否与登记注

册在报告主体名下的所有车辆保有量一致； 

3）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数据交叉核对。 

安装 SCR车辆 

1）查阅企业资产信息、车辆信息等相关文件，确认是否与登记注

册在报告主体名下的所有车辆保有量一致； 

2）查阅市交通委行政审批数据交叉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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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核查要点（续） 

序号 行业 参数 核查要点 

  年度累计行驶里程（包括

累计里程，京内里程，天

津、河北里程、京津冀外

里程）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旗下车辆单车在不同区域范

围内行驶里程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上报市交通委、市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年度累计里程数据获取

方式 

1）确认是否与“累计里程”数据来源一致，如自有单车级大数据

监控平台、旗下车辆仪表盘抄表等。 

货运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报告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上报市交通委、市统计局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货运周转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报告数据是否准确； 

3）确认是否与已确认的货运量及平均运距相乘计算值一致。其

中，平均运距取自市交通委官方发布报告； 

4）查阅上报市交通委、市统计局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百公里单耗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企业自有监控平台数据，确认报告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工信部车辆百公里燃料消耗参考值等交叉核对，评估数据

是否合理； 

4）在折算油品质量时，汽油密度取 0.73kg/L,柴油密度取

0.86kg/L。 

百公里单耗数据获取方

式 

确认与“百公里单耗”数据来源是否一致，如自有单车级大数据

监控平台获取等。 

能源消耗量（包括汽油，

电，天然气，柴油，车用

尿素溶液）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查阅能耗统计台账等企业自有监控平台，确认不同类型能源消

耗量数据是否准确； 

3）查阅上报市交通委、市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交叉核对； 

4）在折算油品质量时，汽油密度取 0.73kg/L,柴油密度取

0.86kg/L。 

能源消耗量数据获取方

式 
确认与各类型“能源消耗量”数据来源是否一致。 

累计碳排放量 

1）确认数据来源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要求； 

2）确认数据是否与“能源消耗量”及相应的碳排放因子转换系数

计算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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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核查报告格式要求 

 

 

 

 

 

 

XXXX企业XX年度 

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 
 

 

 

 

 

 

 

 

 

 

 

 

 

 

 

 

 

 

 

 

核查机构名称（公章）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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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邮箱）  

核查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电话、邮箱）  

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排放报告期  

排放报告边界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新增设施的排放量及排放强度  

既有设施退出的排放量及排放强度  

报告主体所属行业领域  

核查依据的标准或方法学  

核查结论 

1. 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2. 本年度排放量及活动水平的声明 

3. 本年度排放量及活动水平波动的原因说明 

4. 核算和报告边界变化（含设施变化）情况 

5. 核查过程未覆盖的问题描述 

核查组组长  签名  日期  

核查组成员  

技术复核人  签名  日期  

批准人  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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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1.2 核查范围 

1.3 核查准则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2 文件评审 

2.3 现场核查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信息 

3.2 报告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3.3 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3.4 数据的符合性 

3.5 计量器具的符合性 

3.6 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7 新增排放设施及既有设施退出情况 

3.8 碳减排措施 

3.9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及执行情况 

3.10 京内移动设施和京外能源消费总量 

3.11 数据质量管理情况 

 

4. 核查结论 

4.1 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4.2 本年度排放量及活动水平的声明 

4.3 本年度排放量及活动水平波动的原因说明 

4.4 核算和报告边界变化（含设施变化）情况 

4.5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 

 

5. 附件 

附件1：不符合项清单 

附件2：相关核查支撑材料 

附件3：对碳排放控制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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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核查报告主要内容 

C.1 概述 

C.1.1 核查目的 

清晰描述核查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核查报告主体的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职责、权限是否已经落实； 

b) 核查报告主体提供的排放报告及其他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靠、符合要求； 

c) 核查计量器具配备是否完整，测量活动是否符合要求； 

d) 根据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评审，判断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C.1.2 核查范围 

清晰描述核查范围。如：碳市场核查范围是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的固定设施和注册地在北京

市的城市电汽车客运、城市轨道交通、道路货物运输、民用航空运输等移动设施导致的碳排放。 

若对京内移动源和京外化石燃料消费量核查，也需在此部分有所描述。 

C.1.3 核查准则 

清晰描述核查准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适用的核算和报告标准、技术规范等； 

b) 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获取所适用的地方或国家法规及标准； 

c) 计量设备配备、校准检定等所适用的地方或国家法规及标准。 

 

