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净零排放供应商参与计划:
范围 3 温室气体核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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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加强对根据温室气体  (GHG) 
核算体系  的技术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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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 排放？
完整的 GHG 足迹包括三个排放范围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
直接排放。

范围 1

例如：燃料燃烧、
公司车辆使用

外购能源的间接排放。

范围 2

例如：用电

价值链上的其他所有间
接排放。

范围 3

例如：废弃物、外购
货物，以及售出产品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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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气候可持续发展流程图

范围 3
筛查
________

范围 3
足迹分析
________

减排
措施规划
________

比较自己与同行企业的温
室气体足迹，评估他们的减
排目标，了解什么样的减排
水平符合全球气候科学理
论，然后据此为自己设定恰
当的目标

设定温室气体  
 减排目标
 _________

测量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活
动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排放

开始思考您要采取哪些措
施来减少排放，这有助于您
设定 GHG 减排目标

更确切地测量您在“范
围 3 筛查”阶段确定的
价值链上重要排放源
的排放

简介
________

懂得缓解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
过测量和管理排放来实现这一目标

足迹边界
________

确定组织用来汇总
温室气体足迹的方法

范围 1
足迹分析
________

范围 2
足迹分析
________

对企业整个价值链的
排放进行初步的粗略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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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核算  GHG 排放方面面临着哪些挑战

和机遇？

机遇 (+) 挑战 (-)
与竞争对手比较 内部统一方面可能存在阻碍

更好地了解自身业务活动 数据收集

提高企业信誉和报告能力 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收获良好声誉

满足利益相关方要求

管理风险

有机会参与非强制性 GHG 行动计划/进入相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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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拘泥于完美而止步不前。

如何解决  GHG 排放（特别是范围 3 排放）核算

的挑战？
优化数据
和计算

作出假设 必要时
进一步挖掘

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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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对 GHG 核算体系要求的技术性理
解



排放边界：
范围

资料来源：GHG 核算体系企业价值链标准

CO2

CH4 HFCs

N2O PFCs

SF6

NF3

范围 1
直接排放 

报告公司

公司车辆

公司设施

范围 3
间接排放 

下游活动

特许经营

售出产品的加
工

租赁资产

运输和配送

售出产品的
最终处理

售出产品的
使用

范围 2
间接排放 

范围 3
间接排放 

上游活动

自身消耗的外购
电力、蒸汽、热力

和冷力

外购货物和服务

运输和配送

员工通勤

商务差旅

租赁资产

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的废弃物

燃料和能源
相关活动

资本货物

投资

02 对 GHG 核算体系要求的技术性理解

https://ghgprotocol.org/standards/scope-3-standard


范围 3 排放类别

范围 3 排放是指报告公司价值链中产生的，除范围 1 和范围 2 
排放以外的所有间接排放，包括上游排放和下游排放。

1
外购货物和服务

2
资本货物

3
燃料和能源相关

活动

4
上游运输和配送

5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的废弃物

6
商务差旅

7
员工通勤

8
上游租赁资产

9
下游运输和配送

10
售出产品的加工

11
售出产品的使用

12
售出产品的最终

处理

13
下游租赁资产

14
下游租赁资产

15
投资

上游排放类别 下游排放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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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方法

组织边界（选择一种

股权比例
控制权

财务控制权 运营控制权

组织边界 定义

股权比例 公司根据其在生产经营中的股权比例来核算排放量

财务控制权
核算公司有权指导财务和运营政策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排放量

运营控制权 
（最为常见）

核算公司有权制定和执行运营政策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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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方法示例

母公司有权在其组织内制定财务和运营政策。公司名下

有一家子公司，其持有子公司 50% 的经济权益，但不享

有运营或财务控制权。

应该如何核算该组织在各边界下的排

放量？

股权比例 母公司：100%

子公司 50%

财务控制权 母公司：100%

子公司 0%

运营控制权 母公司：100%

子公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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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规模

● 范围 3 排放中按类别细分的数据因公司类型而异。

● 例如，电子设备制造商的范围 3 排放可能
主要是第 11 类排放“售出产品的使用”，
而专业服务公司的范围 3 排放则可能主要是
第 1 类排放“外购货物和服务”以及第 6 类
排放“差旅”。

在您的 GHG 排放足迹中，范围 3 
排放的占比可能最大

公司 GHG 足迹示例

范围 3

范围 1
范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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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

