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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国际碳管制日益严格的挑战、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及

绿色供应链减碳要求，企业进行组织碳足迹与产品碳足迹核算，除了利于内部评估与决策，更可为将来全

球供应链竞争增加筹码。 

 
本文协助企业通过以下三大检查表，从不同的压力来源、自我盘点，掌握温室气体排放与减量的关键，以

快速在净零浪潮席卷而来的当下，理出头绪并着手开始制定计划。 

• 企业减碳压力自我检查表，建议先以此表开始进行自我检查，从应对政策法规要求、客户要求、

国际压力、自主宣告等四个方面以及所对应的 ISO 标准，判别自身要如何跟进这波减碳风潮，完

备目前所欠缺的能力。 

• 组织型温室气体管理自我检查表，以 ISO 14064 温室气体标准范畴的概念，从识别自身（直接）

排放来源开始，再进一步识别重大的间接排放源，通过掌握温室气体排放热点来规划减碳路径。 

• 产品碳足迹量化之自我检查表，以 ISO 14067 产品碳足迹标准的原则、要求和指南，从产品的生

命周期阶段包括原物料取得、设计、生产、运输、使用和最终处置等各种不同阶段，协助企业建

立产品碳足迹（CFP）研究报告的基础。 

  
【表 1】企业减碳压力自我检查表 

上海交易所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发布的《“十四五”期间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鼓励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

中自愿披露减少碳排放的措施、效果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2020 年 7 月起，香港联交所修订《环境、社

会及管治汇报指引》，要求董事会监管 ESG 事宜、就若干环境关键绩效指标订立目标及披露重大气候相关

事宜的影响。深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白皮书也显示深市上市公司增加了碳排放及碳中和管理

的专项披露内容，2021 年度 18.40%的深市上市公司披露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采取的措施，相较于上一

年度的 5.16%显著增加；9.81%的深市上市公司披露了在能源或温室气体方面作出的承诺，相较于上一年

度增加了 5.6 个百分点。 

 
气候变化对企业是潜在的风险，同时也是未来企业实现转型的机会，企业面临的减碳需求，可分为温室气

体管理、能源管理两大方向。 

 
通过表 1 企业可进行自我检查，其中温室气体管理可以对应检查标准包含 ISO 14064-1 组织层面上温室气

体排放与清除量化及报告规范、ISO 14067 产品碳足迹、PAS 2060 碳中和实施与宣告标准；能源管理可以

对应检查标准包含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BS 8001 循环经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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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企业组织级别温室气体管理自我检查表 

过去 ISO 14064-1:2006 温室气体排放量化主要针对组织内部企业自身排放，包括如燃料燃烧、冷媒逸散、

制程排放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SCOPE 1）以及间接能源使用排放（SCOPE 2），如外购电力或外购蒸汽。 

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其产生的直接排放与间接能源使用排放，最新版本 ISO 14064-1:2018 以报

告边界取代 ISO 14064-1:2006 中营运边界的范畴概念，建立识别重大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源筛选准则，

决定纳入温室气体核算清册的间接排放项目。筛选准则可包括：排放量大小、影响程度、信息取得及相关

数据的准确情况，也可使用风险评估或其他程序（如:买方要求事项、法规要求事项、利益相关方的关切事

项、营运规模等）。 

 
以企业组织型温室气体管理之自我检查表（表 2）为例，类别 2~类别 6 都是间接排放，其中类别 2 也就是

过去的间接能源使用排放（SCOPE 2），排放行为并不发生在企业所在地点的重要排放。 

 
企业组织温室气体管理之自我检查，必须从识别自身排放源开始，再进一步识别重大的间接排放源，根据

温室气体排放清册的预期用途编制温室气体报告，掌握排放热点与减碳潜力。 

 
 



 Public 

【表三】产品碳足迹量化自我检查 

国内外厂商进行产品碳足迹（Product Carbon Footprint, CFP）核算时，需考虑其客户需求与预期应用，可

依据 ISO 14067:2018 进行。本标准为产品碳足迹的量化和报告提供全球认可的原则、要求和指南。 

 
进行产品碳足迹（PCF）研究是通过量化产品生命周期或选定过程中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核算产

品对全球暖化的潜在贡献。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阶段包括原物料取得、设计、生产、运输、使用和最终处

置等各种不同阶段。产品碳足迹的比较，应在相同的功能单位上进行。 

 
从产品设计时间开始至最终处理，产品碳足迹是价值链的温室气体排放。企业在掌握组织级别温室气体排

放外，可同步进行产品碳足迹自我检查（表 3），可评估不同阶段的减碳措施有效性。为提升自身产品在供

应链中的竞争力，企业亦须关注产品由摇篮至大门（部分碳足迹）以及产品在使用阶段的碳排放。 

 
 
全球对可持续标准关注的组织显著增加，企业为确保其碳排放总量(包括供应链活动)，正在提高对于供应链

中合作伙伴的要求。在国际碳披露项目（CDP）及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等压力之下，企业应对

供应链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建立全面且可信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并非简单的过程，第三方核查将有助于确保

供应商数据的准确性，有助于企业在净零转型路径中做出有效的决策，并可提升对利益相关方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