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控技术”或“公司”，688777.SH，SUPCON.SW）成立于1999年，是国

内领先、全球化布局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始终秉承“让工业更智能、让生活更轻松”的使命和愿景，聚

焦流程工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需求，全面融合前沿技术和创新理念，打造流程工业智能工厂新模式——“ 1个工

厂操作系统+2个自动化（PA生产过程自动化+BA企业运营自动化）+N个工业APP”；同时着力构建全设备智能感知

平台（PRIDE）、全流程智能运行管理与控制系统（OMC）、全流程智能质量监控平台（Q-Lab）及流程工业过程模

拟与设计平台（APEX）四大数据基座及“工业AI+数据”应用，全方位提升数据创造的价值；在工业领域首创“5S店

+S2B平台”的一站式工业服务新模式，缩小服务半径，缩短响应时间，敏锐感知客户需求，助力客户实现“安全、质

量、低碳、效益”的发展目标。

基于流程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中控技术持续打造面向不同工艺、不同行业的低碳解决方

案，目前相关产品和服务已广泛应用于流程工业领域，包括全国多个千万吨级炼油、百万吨乙烯、百万吨芳烃、大型

煤制烯烃等工业过程全流程生产项目，累计服务客户超3万家并相互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力提升海内外流程工业

企业的绿色竞争力。

为全面了解中控技术的产品和服务对社会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贡献，进一步深入指导公司内部清洁技术领域相关

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的研发，2021年起，中控技术对“帮助客户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这一指标进行探索性披

露。

关于如何量化产品、服务为客户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贡献，目前行业内暂无统一的标准或规范。为确保相关披露

数据的科学性、严谨性和透明性，我们充分参考国内外相关温室气体核算标准、行业伙伴相关减排核算方法学等资

料，并结合中控技术自身产品和服务的特点，对原有的核算方式进行优化调整，现形成《中控技术社会减排贡献量化

方法学1.0》，后续将对此方法学进行持续完善，同时也希望借此为填补相关行业标准的空白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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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冲击了自然生态碳循环系统中碳源（碳排放）和碳汇（碳吸收）的平衡。大规模使

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起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进

而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并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

过了《巴黎协定》，要求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

在1.5℃以内。

中国始终关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并积极付诸行动，为进一步履行气候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充

分彰显了我国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也表明了国家坚定走绿色低碳

发展道路的决心。为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国家已构建以《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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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控技术始终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

过去30年间，中控技术始终以满足流程工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需求为己任，通过科技创新、矢志不渝地推

动我国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从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到公用工程信息化，从装备工业自动化到科教仪器，从化工、炼油

到石化、冶金，从智能交通到环保工程，越来越多的领域可见SUPCON的标签。

在全人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今天，中控技术同样坚定地奔跑在促进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上。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政策，制定企业自身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规划，围绕搭建“能源管理和碳管理体系、打造

碳能管理数字化平台、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打造零碳试点场景、绿色低碳数据中心

建设、加大创新技术研发应用与绿色投资、提升碳汇能力合理实施碳抵消、加强内部低碳能力建设、积极参与气候联

盟和倡议”十大重点任务，积极开展“企业-产品-员工”多层级的自主减排行动。

关注自身减排的同时，中控技术亦高度重视清洁技术研发投入，积极探索赋能流程工业、社会实现节能降碳的创

新路径，以PT（工艺技术）和ET（装备技术）为基础，以OT（运营技术）为保障，以AT（自动化技术）和IT（信息技

术）为支撑，大力加强5T技术融合创新研发，积极推动数字化技术与生产过程、企业运营深度融合，全面助力流程工

业节能降碳。从聚焦节能、减排到深度脱碳，从降本增效到高质量绿色发展，中控技术始终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贡献中控智慧和中控力量。

中控技术社会减排贡献量化方法学

为进一步科学评估中控技术产品和服务对社会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贡献，我们充分参考温室气体相关核算标准以

及同行先进经验，对原有“帮助客户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这一披露指标的核算方式进行优化调整，并形成规范性

文件《中控技术社会减排贡献量化方法学1.0》（以下简称“本方法学”），后续我们还将根据自身实践对本方法学进

行持续完善，为相关行业标准的出台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方法学是对中控技术社会减排贡献量进行有效评估和量化的内部标准规范，同时也是检验中控技术践行可持续