确定各排放源分别属于哪个排放范围？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欢迎使用聊天窗口发言或回答。

排放源  范围 1、
2 还是 3？

公司总部用电 

现场使用天然气作为能源的燃料电池 

员工通勤 

公司配送中心的丙烷动力叉车 

售出冰箱的回收 

生产外购零部件消耗的电力 

用公司车队运输产品 

顾客使用冰箱的能源消耗 

搭乘飞机参加商务会议 

公司生产设施的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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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活动

确定各排放源分别属于哪个排放范围？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欢迎使用聊天窗口发言或回答。

排放源  范围 1、
2 还是 3？

公司总部用电   3

现场使用天然气作为能源的燃料电池  1

员工通勤  3

公司配送中心的丙烷动力叉车  1

售出冰箱的回收  3

生产外购零部件消耗的电力  3

用公司车队运输产品  1 

顾客使用冰箱的能源消耗  3

搭乘飞机参加商务会议  3

公司生产设施的能源消耗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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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总结

GHG 核算体系概览

● GHG 排放分为三个范围。

● 范围 1 和 2 关乎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

● 范围 3 可能是公司排放清单中占比最大的部分，而且更为复杂。

● 汇总方法决定组织边界和排放范围。

● 运营控制权是组织使用的最常见的边界。这种汇总方法使组织能够系统地影响其对气候缓解的控制。

02 对 GHG 核算体系要求的技术性理解



03 确定范围 3 排放



确定范围 3 排放的关键步骤

筛查所有类别
排放

确定相关类别
必要时收集

更优质的数据
确定重点关

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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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3 筛查

● 从大型通用数据集着手

● 范围 3 排放包含很多类别，可能会让筛查一下子变得非常复杂。切记，一
定不要花太多时间研究那些可能并不重要的计算。

对比所处行业的各类范围 3 排放

● SBTi 公布了按行业划分的范围 3 排放量平均明细（本报告中的图 2）。

● 查看 CDP 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公布的排放情况。

GHG 核算体系范围 3 排放评估工具

● 免费在线工具。

● 提供对范围 3 排放的粗略估计。

● 对从未评估过自身范围 3 排放的组织而言是个不错的着手点。

● 可以帮助确定关键排放类别。

https://ghgprotocol.org/scope-3-evaluator

03 确定范围 3 排放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legacy/2018/12/SBT_Value_Chain_Report-1.pdf
https://quantis-suite.com/Scope-3-Evaluator/


什么样的范围 3 类别是“相关”类别？

目前没有规范的标准来确定相关性。 
● 例如：即使商务差旅排放较少，但如果给利益相关方造成了较大压

力并且能够明显影响排放量，公司可能仍然需要将这一类别

判定为“相关”类别

判断标准 活动说明

规模 在公司的预计范围 3 排放总量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影响 可能由公司承担或受公司影响的潜在减排目标。

风险 可增加公司的风险敞口（例如，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如金融、监管、供应链、产品和技术、合规/诉讼和声誉风险）。

利益相关方 被关键利益相关方（如客户、供应商、投资者或民间组织）视为至关重要的类别。

外包 以前在内部执行的外包活动，或者由报告公司外包的、通常由报告公司所在行业的其他公司在内部执行的活动。

行业指导 被行业指导文件确定为重要排放类别。

支出或收入分析 支出或收入水平高的领域（有时与 GHG 高排放相关）。

其他 符合公司或行业制定的其他任何标准。

哪些类别排放可能与下列各类组织相关？ 
● 硬件制造商

● 以人为本的专业服务提供商

● 电子设备制造商

03 确定范围 3 排放



收集数据和缩小关注范围

优先考虑最相关排放类别的数据和计算

关注有数据可用的
相关类别

必要时收集
更优质的数据

确定重点关
注领域

避免花太多时间收集排

放量很小的类别的数据 

03 确定范围 3 排放



数据质量

● 首次开启气候可持续性之旅时，所收集的数据质量往往不如人意

，尽您最大的努力即可，必要时可作出保守的估计。 

● 即使对拥有成熟足迹的公司来说，数据质量改进也是一个持续的

过程。

● 数据类型示例：

○ 支出数据

■ 您在各种货物/服务上花了多少钱？

○ 产品数据

■ 您售出了多少产品？拥有这些产品的哪些数据？

○ 员工数据

■ 您有多少名员工？他们在哪里工作？

There is no perfect Scope 3 Activity Data.
没有完美的范围 3 排放活动数据

03 确定范围 3 排放



要点总结

解决范围 3 排放

● 筛查组织的 GHG 排放，确定最为相关的类别。

● 收集数据，重点关注最为相关的类别。

● 数据质量改进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 必要时使用保守估计和推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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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上游范围 3 排放类别：1–8



