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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企业介绍

浙江豪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嘉善豪声电子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0年8月，新厂区地址位于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晋吉

路与钱塘江路交口西北方位，占地68697平方米（计103亩）。

企业是一家集研发及制造为一体的专业电声企业，目前已发展成

为业内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研发实力的电声元器件制造商，通过二十

几年来的辛勤努力和培养，在浓厚的企业文化熏陶下，公司形成了以

人为本的经营氛围：

1.宗旨：精工细作创名牌，以营造美妙动人的生活空间为使命；

一心一意为客户，以创新的理念和一流的品质铸造未来；团结一心齐

发展，以追求客户及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愿景：建设成国内一流的电子部件企业，确立行业前三甲地位。

3.核心价值观：感恩，宽容，和谐，超越。

4.质量方针：精工细作创名牌，一心一意为客户。

企业始终保持健康稳健的发展势头，现拥有多个专业研发团队，

具有精湛的模具加工能力，先进的装配自动生产线，行业一流的电声

检测分析仪器，完善的生产过程管控体系，是国内/国际领先企业的电

声器件供应商。

企业不断强化自主研发能力，同时与国内知名院所进行项目合作

开发，开设培训班进行专业知识和技术研究，在新材质/新工艺等方面

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企业已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1，

以及行业履行有害物质管理体系QC080000，是行业中较早推行ERP数

据目标管理制度和绩效/项目考核制度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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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来始终遵守环保法律法规，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

术领先，拥有六十多项国家专利，是市县的明星企业。

1.2 产品介绍

图 1-1 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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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1）微型扬声器：

工艺流程简述：

将塑料粒子注塑成主架，再将U铁、磁钢、极片进行胶合固化，

完成后进行磁路检查，检查完成后进行音圈的绕制与膜片的成型，成

型完成后与主架、焊盘及外购件进行本体组装，组装完成后进行纯音

检听，检听合格后进行印字、曲线测试及焊线固化，固化完成后再进

行第二次纯音检听，检听合格后进行外观检查后包装入库。

（2）微型受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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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简述：

将塑料粒子注塑成主架，再将U铁、磁钢、极片进行胶合固化，

完成后进行磁路检查，检查完成后进行音圈的绕制与膜片的成型，成

型完成后进行音膜胶合固化，完成后进行检查，检测合格后与主架、

焊盘及外购件进行本体组装，组装完成后进行纯音检听，检听合格后

进行印字、贴垫圈、曲线测试，测试合格后再进行第二次纯音检听，

检听合格后进行外观检查后包装入库。

（3）微型扬声器集成模组：

工艺流程简述：

将塑料粒子注塑成主架，主架完成后进行贴无纺、盖板上胶，上

胶完成后装入扬声器进行固化，固化完成后上密封件再固化，固化完

成后贴导电棉和吸音棉，贴完之后盖胶体再进行超声波焊接，焊接完

成后对导电棉出口进行封胶，封胶完成后进行曲线测试，测试合格后

再进行纯音检听，检听合格后进行外观检查后包装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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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汽车扬声器：

工艺流程简述：

将热缩管、穿纸盆和T铁进行打胶后装磁钢，磁钢安装完成后与

上夹板、盆架进行铆接，铆接完成后与磁钢进行组装，组装完成后将

灰尘清理掉后进行插音圈、弹波等，插完之后进行打胶，打胶完成后

进行组装，组装完成后进行打胶，打胶完成后与纸盆对位后再打胶，

打胶完成后进行装垫边对位和充磁等工艺，充磁完成后进行穿线盒焊

锡，焊锡完成后进行纯音检听，检听合格后进行打胶，打胶完成后装

配防尘罩再进行出厂外观检验，检验合格后包装入库。

（5）智能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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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简述：

根据不同产品进行下料，下料完成后进行喇叭圈开孔及板原片开

加固条，开完之后进行纸桶画线，画线完成后进行喇叭圈封胶固定，

固定完成后进行钉后板及封胶，封胶完成后包毛毯及装入音响单元，

装配完成后找引孔及贴纸，同时将接线盒焊线，焊线完成后打胶固定

接线盒及电线，固定完成后进行回音孔安装及喇叭接线，接线完成后

装网罩再进行纯音检听，检听合格后对音响进行清理后进行外观检查，

检查合格后进行包装入库。

1.3 碳足迹评价工作小组

公司十分重视本产品碳足迹评价项目，成立了碳足迹工作小组，

由总裁统一领导。

图 1-3 豪声电子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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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评价过程和方法

浙江豪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杭州嘉绿科技咨询有

限公司对其扬声器产品碳足迹进行评价，接受委托后，杭州嘉绿

迅速成立工作组，制定评价方案，确保评价工作高效完成。

1.4.1 评价组组成

根据评价任务要求，结合受评价方的规模及所属行业，杭州嘉

绿指定了评价组人员，评价组成员均具备产品碳足迹评价经验，具

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评价组人员组成及任务分配见下表。

表 1-1 评价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责分工

1 王晓文 评价组长，负责工作协调、文件评审、现场评审、报告编制等

2
潘虹、
沈斌 评价组员，负责资料收集、数据核算等

1.4.2 文件评审

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原辅材料采购清单、

产品生产工艺介绍、能源消耗数据、产品运输信息及数据等文件、数

据，通过文件评审，评价组识别出现场评价的重点：

（1）产品的系统边界内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产品碳足迹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取、记录、传