发展承诺的重要手段，具体量化思路见图2-1。

（一）术语和定义 （二）核算和报告原则 （三）规范性引用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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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化
方

法

（五）持续完善计划

1
确定核算边界

a)核算对象

b)核算周期

c)系统边界

d)温室气体类型

中控技术社会减排贡献量化方法学1.0

2
区分改造/新建项目及减排情景分析

a)识别改造和新建项目

b)不同项目的减排情景分析

3
社会减排贡献量计算

a)取舍原则 a)数据要求

b)数据来源

4
数据收集说明

5
不确定性分析

a)单个变量的不确定性

b)计算方式的不确定性

c)计算结果总的不确定性

e)生产阶段的排放量计算

d)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
的排放量计算

b)回弹效应

图2-1：《中控技术社会减排贡献量化方法学1.0》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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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使用阶段的相对减排量计算

c)社会减排贡献计算

中控技术社会减排贡献量化方法学1.0中控技术社会减排贡献量化方法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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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定义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

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本方法学讨论的温室气体包

括二氧化碳（CO ）、甲烷（CH ）、氧化亚氮（N O）、氢氟碳化物（HFC ）、2 4 2 S

全氟碳化物（PFC ）、 六氟化硫（SF ）和三氟化氮（NF ）。本方法学的“碳排S 6 3

放总量”表述等同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均涵盖上述气体。

不同温室气体对地球温室效应贡献度有所不同，为统一度量温室效应结果，规定二

氧化碳当量为度量温室效应的基本单位。一种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为这种气体的质

量乘以其全球增温潜势（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特定时间段内对地球温室效应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

对地球温室效应影响相关联的系数。通常基于100年的时间跨度计算GWP，记作

GWP 。例如，甲烷的全球增温潜势是27.9，即1吨甲烷对温室效应产生的影响相100

当于27.9吨二氧化碳。

特指实体，本方法学既包括中控技术生产的硬件设备（如：ECS-700控制系统），

也包括中控技术提供的软件产品（如：InPlant APC先进控制软件）。

特指人工的服务活动，包括中控技术提供的维护保养、专业检测、软件运维、备件

服务等能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行为。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当量
（CO e）2

全球增温潜势值
（GWP）

产   品

服   务

全生命周期

从自然界或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到最终处置的全过程，包括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

阶段、生产阶段、产品分配和储存阶段、使用阶段、回收处理阶段。

改造项目

指中控技术的客户在原有基础设施上使用新设备替代或升级原先设备的项目。

指中控技术的客户在新基础设施上配套建设新设备的项目。

新建项目

基准线情景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参照对比的案例，即客户没有采用中控技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

避免排放

与最可能发生的基准线情景相比，由于使用中控技术的产品或服务而减少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亦指中控技术产生的社会减排贡献量。

原始数据

通过测量或统计等方式直接获取的数据，即一手数据。

二手数据

泛指除原始数据之外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来源于数据库和公开文献的数据、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中的缺省排放因子、计算数据、估计值或其他经主管部门验证的

代表性数据。

数据质量

数据在满足本方法相关要求方面的能力特性。

对可能发生偏差的数据进行精准度估计，及对可能引起偏差的原因进行定性描述。 



核算和报告原则

4.1 完整性

       确保核算和报告覆盖边界范围内产品、服务涉及的全生命周期所有的温室

气体排放活动。对于未披露的排放源及其活动需解释说明。

4.2 透明性

4.3 一致性

4.4 准确性

       提供清晰完整且可靠的核算逻辑。披露核算有关的所有假定，并指明引用

的核算方法学以及数据来源。

       采用一致的方法学，以便可以对长期的减排贡献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尽可能收集和使用原始数据以提升量化数据的质量，在可行的范围内减少

不确定性。

4.5 相关性

       确保量化结果有效反映了中控技术对社会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并满足利

益相关方决策的需求。

4.6 取舍原则

4.7 避免重复计算

       与基准线情景进行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对比时，酌情进行取舍。比如，

对于某阶段只占整个生命周期排放量很小一部分或是两者对比差异很小几乎为

零时，可忽略不计。

       应避免在核算边界内重复计算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量化方法

5.1 确定核算边界

5.1.1 核算对象

本方法学核算的对象为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投运且具有相对减排贡献的项目，包括提供相关的设备、