C.2 核查过程和方法 

C.2.1 核查组安排 

可采用表格的方式描述核查组成员、核查工作分工。 

C.2.2 文件评审 

详细描述文件评审的时间、过程及主要内容。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排放报告初始版本和最终版本的日期； 

b) 报告主体提供的支持性文件； 

c) 识别出的现场核查重点。 

C.2.3 现场核查 

可采用表格的方式描述现场核查的时间、对象及主要内容。 

C.2.4 核查报告编写及技术复核 

详细描述核查报告编写过程和内部技术复核过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开具的不符合项清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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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符合项清单发给报告主体的时间； 

c) 确认不符合项关闭的时间； 

d) 编写核查报告的时间； 

e) 实施技术复核的时间； 

f) 采取的其他质量控制措施（如有）。 

C.3 核查发现 

C.3.1 基本信息 

详细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基本信息，如报告主体名称、所属行业、地理位置、成立时间、所有制性质、规模、隶属关系
等； 

b) 组织结构； 

c) 主要产品或服务，对于制造行业的报告主体，描述生产的产品及生产工艺等；对于服务行业的
报告主体，描述服务范围及服务内容等； 

d) 能源管理现状，如使用能源的品种，能源计量统计及能源审计情况、年度能源统计报告等； 

e) 废弃物处理现状（如适用）； 

f) 报告主体存在的新增排放设施、新增替代既有设施以及既有设施退出情况（如有）； 

g) 以往年度的碳排放履约情况和履约方式的详细情况（如适用）,如自我控制排放、购买配额以

及碳信用额度等； 

h) 简要描述不符合项(如有),详细描述及纠正措施见附件 1。 

C.3.2 报告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详细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场所边界、设施边界是否与以往年度一致； 

b) 场所边界、设施边界是否与适用的核算和报告标准、技术规范等一致； 

c) 报告的每一个排放设施名称、型号和物理位置是否与现场情况相符； 

d) 道路运输行业报告主体的公共电汽车车辆、运营车辆总数、飞机总数及燃料消耗类型等是否与
现场情况相符；轨道交通的线路、配属车辆数量等是否与现场情况相符；（如适用） 

e) 如果对场所和数据实施抽样核查，说明本年度抽样方案与数量、与上一年度场所抽样情况的差
别，及是否符合核查准则要求； 

f) 简要描述不符合项(如有),详细描述及纠正措施见附件 1。 

C.3.3 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详细描述核查发现。包括对核算方法是否与适用的核算和报告标准、技术规范等要求相符给出结论，

对存在的偏离情况做详细说明，并给出符合性结论。 

C.3.4 数据的符合性 

C.3.4.1 参数信息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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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行业生产、服务参数及相关实时监测数据的单位、描述以

及制订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情况分别描述核查发现。对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做简要描述,详细描述及

纠正措施见附件1。 

C.3.4.2 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 

对每一个活动水平数据分别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每个实测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交叉核对、
确认的数值和核查结论； 

b) 简要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详细内容及纠正措施见附件 1。 

C.3.4.3 排放因子的符合性 

对每一个排放因子分别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每个实测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交叉核对、
确认的数值和核查结论； 

b) 每个取缺省值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确认的数值和核查结论； 

c) 简要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详细内容及纠正措施见附件 1。 

C.3.4.4 行业生产、服务参数的符合性（如适用） 

详细描述报告主体的生产、服务参数（如有）。对报告主体行业生产、服务参数的每一个数据描述

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每个实测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交叉核对、
确认的数值和核查结论； 

b) 每个取缺省值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确认的数值和核查结论； 

c) 简要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详细内容及纠正措施见附件 1。 

若相关信息的核查过程在C.3.4.1和C.3.4.2部分已做详细描述，在未降低核查质量的前提下，此部

分可以简化描述。 

C.3.4.5  实时监测数据的符合性 

如报告主体存在实时监测数据，需详细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 

a) 实时监测设备是否经过校准； 

b) 通过与物料平衡或排放因子计算结果的对比佐证测量结果的过程及结论。 

C.3.5 计量器具校准的符合性 

可采用表格方式对每一个计量器具的校准情况分别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序号； 

b) 规定的校准频次； 

c) 实际的校准频次和校准标准； 

d) 覆盖报告期的校准日期； 

e) 有效期； 

f) 核查结论； 

g) 简要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详细内容及纠正措施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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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计量器具较多或计量器具不受控制的情况，在确保不影响核查数据质量时，可仅描述计量器