什么是上游排放？

上游和下游的区分关系到排放源在企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即，位于报告公司的上游（之前）还是下游（之

后）。在 GHG 核算中，它还与谁为排放源买单/谁创造了需求有关。

04 上游范围 3 排放类别：1–8

外购货物和服务

1

资本货物

2

燃料和能源
相关活动

3

上游运输和配送

4

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的废弃物

5

商务差旅

6

员工通勤

7

上游租赁资产

8



第 1 类：外购货物和服务

外购货物和服务的隐含排放（也称上游排放或“从摇篮到大门”排放）

提取

运输

生产

数据源示例

● 内部数据系统

● 物料清单

● 采购单

服务

● 广告

● 会计

其他运营货物/服务

示例

● 法律服务

● 维护

货物

● 钢材

● 胶水

● 木材

●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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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货物 — 
公司用于提供产

品/服务的使用寿

命较长的产品

第 2 类：资本货物

资本货物的隐含排放（也称为上游排放或“从摇篮到大门”排放）

固定资产 厂房、物
业及设备

数据源示例

● 内部数据系统

● 物料清单

● 采购单

机械/设备

建筑/设施

车辆

示例

04 上游范围 3 排放类别：1–8



下列各项属于哪个类别，“外购货物和服务”还是“资本货

物”？

● 叉车

● 软件 
● 纸张

● 新建筑

04 上游范围 3 排放类别：1–8



第 3 类：

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
报告公司所消耗燃料和电力的提取、生产和运输。此类别包括 4 个部分：

数据源示例

● 参考范围 1 和范围 2 的 GHG 排放清单，

包括燃料的数量、来源和类型

● 从燃料采购部门收集的数据

提炼用于供暖加热的天然气

X 公司用了 100 kWh 电。另有 10 kWh 在输

配电过程中损失。X 公司应计算 100 kWh 的
上游排放，以及输配电过程中损失的 10 kWh 
的上游排放和燃烧

上游燃料排放1
上游电力排放2
输配电 (T&D) 损失排放3
输配电 (T&D) 损失排放4

示例

仅适用于公
用事业或
能源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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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类：上游运输和配送
外购出库物流服务属于外购服务，因此被归入上游排放。

此类别包括：

外购产品的入库运输

和配送

外购运输和配送服务

● 入库

● 出库

● 自有设施之间的运输

数据源示例

● 内部运输管理系统

● 采购订单

● 特定运输工具或运输方式的经营者

入库海运

由报告公司支付运费的售出产品 运输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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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类：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废弃物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置和处理

数据源示例

● 内部 IT 系统

● 公用事业账单

X 公司填埋了 65% 的混合废弃物

化工生产中产生的废水

X 公司回收了 80% 的废纸

固体废物

 废水

 可选：废弃物运输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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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类：商务差旅
员工使用第三方车辆进行业务相关的活动

航空旅行

租车及里程报销

火车/公交车/出租车等

酒店住宿（可选）

数据源示例

● 旅行社/旅行服务提供商的报告

● 内部费用/报销系统

此类别不包括以下各项产生的排放：

用公司自有或控制的车辆运输

●  范围 1 或 2

员工上下班的交通

●  范围 3 第 7 类（员工通勤）

未包含在范围 1 和 2 中的租赁车辆运输

●  范围 3 第 8 类（上游租赁资产）

04 上游范围 3 排放类别：1–8



第 7 类：员工通勤
员工使用非报告公司自有/控制的车辆往返于住家和

工作地点

数据源示例

● Average national data
● Internal commuting survey
● Employee location data

示例

一名员工每周 5 天、每天乘坐客车往返 
4 英里

一名员工总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

单程 7 英里

非员工通勤：一名员工驾驶公司自有车辆上班

●  这属于哪个范围/类别？

汽车、公交车、列车、自行车等

可选：远程工作产生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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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类：上游租赁资产
具体属于范围 1 和范围 2 还是范围 3 第 8 类，这取决于组织边界