软件和服务。由于中控技术的项目多为设备、软件和服务的组合，本方法学将设备和软件统称为产品。

纳入本方法学核算范围的产品清单详见下表5-1，后续将根据公司的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定期更新。

表5-1：中控技术具有相对减排贡献的产品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产品

控制系统-DCS

控制系统-CCS

控制系统-PLC

控制系统-DEH

控制系统-智能运行
管理与控制系统

工业软件-
操作管理软件

功能描述

通过分散控制、集中管理将控制任务分配给多个控制器对工业过程

的数据采集、控制和监视过程中，实现优化设备运行参数、负荷平

衡管理与调度、能源需求预测、故障检测与报警等功能从而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

通过压缩机组的参数显示、报警、控制、调节及联锁逻辑保护，实

现压缩机的防喘振控制、性能调节以及转速调节等，保证压缩机组

的安全稳定运行，减少能源消耗。

可根据控制要求进行逻辑编程达到设备自动化和过程自动化的控制，

采用远程数据监测和控制等功能实现对设备运行的精确控制、能源

需求的优化，并提供实时监测和报警，从而有效地实现节能效果。

对汽轮机组实现起动、运行、停机全过程的自动监视、调节、控制、

保护等功能，实现高效能源转换、负载管理与智能调度、能源回收

和再利用最终帮助客户节能。

通过智能感知、智能控制、智能操作、智能优化、智能运维等全链

路数智化能力构建，助力流程企业生产过程高度自主运行，实现成

本优化、减少人力、安全平稳、经验沉淀和资产增值。

在装置运行操作过程中，通过调整和优化工业装置的操作参数，稳

定生产过程，避免设备频繁停机和启动，合理控制加热或冷却的温

度，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和浪费。

.

3控制系 -

工业软件-

工业软件-0通过智能感短生

保护等 值。

通过智能感 能过 少人励

保护等

度，减 高 效果。

.333

3

3控制系 -工业软件-

工业软件-纳

工业软件-纳工业软件-

操作管 。

通过智能感真组的 ，避过程、控制和 众 %

保护等 置 、 改现 编 组 、 程

度，减 移 构建

通过智 。

后

保护等务源 较 效 保护等功 操

保护等力 ，稳

33

通过智



5.1.3 系统边界

本方法学核算的系统边界为中控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范围内产生的相对碳排放增量和减排量（包含给客户

生产活动带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

（1）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开始于从大自然提取资源，结束于产品部件进入产品生产设施。

（2）生产阶段，开始于产品组件进入生产场址，结束于成品离开生产设施。

（3）产品分配和储存阶段，即产品从生产工厂向消费者的转移和储存过程。

（4）使用阶段，开始于消费者或终端用户拥有产品，结束于丢弃所用产品且运至回收或废物处理设施。

（5）回收处理阶段，开始于用户抛弃所使用的产品,结束于产品作为废物返回自然界或进入另一产品的生命周期。

图5-1：产品全生命周期

服务的全生命周期与产品融为一体，

核算时需识别提供该服务对应的相关产品以及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5.1.4 温室气体类型

为全面评估中控技术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贡献，本方法学将覆盖《京都议定书》及其修正案中

所规定控制的7种温室气体（详见“3 术语和定义”），核算结果统一转换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 e）”。2

5.1.2 核算周期

本方法学规定核算周期为一个完整财年，即与中控技术对外公开的年度报告、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

统计期保持一致，这既有利于历年数据纵向比较，又保证历年信息公开透明避免“漂绿”行为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本方法学的计算结果包含了产品在其预期的使用年限内所产生的全部相对减排贡献量，即涵盖了

其全生命周期。由于是已经正式投运的项目，故客户现场调试时间、运输时间、安装时间、账期时间等因素导致的延

迟不影响计算结果。



5.2 区分改造和新建项目及情景分析

5.2.1 识别改造和新建项目

鉴于不同项目参照对比的基准线情景略有差别，本方法学首先将项目分为两大类：改造项目和新建项目，分别对

应中控技术正式投运的项目是配套应用于客户的原有基础设施还是新基础设施，然后再确定不同项目类型下的基准线

情景。

在实际量化过程中，我们通过导出公司内部系统中的项目建设类型逐一匹配对应的基准线情景。特别说明，服务

是在已有的装置设备和基础设施上开展，在本方法学中统一归为“改造项目”。

5.2.2 不同项目的减排情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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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社会减排贡献量计算

