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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概况

1.1 报告组织

公司名称：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乐余镇乐兴南路 9号

主要业务： 水面清洁船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以及螺旋桨的制造、水污染治理

(含蓝藻治理)。

联系电话：18962222893

注册资本：2639.7182万元

法人代表：郭卫

公司简介：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1846）成立于 2000

年，总公司位于“江海交汇第一湾”—中国张家港，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多次荣获国家火炬计划、星火计划。

针对各类水环境问题，本公司能够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打造集水面清漂、

生态修复、水下清淤、水华防治、水质提升、智能监测、智能运维于一体的水环

境综合治理及运维技术体系，2015年 1 月新三板已挂牌上市，生产总面积近 7

万平方米。2006 年，公司自主研发成功的第一艘水面清漂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推动了中国水环境治理模式再上新台阶。获 CCTV新闻联播专题报道。参

与制定多项国家标准：《内河水面清扫船尺度系列和作业设备》(GBT37475-2019)、

《海面漂浮物清扫船技术要求》(GBT37615-2019）、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编制《上

海水面清扫船技术要求》（LHSR02-2012）。“全自动水面清洁船”入选水利部颁

发的《2014年度水利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指导目录》。拥有超百余种国家授权

专利。

公司为国内环保工程船领域鲜有同时具备设计与制造资质的企业。具备江苏

省经信委颁发的省级“三级Ⅰ类钢质一般船舶生产企业”建造资质；江苏省船舶

检验局颁发的“特种用途船、工程船、特种运输船、驳船”的设计资质，是交通

运输部海事局认定国内小型船舶自检试点企业。公司自主设计的船型累计超 100

余种，满足不同水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实际需求。

产品包括无人船、内河海域清漂船、各类藻类处理船、水生植物打捞船、

生态清淤设备、水陆两栖船、漂浮物推拖船等各类配套船舶、设备；生态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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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垃圾桶、活水推流器、微纳米曝气、底泥修复毯、水生态系统构建等产品系列，

产品应用领域覆盖自然面域水体有害物质清理及资源化利用等全系列设备，包括

水生植物，漂浮垃圾，藻类等收集及资源化利用，河湖油污及污染物应急处理等。

1.2 报告的预期用途

A）提供买方客户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B）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

C）为企业温室气体减排战略计划决策提供依据。

1.3 预期的使用者

买房客户、社会公众、企业内部管理者。

1.4 报告覆盖的盘查周期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1.5 报告数据结论

本报告所覆盖的盘查周期内各类排放及占比见下表：

排放类别 排放量（tCO2e） 排放占比

类别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377.589 3.43%

类别 2：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348.547 3.16%

类别 3：交通运输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117.251 1.06%

类别 4：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10184.566 92.35%

类别 5：与使用本组织产品相关的间接温室

气体排放

/ /

类别 6：其他来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 /

总排放量： 11027.953 100%

1.6 盘查声明

本报告书是基于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和数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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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64-1:2018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的量化和报告的指南

规范》要求编制。

2024年 3月本公司 GHG小组对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内部盘查，

编制了本盘查报告。

1.7 文件控制

本报告经批准后，转 PDF格式后存档。

1.8 公开政策

如需查阅本报告，可向以下责任人员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可以调阅。

排放数据和温室气体排放声明可以通过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官方网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者买方客户调查表形式对外公开。

部门：综合部

负责人：范锋

电话：1515021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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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边界和报告边界

2.1组织边界：

2.1.1组织边界范围：

位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乐余镇乐兴南路 9 号的苏州飞驰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水面清洁船的设计、制造和销售以及螺旋桨的制造、水污染治理(含

蓝藻治理)所涉及的设施，包括：办公楼，厂房，具体见附件《厂区平面图》。

2.1.2组织边界及变更时的说明：

本公司以营运控制权法设定组织边界，故盘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百分之百属

于本公司。本公司组织边界若有变动，本报告将一并进行修改并重新发布。

2.1.3 合并方法学

为方便收集数据，合并排放量采用营运控制权的方法。

2.2报告边界：

依据重大 GHG 间接排放评价标准，本公司盘查小组于 2024年 2月对间接

排放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如下：

类别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 2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类别 3交通运输

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类别 4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属于重大 GHG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予以识别和量化；

类别5与使用本组织产品相关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类别6其他来源的间接温室

气体排放不属于重大 GHG间接排放，不进行识别和量化。

2.2.1 类别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本次盘查识别和量化的类别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下：

子类表 排放源

固定源燃烧排放源 切割机、食堂炉灶

移动源燃烧排放源 柴油叉车和清洁船、汽油公务车

逸散性排放源 空调制冷剂、化粪池、液态二氧化碳

直接工业排放源 /

土地利用变化排放源/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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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类别 2：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本次盘查识别和量化的类别 2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如下：

