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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评价管理规定

第一条 目的：为了满足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适合预期用途的要求，通过产品

生命周期的评价，识别产生主要环境负荷的关键影响因子，对其进行减量化控制，

以寻求减少环境污染。确保组织温室气体盘查符合 ISO14064，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原则：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透明性。

第三条 职责、权限和能力

组建盘查项目小组，年度针对一个产品系统(包括产品、工艺和服务过程)

进行生命周期评价(LCA)，通过对评价对象在其全生命周期内的能源消耗、原材

料投入、污染物排放及其它环境影响（包括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GWP)，

初级能源消耗  (Primary Energy Demand, PED)、水资源消耗  (Resource 

Depletion – water, WU)、酸化 (Acidification, AP)、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PM)）等进行识别和量化分析，以确定和评估该产品系统对环境安全所

存在的潜在影响。同时进行 GHG 盘查清册的开发和配合第三方机构完成 GHG 盘查

报告的编制。

一、组织最高管理者职责包括：

1、确定 LCA 的目标、生命周期的范围和系统边界。

2、确定盘查项目的目的；

3、批准组建盘查项目小组，任命组长；

4、为盘查项目实施提供所需的资源和支持；

5、为可能的减缓行动进行决策，并提供所需的资源和支持；

6、批准产品生命周期评估报告（LCA）、GHG 盘查清册和盘查报告。

二、项目小组的职责和权限如下：

职位 职责 权限 能力培训

组长
负责盘查的总体事务，包括：

1. 进度计划的制定与动态追

在最高管理者授权下，

具有

1. 需 接 受 过 至 少 16 学 时

ISO14064\ISO14067\ISO1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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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

2. 工作分配与协调；

3. 组织边界的确定；

4. 报告边界的确定，特别是重

大 GHG 间接排放的识别评价；

5. 量化方法学的确定；

6. LCA 报告、盘查清册和盘查

报告的审核；

7. 文件化信息的控制，特别是

数据支持证据的保存；

8. 内部审核与技术评审的组

织；

9. 外部核查的应对。

10、对清单分析，确定流程的输

入和输出，进行对产品生命周期

LCA 进行影响评价和定量评价。

1. 盘查工作分配和监

督权；

2. 边界和方法学的确

定权；

3. 相关数据获取权和

证据的保管权；

4. 清册和报告的审核

权；

5. 内部审核评审的组

织决策权。

标准的专业培训；

2.需接受过 16 学时的温室气

体量化方法学的专业培训。

组员

按照组长分配的工作实施盘查

具体事务，包括：

1. 数据收集与排放量计算；

2. 数据支持证据的收集和提

交；

3. LCA 报告、盘查清册和盘查

报告的数据复核；

4. 内部审核与技术评审。

在组长分配和授权下，

具有

1. 相关数据获取权；

2. 内部审核评审权；

1. 需 接 受 过 至 少 16 学 时

ISO14064\ISO14067\ISO14044

标准的专业培训；

第四条 组织边界：

一、LCA 目标和系统边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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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CA 报告的研究对象为单吨 ADC12Z铝合金产品的整个制程全生命周期。

2、LCA 报告边界为“摇篮到大门”（从资源开采到产品出厂），分为原料获取阶

段和产品生产阶段。

二、温室气体排放

1、组织边界的合并方法，基于运营控制。本公司的温室气体盘查组织边界设定

详见附录 1。

第五条 报告边界：

一、环境影响类指标的种类

分别为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GWP)，初级能源消耗 (Primary Energy 

Demand, PED)、水资源消耗 (Resource Depletion – water, WU)、酸化

(Acidification, AP)、颗粒物(Particulate matter, PM)。

二、温室气体种类

所需盘查的温室气体种类包括 CO2、CH4、N2O、NF3、SF6、HFCS、PFCS。

三、盘查时机与周期

为了方便及时的获取数据，应于每年 1 月下旬启动盘查项目，盘查上一年度的排

放绩效，即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排放数据。

四、排放类别

1、排放类别可以分为以下 6 大类：

类别 1 直接排放

类别 2 外购能源的间接排放

类别 3 运输产生的间接排放

类别 4 组织使用的产品和服务产生的间接排放

类别 5 本组织产品的使用产生的间接排放

类别 6 其他未包括在以上的间接排放

2、属于类别 1 直接排放的源/汇，应进行识别和量化。

3、属于类别 2-类别 6 的间接排放应依据附录 3 评价标准筛选出重大间接排放，

进行识别和量化。识别评价过程记录于附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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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量化方法学与应用