数据源示例

● 公用事业账单

● 采购单

● 仪表读数

● 内部 IT 系统

来自租赁的公司用商务飞机的尚未

纳入范围 1 的燃料消耗

来自租赁办公室的尚未纳入范围 2 的电力消耗

非上游租赁资产：当公司使用运营

控制权边界时，租赁车辆的燃料消耗

●  范围 1

租赁资产运营产生的尚未纳入范围 1 和 2 的排放

适用于运营租赁资产的公司（即承租人）

• 对于拥有并向他人出租资产的公司（即出租人），请参见

类别 13（下游租赁资产）

示例

04 上游范围 3 排放类别：1–8



要点总结

上游范围 3 排放

● 上游排放类别发生在报告公司之前或由报告公司支付费用。

● 数据类型和数据源各不相同。

● 各类别的排放规模取决于所属行业。

04 上游范围 3 排放类别：1–8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什么是下游排放？

下游排放发生在产品/服务离开您的组织场所之后。它可能包括从仓库运输至客户处、

客户/顾客使用您生产的产品/服务等。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下游运输和配送

9

售出产品的加工

10

售出产品的使用

11

售出产品的
最终处理

12

下游租赁资产

13

特许经营

14

投资

15



第 9 类：下游运输和配送
售出产品的出库运输和配送 

● 不属于报告公司自有/控制的车辆和设施 
● 不由报告公司支付费用

由于数据质量往往较差，您在计算这一类别时可能需

要作出许多假设

由客户支付费用的出库卡车运输

售出货物在客户配送中心的存放

在零售商店铺货架上售出的货物
不同情形下如何核算因售出产品的

运输和配送而产生的范围 3 排放

公司不负责支付将售出产品运

输给零售商的费用
范围 1 和 2 范围 3 第 9 类

售出产品的运输 零售商报告公司 消费者

公司负责支付将售出产品运输给

零售商的费用
范围 3 
第 4 类

范围 1 和 2 范围 3 
第 9 类

示例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如果 X 公司（报告公司）向一家糖果制造

商销售糖，则与糖果生产过程相关的排

放属于第 10 类排放

第 10 类：售出产品的加工
● 将中间产品加工成成品的过程 

● 仅适用于销售中间产品的公司

● 中间产品在使用前需经过进一步加工、转化或包含在其他产品中

● 排放应归入中间产品

中间产品示例：

钢材

●  可加工成金属制品

纱线

● T 可加工成衣服

电线
● 可做成电子设备的一部分

数据源示例

●  采购单/内部数据系统

●  来自协会/数据库的行业平均数据

示例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第 11 类：售出产品的使用
售出产品在使用阶段产生的排放 

● 贯穿产品的整个预期使用寿命

● 可以是直接排放，也可以是间接排放

此类别应包括产品在售出当年整个预期使用

寿命内产生的排放。

售出冰箱在其生命周期的报告年

度中消耗的电力（直接排放）

运行报告公司售出的软件包

所消耗的电力（间接排放 — 
可选

数据源示例

● 内部数据系统

● 销售记录

● 行业协会

● 调查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  售出产品直接消耗的

 能源

●  售出产品使用期间

 消耗的，但并非产品

 本身所消耗的能源  

●  可选，但如果预计

 排放量较大，建议纳入

 计算

示例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第 12 类：
售出产品的最终处理
报告年度内对使用寿命已结束的产品进行处置和处理所产生的排放

数据源示例

● 报告年度内售出产品/包装的重量

● 消费者调查

● 全国处置行为的平均数据

● 关于废弃物处理的政府指令

X 公司从事袜子销售，其 90% 的
消费者都会在袜子使用寿命结束后

把它们扔掉

Dunder Mifflin 从事纸张销售，

其 85% 的消费者在使用纸张后都会

进行回收
需要对消费者使用的最终处理方法进行假设。

排放量因废物材料和处置方法（如填埋、回收、燃烧）而异。

示例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第 13 类：下游租赁资产
具体属于范围 1 和范围 2 还是范围 3 第 13 类，这取决于组织边界