子类表 排放源

外购电力的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

类别 3：交通运输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本次盘查识别和量化的类别 3交通运输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如下：

子类表 排放源

员工通勤 员工通勤燃油车、电动车

商务差旅 高铁、飞机、自驾燃油车

物料运输

采购物料运输-货车

产品运输-货车

废弃物运输-货车

类别 4：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本次盘查识别和量化的类别 4组织使用产品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如下：

子类表 排放源

原材料和零部件、辅料使用（制造相关） 钢材、柴油发动机、齿轮箱、减速机、

输送轴滚轮连接片、泵、阀门、主配电

板、螺旋桨、发电机、螺丝螺母垫片、

油漆、液态二氧化碳、液氧、氩气

废弃物（生活垃圾）处置 垃圾焚烧

自来水供应 厂区生活用水设施

2.2.3 直接 GHG移除

无。

2.2.4 GHG储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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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温室气体的量化

3.1 类别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清册

3.2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清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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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量化说明

3.3.1排放源（编号：1.1.1、1.1.2）-食堂炉灶、切割机天然气燃烧

量化模型:固定源化石燃料燃烧计算模型(模型编号: Model-1) ，来源于 IPCC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2卷第 2章公式 2.1和公式 2.2-

活动数据：采购量（单位：立方米），来源于采购发票，属于特定场所初级数据。

排放系数：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均属于次级数

据。

3.3.2移动源燃烧排放源(编号：1.2.1、1.2.2) -叉车和清洁船柴油燃烧、公务车柴

油和汽油燃烧

量化模型：移动源化石燃料燃烧计算模型(模型编号: Model-2) ，来源于(2006 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2卷第 3章公式 3.2.14。

活动数据：柴油、汽油采购量（单位：升），来源于采购发票，属于特定场所初

级数据。

排放系数：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属于次级数据。

3.3.3 逸散性排放源 (编号：1.3.1) 化粪池 CH4

量化模型：化粪池-CH4 逸散模型(模型编号: Model-4)，来源于 IPCC (2006年国

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5卷第 6章公式 6.1、公式 6.3

活动数据：根据公司考勤数据得到总工时，从而换算为总人天，属于特定场所次

级数据。

排放系数：EF-缺省排放因子来源于 IPCC (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5

卷第 6章表 6.2，MCF甲烷修正因子来源于 IPCC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

南)第 5卷第 6章表 6.3，BOD-人均 BOD产生量来源于 IPCC (2006 年国家温室

气体清单指南)第 5卷第 6章表 6.4，均属于次级数据。

3.3.4 逸散性排放源 (编号：1.3.2) 空调制冷剂

本公司搬至新址仅两年，2023 年度未发生空调维修，无冷媒添加。后续如有，

则按以下规则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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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模型：制冷剂逸散模型(模型编号：Mode-3) ，来源于(2006年 IPCC国家温

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3卷第 7章公式 7.13

活动数据：各设备制冷剂类型来源于铭牌，属于特定场所的初级数据。

排放系数：选散系数来源于(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 3 卷第 7

章表 7.9，属于次级数据。

3.3.5 逸散性排放源 (编号：1.3.3) 液态二氧化碳

活动数据：车间生产过程中，电焊机焊枪需使用二氧化碳降温，液态二氧化碳在

此过程中全部气化，视为直接排放。使用量来源于采购发票（单位：Kg），属于

特定场所的初级数据。

3.3.6 排放源 (编号：2.1) -外购电力

量化模型：量化模型：外购电力计算模型（模型编号：Model-5），来源于

GB/T32150-2015公式（5）。

活动数据：外购电量，数据来源于电费发票，属于特定场所的初级数据。

排放系数：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能源产品-江

苏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次级数据。

3.3.7 排放源(编号：3.1.1、3.1.2、3.2.1、3.2.2、3.2.3) -员工通勤、商务差旅产

生的间接排放

量化模型：运输排放模型(模型编号:：Model-9) ，来源于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e

活动数据：交通往返距离和人次，属于特定场所的初级数据。

排放系数：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交通服务-汽

油小汽车、电动小汽车、电动自行车、中型飞机、高铁，属于次级数据。

3.3.8 排放源(编号: 3.3.1、3.3.2) -运输产生的间接排放

量化模型：运输排放模型(模型编号: Model-11) ，来源于 Corporate Value Chaine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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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数据：采购物料、销售产品运输的重量和运输距离，来源于采购和销售台

账，距离来源于高德地图测距和航空里程查询，属于特定场所的初级数据。

排放系数：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交通服务-重

型货车，属于次级数据

3.3.9排放源（编号：4.1——4.13）物料使用

量化模型：物料采购模型（模型编号：Model-8），来源于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活动数据：来源于原材料、零部件和辅料的采购台账，属于特定场所的初级数据。