参考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等机构的相关研究及定义，“避免排放”（avoided 

emission）通常指的是与基准线情景相比，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全生命周期范围内“避免”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与企业自身范围1、2、3的温室气体排放相互独立。当前，“避免排放”这一概念正在被众多企业用于评估和披露

自身超越价值链之外所产生的积极气候影响，激励引导企业可持续产品、服务创新的同时，提升企业气候责任形象和

品牌声誉。

本方法学提及的“社会减排贡献量”等同于“避免排放”，值得注意的是，“避免排放”是一个相对值，是与基

准线情景比较计算所得。

5.3.1 取舍原则

根据ISO 14040:2006 、ISO 14044:2006，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分为“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生产”、“产品

分配和储存”、“使用”和“回收处理”五个阶段。基于取舍原则，本方法学对于以下两种情形进行忽略不计处理：

①只占产品全生命周期排放量很小一部分的阶段，如产品分配和储存阶段、回收处理阶段；

②与基准线情景相比，两者排放差异几乎为零的阶段。

表5-2：不同基准线情景下，改造、新建项目的重点排放阶段分析

全生命周期

原材料采购
和预加工

生产

产品分配和储存

使用

回收处理

注：表中的 ① 和 ② 分别对应上文忽略不计的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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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基准线情景S1-2下改造项目产生的避免排放

此基准线情景下，产品分配和储存阶段、回收处理阶段的排放占比很小，忽略不计；升级前客户未配备

同类产品，基准线情景下不存在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生产阶段产生的排放，中控技术的总避免排放

=客户生产活动相对减少的排放-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产生排放-生产阶段产生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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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等强制要求下的排放情景，结合实际情况，本方法学假定该基准线情景

与中控技术产生同样的减排贡献，故此情景下中控技术避免排放量为0。

图5-4：基准线情景S2-1、S2-2下新建项目产生的避免排放

图5-5：基准线情景S2-3下新建项目产生的避免排放

原先未配备同类产品，此时的基准线情景为升级前的排放情景。基准线情景S1-2：

（1）产品
新建项目

基准线情景S2-1：

基准线情景S2-2：

由竞争对手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排放情景，本方法学假定该基准线情景与中控

技术产生同样的减排贡献，故此情景下中控技术避免排放量为0。

基准线情景S2-3：

市场上无可替代中控技术产品或服务的排放情景，即只能使用中控技术的产品，

等同于基准线情景S1-2，中控技术的总避免排放=客户生产活动相对减少的排

放-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产生排放-生产阶段产生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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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识别提供该服务对应的产品，然后分析该服务对相关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如通过延长

产品寿命，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新设备生产引起的碳排放），再减去提供服务本身（如服务人员交通差旅）的排

放量，得到服务产生的避免排放=延长产品使用年限避免排放-服务人员差旅产生排放。

5.3.4 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的排放量计算

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的排放量，需要将主要原材料生产、加工以及运输引起的直接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都纳

入在内，该部分的计算我们参照ISO 14067、PAS 2050等相关标准，通过中控技术自主研发的产品碳足迹软件进行测

算分析，主要涉及以下数据和信息：

原材料的产地和供应

链信息。
原材料的生产过程数据。

运输方式和距离，包括从

原材料产地到生产场所的

运输。

5.3.5 生产阶段的排放量计算

生产阶段的排放量，涵盖产品生产制造、装配、包装等环节引起的直接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该部分的计算我们

参照ISO 14064-1、GHG Protocol相关标准，通过中控技术自主研发的组织碳盘查软件进行测算分析，主要涉及以下

数据和信息：

能源消耗数据：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能源相关的数据，如电

力消耗、燃料消耗等。

厂内运输数据：

厂内运输过程中使用的能源相关的数据，

如电力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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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使用阶段的相对减排量计算