具数量。 

C.3.6  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对核算结果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排放量的计算公式是否正确； 

b) 排放量的累加是否正确； 

c) 排放量的计算是否可再现； 

d) 直接排放量和间接排放量最终结果计算是否正确。 

若开展碳市场核查，还需对本年度排放量与基准年、上一年度对比情况描述核查发现。若存在异常

变化，详细说明原因并给出合理性结论。异常变化包括： 

a) 对于履约年度排放量在 10万吨（含）以上的报告主体，履约年度相对于历史基准年和上一年

度，排放量变化幅度超过 20%（含）； 

b) 对于履约年度排放量在 10万吨以下的报告主体，履约年度相对于历史基准年和上一年度，排

放量变化幅度超过 30%（含）。 

C.3.7 新增排放设施及既有设施退出情况 

C.3.7.1 新增设施基本信息 

对新增设施基本信息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设施的名称、型号、物理位置和投产时间等； 

b) 报告的设施基本信息是否与现场情况相符； 

c) 新增设施纳入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a) 简要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详细描述及纠正措施见附件 1。 

若开展碳市场核查，新增设施含基准期后新投产运行的所有设施。 

C.3.7.2 新增设施生产数据 

对报告期内新投产运行设施对应的生产数据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

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交叉核对、确认的数值以及核查结论。 

优先采用单独测量值作为数据来源。若未单独测量，可采用排放量分摊的方式推算。 

C.3.7.3 新增设施排放量 

对每一个新增设施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以及排放量描述核查发现。若相关参数在C.3.4.1和

C.3.4.2部分已做详细核查，该部分仅做简要描述。 

优先采用单独测量值核算排放量作为数据来源。若未单独测量，按照以下优先序获取数据： 

a) 根据设备功率、运行时间等参数估算； 

b) 根据生产负荷、产品产量等数据估算。 

C.3.7.4 新增设施排放强度 

详细描述新增设施排放强度及其计算过程。 

C.3.7.5 新增设施替代既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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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描述新增设施及其替代的既有设施的基本信息、运行情况及排放量。 

C.3.7.6 既有设施退出 

详细描述退出的既有设施基本信息、基准年及上一年度的排放量和排放强度。 

C.3.8 碳减排措施 

详细描述报告主体上年度碳减排措施实施效果、减排潜力，以及未来年度碳减排措施和预期效果。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针对碳达峰和碳中和所采取的计划或规划； 

b) 未来年度碳减排措施的内容及与法规的符合性； 

c) 采用碳减排措施情况下未来每年的排放量预估过程及计算是否正确； 

d) 未采用碳减排措施情况下未来每年的排放量预估过程及计算是否正确； 

e) 报告主体上年度提交的碳减排措施实施效果。 

C.3.9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及执行情况 

C.3.9.1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 

可采用表格方式对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的符合性形成核查发现。简要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

详细描述及纠正措施见附件1。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版本及修订情况的符合性； 

b) 报告主体描述的符合性； 

c) 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描述的符合性； 

d) 数据获取方式的符合性； 

e) 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符合性。 

C.3.9.2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执行情况 

结合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对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的执行情况描述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基本信息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的报告主体简介一致； 

b) 报告的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的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描述
一致； 

c) 所有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行业生产、服务参数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的参数确定方
式一致； 

d) 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是否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校准，维护和校准是否符合国家、地区计量法规
或标准的要求，是否符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核算指南或设备制造商的要求； 

e) 监测结果是否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中规定的频次记录； 

f) 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是否与数据质量控制方案一致； 

g) 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要求是否有效实施。 

C.3.10 京内移动设施和京外能源消费总量 

若开展碳市场核查，需要对京内移动设施和京外能源消费总量形成核查发现。内容包括： 

a) 能源类别识别是否完整； 

b) 能源消费数据是否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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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1 数据质量管理情况 

对报告主体的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情况形成核查发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是否按标准和规定进行计量器具的校准和检定； 

b) 是否明确了管理部门，专人负责数据的记录、收集和整理工作； 

c) 是否建立了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的规章制度； 

d) 是否制定了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变化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应对措施； 

e) 文档管理是否规范。 

C.4 核查结论 

C.4.1 核算、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C.4.2 本年度排放量及活动水平的声明 