排放系数：排放系数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中的数

据，属于次级数据。其中，因该数据库中目前暂无液氧和氩气的制备排放系数，

本次盘查暂选取氮气的制备碳足迹数据，核算结果会有一定的偏差。除了柴油发

动机，其它零部件目前暂无排放系数数据，本次盘查选取钢制品的平均排放数据，

核算结果可能偏小。

3.3.10排放源(编号：4. 14) –生活垃圾处置

量化模型：废物处置模型(模型编号: Model-9) ，来源于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活动数据：生活垃圾运输和处置量，按全公司 2023年总工时折算天数，按每人

每日产生 0.5kg生活垃圾计算，属于特定场所的次级数据。

排放系数：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属于次级数据。

3.3.11排放源(编号：4.15) -自来水供应

最化模型：物料采购模型(模型编号: Model-12) ，来源于 Corporate Value Chain

(Scope 3)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u

活动数据：厂区用水抄表数据，单位：吨，属于特定场所的初级数据。

排放系数：来源于《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城市用水供应排

放平均值，属于次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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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全球变暖潜值（GWP）

GWP数据采用 IPCC 2021年出具的《第六次评估报告》表 7.SM.7：中 100年对

应数据，如下表所示：

温室气体 GWP值 温室气体 GWP值

CO2 1 R401a 1263

CH4 27.9 R404a 4728

N2O 273 R410a 2255.5

R23 14600 SF6 25200

R32 771 HFC-227ea 3600

R134a 1530 R22 1700

3.4 量化排除情况

本次盘查针对已识别的排放源，排除了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置排放。

本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主要是钢材边角料、原材料的包装木箱和纸箱，

均为可回收物质，由收购商上门按重量付费收购且自行运走，因此，此类废弃物

的排放量不计入本公司。

3.5 不确定性评价

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的产生来源于活动数据的测量类别、量化方法选择的量

化系数，最终数据的质量不确定性按照以下等级赋值后、依排放量占比加权平均

对应分为五级，级别越高数据质量越好（一级质量最高，五级最低）。

数据质量等级的不确定性评估适用于排放源数据、汇总排放量数据。通过改

善活动数据的测量方法、量化系数，可持续改善数据质量，降低不确定度。

1）活动数据等级按下表分类赋值：

不确定性评估表

活动数据类别 活动数据等级赋值

1、自动连续测量 6

2、定期测量（含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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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行推估 1

2）量化系数来源按下表分类赋值：

量化系数赋值表

量化系数来源 量化系数等级赋值

1、测量/质量平衡法得系数 6

2、同制程/设备经验系数 5

3、制造厂提供系数 4

4、区域排放系数 3

5、国家排放系数 2

6、国际排放系数 1

综合考虑活动数据的量测类别、量化方法选择的量化系数的得分，计算算数

平均值，对照下表判定其不确定性评估等级。

不确定性评估等级表

不确定性评估等级 量化后加权平均 A

一级 A≥5.0

二级 5.0＞A≥4.0

三级 4.0＞A≥3.0

四级 3.0＞A≥2.0

五级 A＜2.0

对于总体数据的等级，可由各排放源得分依排放量加权计算确定排放总量的

不确定性等级。

经不确定性的数据质量评价，得分 3.532，数据质量等级为三级。

3.6 基准年清册

2023年为首次盘查，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基准年设定为 2023

年。盘查周期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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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减排行动和绩效追踪

4.1 后续减排行动计划和方案

为了有效管控温室气体排放，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次盘查

结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减排行动计划和方案，公司后续将逐步采取以

下措施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1） 供应链部和财务做好 2024 年的每月采购总额数据提交 GHG 推行委员

会小组，以便 GHG推行小组作出目标对比；综合管理部作好每月温室气体排放

原始数据的收集，对于未按时提交数据的部门进行督促、跟踪。

2）对排放量较大的物料，技术研发部进行同类产品研究，力求选择上游制

造本身排放低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辅料，必要时可替换为同性能生产过程中排放

低的物料。

3）生产部和技术研发部共同对本公司高耗电设备作出评估，研究替代的可

能性，同时，评估更多使用光伏发电的可行性。同时教育员工养成良好用能习惯：

照明按需开启、叉车未移动时熄火、对水、气设施勤检查，杜绝跑冒滴漏。

4）合理规划差旅安排，减少非必要的出差，降低因差旅产生的排放。

4.2碳抵消

本次盘查周期内，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购买碳抵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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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文献

本报告参考以下下列文献制作：

5.1 、ISO14064-1: 2006《温室气体-第一部分 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

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5.2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5.3、 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5.4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5.5、关于做好 2023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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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厂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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