数据源示例

● 公用事业账单

● 采购单

● 内部 IT 系统

X 公司分租了一间未纳入其范围 1 和 2 排放的办

公室

●  该办公室使用电力、燃料和制冷剂所产生的

 排放属于此类别

Y 公司出租了一辆未纳入其范围 1 和 2 排放的叉

车 

●  叉车工作消耗燃料所产生的排放属于此类别

由报告公司拥有但出租给另一实体的资产在运营时产生的、

尚未纳入范围 1 和 2 的排放

适用于拥有资产并将其出租给他人的公司（即出租人）

● 运营所租赁资产的公司（即承租人）应参考

类别 8（上游租赁资产）。

示例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第 14 类：特许经营
● 可选：与制造或建造特许经营相关的生命周期排放 

● 这个层面的数据可能没有那么精细，因此您可能需要作出假设。

数据源示例

● 公开的 GHG 排放清单报告

● 公用事业账单

● 采购单

● 内部 IT 系统

X 公司拥有一家未纳入其范围 1 和 2 排放的

特许经营企业

●  该特许经营企业使用电力、燃料和

 制冷剂所产生的排放属于此类别

特许经营产生的尚未纳入范围 1 和 2 的排放

适用于特许授予者

● 向其他实体授予销售或分销其商品或服务的许可，并获得

受许者支付的相应费用（例如为使用商标和其他服务而支付

的特许权使用费）的公司

示例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第 15 类：投资
● 与报告公司投资相关的排放

● 由于提供资本或融资是报告公司的一项服务，因此被

视为下游排放类别

● 适用于投资者 
○ 以盈利为目的进行投资的公司

○ 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 

● 也适用于不以盈利为目标的投资者

例如：多边发展银行

数据源示例

● 财务记录 
○ - 来自报告公司

○ - 来自接受投资的公司

X 公司拥有 2 家合资企业

● 与投资相关的范围 1 和范围 2 排放属于

 此类别

主要为私营金融机构设计

也关乎：

● 公共金融机构

● 投资所产生排放未纳入范围 1 和
范围 2 的其他实体

示例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 数字安全公司食品杂货零售商电子设备制造商

哪些类别排放可能与
下列各类组织相关？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关于范围 3 排放类别的测验

来做几个小测验吧！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测验 1：以下排放源属于范 围 3 的哪个排放类别？

A 公司采购了新的机械和设备供自身生产制造使用  

A. 第 1 类：外购货物和服务

B. 第 11 类：售出产品的使用

C. 第 4 类：上游运输和配送

D. 第 2 类：资本货物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测验 1：以下排放源属于范 围 3 的哪个排放类别？

A 公司采购了新的机械和设备供自身生产制造使用  

A. 第 1 类：外购货物和服务

B. 第 11 类：售出产品的使用

C. 第 4 类：上游运输和配送

D. 第 2 类：资本货物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测验 2：您能判断出以下排放源属于范 围 3 的
哪个排放类别吗？

A 公司雇用了  UPS 将成品从他们工厂运输至客户处。

A. 第 6 类：商务差旅l

B. 第 4 类：上游运输和配送

C. 第 9 类：下游运输和配送

D. 第 11 类：售出产品的使用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测验 2：您能判断出以下排放源属于范 围 3 的
哪个排放类别吗？

A 公司雇用了  UPS 将成品从他们工厂运输至客户处。

A. 第 6 类：商务差旅l

B. 第 4 类：上游运输和配送

C. 第 9 类：下游运输和配送

D. 第 11 类：售出产品的使用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测验 3：您能猜出以下排放源属于范 围 3 的哪
个排放类别吗？

A 公司的一名员工驾驶公司自有车辆去参加商务会议

A. C第 9 类：下游运输和配送

B. 第 6 类：商务差旅  

C. 第 7 类：员工通勤 

D. 以上皆否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测验 3：您能猜出以下排放源属于范 围 3 的哪
个排放类别吗？

A 公司的一名员工驾驶公司自有车辆去参加商务会议

A. C第 9 类：下游运输和配送

B. 第 6 类：商务差旅  

C. 第 7 类：员工通勤 

D. 以上皆否

05 下游范围 3 排放类别：9–15



06 计算方法



排放量计算公式

06 计算方法

GHG 排放量  
(CO2e)

● 按照惯例，CO2e 
以公吨表示

● 不同 GHG 造成的升温程度

不同

● CO2e 使相对于 CO2 的升温

量标准化

输入数据

数据类型示例：

● 支出金额

● 行程距离

● 销量

● 耗电量 (kWh)

有关活动水平数据的来源，请参

阅第 4 节和第 5 节中的数据源

示例

排放因子  
(EF)