C.4.2.1 经核查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的声明 

C.4.2.2 经核查的活动水平的声明 

C.4.3 本年度排放量及活动水平波动的原因说明 

C.4.3.1 本年度排放量波动的原因说明 

C.4.3.2 排放波动情况说明（如适用） 

若开展碳市场核查，对于履约年度碳排放量10万吨（含）以上的报告主体，履约年度相对于历史基

准年排放量变化幅度超过20%（含）；对于履约年度碳排放量10万吨以下的报告主体，履约年度相对于

历史基准年排放量变化幅度超过30%（含）时，需详细描述排放量波动原因，给出合理性结论。 

C.4.3.3 本年度活动水平波动的原因说明 

分析报告主体本年度相对于基准年、上一年度活动水平波动情况，解释原因，并给出合理性结论。 

C.4.4 核算和报告边界变化（含设施变化）情况 

C.4.4.1 本年度场所边界的变化 

描述本年度相对于基准年（如有）、上一年度边界变化的核查结论。 

C.4.4.2 本年度排放设施的变化（如有） 

描述排放设施变化情况的核查结论。内容包括新增设施、新增替代既有设施、既有设施退出的活动

水平和排放量等。 

C.4.5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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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附件 

附件1：不符合项清单 

可采用表格的方式详细描述核查过程中开具的不符合项，报告主体对不符合项的原因分析、采取的

纠正及纠正措施，核查结论。 

附件2：相关核验支撑材料 

附件3：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对报告主体存在的虽不违反适用的核算和报告要求，但容易导致未来出现误报告或不符合项的情

况提出建议。 

C.6 资料性用表 

表C.1～表C.6列出了核查报告可参考使用的资料性用表。 

表 C.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专业代码 

    

    

    

表 C.2 现场核查访谈记录表 

时间 访谈对象（姓名） 部门 职位 访谈内容 

     

     

     

表 C.3 参数信息符合性记录 

类型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是否制订数据质量控制方案 

活 

动 

水 

平 

数 

据 

直 

接 

排 

放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     

间 

接 

排 

放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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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参数信息符合性记录（续） 

类型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是否制订数据质量控制方案 

排 

放 

因 

子 

直 

接 

排 

放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     

间

接 

排

放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     

其他 

数据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     

补充 

数据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     

实时监测

的数据 

数据 1     

数据 2     

数据 3     

…     

表 C.4 计量器具符合性记录 

序号 SN 
计量器具 1 计量器具 2 计量器具 3 … 

    

规定的校准频次     

实际的校准频次     

校准标准     

覆盖报告期的校准日

期 

    

有效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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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核查结论表 

序号 主要内容 核查内容 核查结论 

1 数据质量控制方

案版本的符合性 

a）最终版本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是 □否 

b）发布或修改时间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是 □否 

c）发布或修改的内容是否满足适用的核算和报告要求； □是 □否 

d）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  

2 报告主体描述的

符合性 

a）报告主体的基本信息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是 □否 

b）主营产品、生产设施信息、组织机构图、厂区平面分布图、工艺
流程图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是 □否 

c）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  

3 
核算边界和主要

排放设施描述的

符合性 

a）法人边界的核算范围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是 □否 

b）行业生产、服务参数表的核算范围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如涉及）； □是 □否 

c）主要排放设施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如涉及）； □是 □否 

d）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  

4 数据获取方式的

符合性 

a）对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的识别是否全面； □是 □否 

b）是否对参与核算的所有参数都制定了获取方式； □是 □否 

c）所填报的各项数据单位是否符合核算和报告要求； □是 □否 

d）所有数据的计算方法和获取方式是否合理且符合核算和报告要
求； □是 □否 

e）数据获取所涉及的计量器具的型号、位置是否属实； □是 □否 

f）计量器具的监测频次、精度和校准频次是否符合相关标准或技术
规范要求； □是 □否 

g）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是否具备保守性； □是 □否 

h）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  

5 
数据内部质量控

制和质量保证的

符合性（如适用） 

a）报告主体是否已指定专人负责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制定、碳排放核
算和报告工作； □是 □否 

b）报告主体是否已建立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的制定、修订、审批以及
执行等的管理制度； □是 □否 

c）报告主体是否已建立排放报告的编写、内部审核以及审批等管理
制度； □是 □否 

d）报告主体是否已按要求建立碳排放文件归档管理制度； □是 □否 

e）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制定和执行人员以及排放报告编制人员是否具
备相应的技术能力； □是 □否 

f）描述发现的不符合项（如有）。  

6 其他（如有） 描述其它的核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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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不符合项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原因分析 报告主体采取的纠正及纠正措施 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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