量化方法包括测量或建模。基于技术和成本的可行性，选择和使用适当的量化方

法学。（参考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目录）

选择适当的 GWP 值将每种温室气体数量转换成吨二氧化碳。GWP 值应选用 IPCC

最新评估报告中 100 年对应的数值。

使用 excel 电子表或 GHG 信息系统，进行排放量计算。中间数据至少保留 2位或

以上小数，最终数据应保留 2位小数，最终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

对于无重大贡献，且获取数据成本技术不可行的源/汇，可以进行排除，排除明

细和理由在盘查报告中明确。

第七条 数据收集系统

基于量化方法学，应建立数据收集系统，明确以下内容：

一、数据源和载体

二、数据收集频率和责任单位

三、数据传输流

四、数据处理

无、数据与载体的保存

参考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目录

第八条 测量设备的管理

基于数据收集系统，按照《监视与测量控制程序》对数据源所需的测量仪器进行

管理，包括：

一、建立测量仪器台账

二、测量仪器应定期校准和维护，保留校准和维护的证据。

详见附录 6。

第九条 不确定性评价

排放量计算完后应进行不确定性评价。基于成本考虑，不确定性评价采用定性评

价的方式，评价标准详见附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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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留不确定性评价记录，详见附录 8。

第十条 准确度核查、内部审核与技术评审

盘查小组完成排放量计算后，应采用现场确认、数据追溯和数据证据核对方式进

行内部审核，数据交叉核算等方式进行准确度核查。

内部审核和准确度核查可以与其他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一并实施。

每年定期进行技术评审，评审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一、产品生命周期评估报告（LCA）、盘查清册和盘查报告；

二、更新需求：组织边界、报告边界、量化方法学、数据收集系统

三、基准年与再计算

技术评审可以与其他管理体系的管理评审一并实施。

第十一条 基准年

由于 2024 年是首次盘查，选择 2023 年作为基准年。

当以下条件发生时，应考虑调整基准年或基准年再计算：

一、报告边界或组织边界发生结构性变化；

二、量化方法学发生变化；

三、发现一个或多个累积误差，累积误差总体上是实质性的。

如果发生基准年再计算，应在清册和报告中予以记录再计算的结果。

第十二条 报告要求

盘查项目的成果输出：盘查报告应明确以下内容：

一、组织边界；

二、报告边界；

三、排放或移除的排放量；

四、重大间接排放的排放量；

五、盘查时间周期；

六、如有生物排放的，应单独量化和报告。

七、GHG 盘查结论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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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产品生命周期评价（LCA）报告

盘查小组编制盘查报告后交组长审核，之后经过第三方核查确定后，提交最高管

理者批准发布和存档。

盘查报告格式详见附录 9、10、11。

第十四条 文件控制

按照公司的《文件和记录控制程序》进行。需要的文件包括：

一、本规定

二、采用的文献和标准

三、重大 GHG 间接排放识别和评价记录

四、盘查所需数据的来源证据

五、量化过程记录

六、测量仪器的校准证据

七、不确定性评价证据

八、盘查期的 GHG 盘查清册和盘查报告

九、基准年的 GHG 盘查清册和盘查报告

十、基准年再计算过程记录（适用时）

十一、技术评审证据

十二、第三方核查声明

第十五条 减排行动

基于战略、业务、相关方需求和风险机遇的考虑，可以考虑以下减排措施：

一、用能管理；

二、燃料替代；

三、制冷剂管理；

四、购买碳额度。

第十六条 附录

附录 1组织平面图和组织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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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盘查小组名单与任命书

附录 3重大 GHG 间接排放评价标准

附录 4重大 GHG 间接排放识别和评价表

附录 5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目录

附录 6 测量仪器台账

附录 7 不确定性评价标准

附录 8不确定性评价表

附录 9 盘查报告

附录 10 盘查声明

附录 11 产品生命周期评估报告（L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