每相关单位（即，每行驶一英里、

每支出一美元）的排放量

● 例如：2 kg CO2e/mile
● 例如：4 g CH4/kWh

全球升温潜势 
(GWP)

● 相对于 CO2，某种温室气体

使大气升温的程度是多少 
● 若 EF 已经用每单位

产生的 CO2e 表示，

则不需要乘以 GWP
● 若 EF 未用 CO2e 表示，

则需要乘以 GWP
● GWP 的值请参见 IPCC 

报告

× ×



不同类型的计算方法概览

● 每个类别都有多种计算方法可选

○ 可根据数据可用性和相关性灵活选择计算方法

● 有关计算方法的详细指导，请参见 GHG 核算体系范围 3 计算指南

方法类型示例：

按供应商 依赖于供应商提供的相关排放数据

混合方法 结合供应商提供的数据和其他方法

平均数据 使用平均数据确定活动水平

基于支出 根据在货物或服务上花费的金额来估算排放量

基于距离 根据行程距离计算排放量

基于燃料 根据燃料消耗计算排放量

06 计算方法

https://ghgprotocol.org/scope-3-technical-calculation-guidance


选择适当的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的选择标准：

● 范围 3 活动的相对排放规模 

● 公司业务目标

● 数据可用性 

● 数据质量

● 各方法需投入的成本和精力

● 公司确定的其他标准

注意：GHG 核算体系范围 3 计算指南提供了决策树来帮助您确定适合的计算方法 

最具体

最宽泛

结果质量 时间和

精力

范围 3 计算方法

06 计算方法

https://ghgprotocol.org/scope-3-technical-calculation-guidance


基于支出的方法

环境扩展投入产出 (EEIO) 模型估计了经济体中不同部门和产品

的生产及上游供应链活动所消耗的能源或所产生的 GHG 排放。

由此得出的 EEIO 排放因子可用于估算给定行业或产品类别的 
GHG 排放量。在确定数据收集工作的优先顺序时，EEIO 数据对

筛查排放源特别有用。

EEIO 模型是通过根据行业之间的经济流动将全国 GHG 排放归

入各个成品组而得到的。不同 EEIO 模型所纳入行业和产品的数

量以及更新的频率有所不同。EEIO 数据往往具有综合性，但与

其他数据源相比，其精细度相对较低。

需要按类别细分支出，以确定适当的排放因子。

GHG 排放量
基于支出的  EEIO 排放因子  

（例如，EPA 供应链 EF）
年度支出 ×

06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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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3 排放类别 是否适合使用基于支出的 计算方法？

第 1 类：外购货物和服务 ✔

第 2 类：资本货物 ✔

第 3 类：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 不适用

第 4 类：上游运输和配送 ✔

第 5 类：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废弃物 ✔

第 6 类：商务差旅 ✔

第 7 类：员工通勤 不适用

第 8 类：上游租赁资产 ✔

第 9 类：下游运输和配送 不适用

第 10 类：售出产品的加工 不适用

第 11 类：售出产品的使用 不适用

第 12 类：售出产品的最终处理 不适用

第 13 类：下游租赁资产 不适用

第 14 类：特许经营 不适用

第 15 类：投资* 不适用

06 计算方法

*适用于金融机构



平均数据方法

● 涉及到根据行业/全国等平均数据估计活动水平

● 对于外购货物和服务以及资本货物类别，这包括使用：

外购货物/服务数据和生命周期分析 (LCA) 排放因子。

示例：第  7 类 — 员工通勤

A 公司有 1,000 名员工，工作地点都在美国。由于 A 公司没有详细的员工通勤数据

，于是他们参考了一项关于通勤族习惯的全国性调查。A 公司的员工平均每年工作 
240 天。

注意：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均未参考实际数据，仅作说明之用。

自驾通勤员工的排放量

员工人数 * 采用该通勤方式的员工所占的百分比 * 往返距离 * 每年工作天数 * 排放因子 
1,000 * 0.9 * (10 * 2) * 240 * 0.2 = 864,000 kg CO2e

公交通勤员工的排放量

员工人数 * 采用该通勤方式的员工所占的百分比 * 往返距离 * 每年工作天数 * 排放因子 
1,000 * 0.1 * (5 * 2) * 240 * 0.1 = 2,400 kg CO2e