（1）产品

基于中控技术不同产品的特点以及当前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设置了三种计算方式。

项目节能报告计算法

以项目验收的节能报告数据作为为计算依据，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式中：

Cavoided ——避免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 e）；2

Q ——统计期内，装置产出合格产品的数量，单位为产品单位，视产品种类而定；

Eu ——统计期内，单位产品能耗相对节能量，单位为能源介质单位；

EF ——相应能源介质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全球增温潜势值；

Y ——产品使用年限，单位为年。

节能率估算法

根据历史项目信息、市场研究和专家估算得出产品相对平均节能率，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式中：

Cavoided ——避免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 e）；2

E ——统计期内，工厂或装置年度能耗总量，单位为能源介质单位；

Re ——产品相对平均节能率，%；

EF ——相应能源介质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全球增温潜势值；

Y ——产品使用年限，单位为年。

Cavoided =Q×Eu×EF×GWP×Y

Cavoided =E ×Re×EF×GWP×Y

 （5.1）  

（5.2）

（2）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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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本方法学假设中控技术相关服务的提供将延长相应设备的使用年限，进而避免了重新生产新产品造成的生产活动温

室气体排放（含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生产阶段）。基于上述设定，按照以下公式估算服务产生的相对减排量。

                                              

式中：

Cavoided  ——避免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 e）；2

Cm & p——产品生产活动相关的排放量，包括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生产阶段，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 e）；2

Y ——产品使用年限，单位为年;

Yadd ——因维护而增加的使用年限，单位为年;

Rs——现场服务对维护的贡献度，%。

投资回收期估算法

根据历史项目信息、市场研究和专家估算得出产品平均投资回收期和能源节约成本占比，采用以下公式进行估算。

                                                                                                                                              

                                                

式中：

Cavoided ——避免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 e）；2

S ——统计期内，产品年度销售额，单位为元；

Tb ——基准线情景平均投资回收期，单位为年；

Tsupcon ——中控技术产品平均投资回收期，单位为年；

Rc ——能源节约的成本占比，%；

Pe ——相应能源介质单价，单位为元；

EF ——相应能源介质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WP——全球增温潜势值；

Y ——产品使用年限，单位为年；

Ac——相对每年可节省的能源成本，单位为元。

Cavoided =A ÷P ×EF×GWP×YC e

Cavoided =             ×Yadd×Rs
Cm & p

Y
（5.5）

（5.4）

    （5.3）

×R =AC C

S
Tsupcon

-S
Tb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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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数据收集说明

5.4.1 数据要求

本方法学要求应收集核算边界内所有定性资料和定量数据。通过测量、统计、计算或估算而收集到的数据，均可

用于量化过程的输入和输出。

为提升计算结果的准确性，量化过程中应选取能满足计算要求且高质量的原始数据和二手数据，尽可能减少具有

偏向性和不确定性的数据使用。本方法学数据采用优先级从高到低分别为：原始数据>技术标准>市场研究>专家估

算。

此外，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需剔除所有有可能影响数值的因素。例如，计算所使用的“正式投运项目合同额”必须

是净销售额，需减去退款、超额付款、产品召回、合同终止取消等情况。

5.4.2 数据来源

（1）原材料采购和预加工阶段

原材料获取：产品实际的组成部件及零部件原材料属性和零部件质量汇总而得。

上游原材料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影响数据采用第三方权威数据库的数据。

原材料运输：厂外运输吨公里数通过统计供应商发货地点至工厂的距离获取、厂

外运输排放因子参考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CPCD 数据库（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等相关技

术标准和数据库。



（3）使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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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完善计划

鉴于当前数据获取及核算方法的局限性，本方法学核算得出的社会减排贡献量数据不可避免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为了使相关量化结果更加精准，更加贴合实际情况，未来，我们将通过持续完善计划尽可能地降低量化结果的不

确定性。

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计算方式和所采用数据这两大方面，关于计算方式的不确定性，将逐渐从不确定性高的计算

方式向不确定性低的计算方式进行转变；关于计算所用数据的不确定性，将通过优先收集和使用原始数据或优先级较

高的二手数据来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

与此同时，后续本方法学还将根据中控技术业务内容的变化，识别和动态调整纳入方法学的产品及服务，以保障

相关核算方法持续适用于中控技术社会减排贡献量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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