员工通勤排放总量

自驾排放量 + 公交排放量 
864,000 + 2,400 = 866,400 kg CO2e =866.4 tCO2e

通勤人群
占总通勤人数的

百分比
平均单程距离

（英里）

排放因子（每辆
自驾车或每位公交车
乘客行驶一英里排放

的 CO2e [kg]）

自驾 90% 10 0.2

公交车 10% 5 0.1

06 计算方法



可以去哪里查找排放因子

● 应从权威的数据源（如全国数据集）中查找排放因子

● 使用可用数据集的最新版本，且务必记录您的排放清单管理计划中

使用的排放因子

● GHG 核算体系范围 3 计算指南提供了各类排放的排放因子数据源示例

常见排放因子数据源示例：
●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
● 已发布的 LCA 研究

● LCA 数据库 
○ EcoInvent
○ GaBi

● 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GHG 排放因子中心

● 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DEFRA）

● EEIO
○ EPA 供应链排放因子

○ 美国 EEIO
○ 卡耐基·梅隆大学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 

(EIO-LCA) 模型

○ E3IOT

06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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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检查单位！ 
确保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单位相符。例如，如果活动水平的单位为英里，而排放因子的单位为 
kg CO2e/km，结果便会出现错误。

注意

06 计算方法



排放清单管理计划

可验证且可靠的排放清单管理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 汇总方法

● 基准年

● 需要重新计算基准年水平的显著性阈值

● 包含/排除内容及确定方式

● 所使用的 GWP
● 其他备注

● 所使用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数据所有者

● 各类排放的计算方法

● 对所用排放因子的提及（附版本年份）

● 假设

06 计算方法



要点总结

计算方法

● 计算范围 3 排放量的方法有很多。

● 方法越具体，结果越准确，但需投入越多时间和精力。

● 优先计算最相关类别的排放量。

06 计算方法



课堂活动

A 公司购入了

● 800 张钢板

○ 每张重 3 kg

● 900 个塑料套管

○ 每个重 1 kg

排放因子

● 钢材的 LCA 排放因子

○ 0.5 kg CO2e/kg 钢材

● 塑料的 LCA 排放因子

○ 0.2 kg CO2e/kg 塑料

注意：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均未参考实际数据，仅作说明之用。

 使用平均数据方法，通过计算器计算 A 公司外购货物和服务的排放量

06 附录



A 公司的外购货物和服务

计算

外购数量 * 产品重量 * 基于重量的 LCA 排放因子

900 * 1 * 0.2 = 180 kg CO2e

外购数量 * 产品重量 * 基于重量的 LCA 排放因子

800 * 3 * 0.5 = 1,200 kg CO2e

钢材排放量 + 塑料排放量

1,200 + 180 = 1,380 kg CO2e = 1.4 tCO2e

塑料排放量

钢材排放量

外购货物和服务的总排放量

06 附录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示例

X 公司从事电脑生产，然后卖给 Meta。他们正在首次编制自己的范围 3 排放清单。过程如下：

相关类别

● 他们确定了自己的最大排放

类别为

○ 售出产品的使用

○ 外购货物和服务

○ 上游运输和配送

● 他们决定深入计算这些类别的排放

量，对其他类别则根据

支出进行大致估算

数据质量和估算

● 在计算上游运输的排放量时，公司

团队并没有产品重量数据

○ 研究表明，电脑的重量在 4-5 
kg 之间，保守起见，他们假设

每台电脑重 5 kg

● 数据质量改进是一个持续的

过程。随着数据不断优化，

他们可以逐渐完善自己的假设

计算

● 在开始计算排放量时，X 公司

仍然感到很迷茫

● 他们不确定

○ 要使用哪种计算方法

○ 如何计算排放量

○ 可以去哪里查找排放因子

● 对于任何此类不确定性，他们

参考了 GHG 核算体系技术指南 

https://ghgprotocol.org/scope-3-technical-calculation-guidance


结束语

要点总结

● 尽管范围 3 涵盖的排放类别很广泛，但若采用正确的策略和方法，还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 无需对每个范围 3 类别均进行完整、深入的计算。 

● 务必关注规模最大的排放类别，可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方法来计算它们的排放量。

● 最重要的是，充分利用您掌握的数据和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



Meta makes no guarantees as to the accuracy or currentness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nd that any user of these Meta resources should refer to the cited public sources for 
official guidance (including SBTi) and that Meta’s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for its suppliers are set forth in Meta’s Supplier Connect portal and supplier contra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