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1.4.3 现场评价

现场评价通过会议交流、现场走访以及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

现场评价实施后，评价组对在文件评审和现场评价过程中发现的疑问

以及未获得的数据及时与企业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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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根据文件评审及现场评价结果，评价组完成了碳足迹评价报告初

稿。根据杭州嘉绿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程序，评价报告在交付

前， 经过了杭州嘉绿内部独立于评价组的技术评审，本次评价的技

术评审组如下表所示。

表 1-2 技术评审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胡明
独立于评价组，对本评价报告进行技术评审

2 孙可立

此外，评价组及技术评审人员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评价过

程中的工作记录、企业相关资料等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

2.CFP-PCR 的应用

根 据 《 ISO14067:2018Greenhouse gases—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的要求，若存

在产品种类规则（PCR），则应当参照使用。

通过网络搜索查询，中国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暂未发布本报告

评价产品的PCR，因此本报告依据《ISO14067:2018 Greenhouse gases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的要求，以“从摇篮到大门”的核查边界进行研究与 调

查，确定本产品涉及到原辅材料获取、能源使用、产品外销等的碳足

迹。

3.碳足迹计算范围

3.1 包含的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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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碳足迹评价范围包括 IPCC最新评估报告中所列举的温室

气体，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

案》所管控的温室气体。具体温室气体类型包括：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亚氮（N2O）、六氟化硫（SF6）、氢氟碳化物（HFCs）、

全氟碳化物（PFCs）、三氟化氮（NF3）。

本报告不涉及生物二氧化碳的排放/移除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引

起 的温室气体排放/移除。

3.2 数据收集期限与地点

本报告用来计算产品碳足迹的数据收集时间范围为 2024年1月1日

至 2024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产品连续稳定生产。

产品的实际生产地址同时也是本报告调研地址，即浙江省嘉兴市

嘉善县惠民街道钱塘江路8号，如图 3- 1所示。

图 3-1 产品生产地址

浙江豪声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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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功能单元

产品碳足迹评价报告的评价对象是产品功能单元对应的碳足迹量，

定义本报告的功能单元为“1只扬声器 ”。

3.4 系统边界

本报告产品碳足迹评价的系统边界为“从摇篮到大门”，碳足迹

计算包括：上游原辅材料生产过程、上游原辅材料运输过程、产品

生产过程和产品外销过程。

产品碳足迹评价系统边界如图3- 2所示。

图 3-2 产品碳足迹评价系统边界

产品系统边界范围内各过程及其涵盖内容说明如下：

（1）上游原辅材料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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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过程包括钢板、塑料粒子及板材等原辅材料上游生产加工过程

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上游原辅材料运输过程

本过程包括钢板、塑料粒子及板材等原辅材料运输过程所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运输方式均为陆运。

（3）产品生产过程

本过程排放包括生产能源消耗所造成的排放，其中消耗能源类型

为：外购电力。

（4）产品分销过程

本过程为产品运输至客户指定地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运输

方式为陆运。

3.5 数据取舍

基于 LCA 的完整性原则，所有关于过程（processes）、能量流

（flows）及活动（activities）的量化数据都应该被计算在产品碳足迹

内，但由于实际工作中时常面临数据缺失、某些过程、活动对产品碳

足迹贡献较小的问题，需要对这些项目进行截断取舍。

依据《 ISO 14067:2018 Greenhouse gases—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及相关 LCA

标准的要求，结合产品生产的实际情况，本报告数据取舍原则如下：

（1）本次产品碳足迹评价的活动数据收集过程包含了所有的主要

原辅材料，除无法获取的数据之外，所有原辅料都关联了上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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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性商品的碳排放，如生产设备、厂房、生活设施等忽

略不计；

（3）输入过程的人力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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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命周期清单收集与计算

4.1 数据收集与数据质量管理

本报告所收集的用来计算产品碳足迹的数据质量符合《 ISO

14067:2018 Greenhouse gases—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第 6.3.5章节的规定：

a）时间覆盖范畴：所收集的活动数据暂未发生，数据均为预估；

b）地域特征：背景过程和参数优先选用物料的主要产地或过程的

发生地数据，由先到后依次考虑区域数据、国家数据、国际数据；

c）关于技术覆盖面：背景过程和参数优先选取与产品工艺、技术

一致的数据；

d）关于信息的准确性：选择最准确的数据；

e）完整性：所有主要活动数据都被测量，不存在数据缺失或者代

表性不够等问题；

f）代表性：所有活动数据的收集覆盖统计期产品的全部生产，能

代表所研究产品的平均生产水平及相应排放；

g）一致性：各部分数据按照一致的质量要求和资料选取顺序进行

搜集和统计；

h）再现性：本报告中的数据、方法及过程均可在 LCA软件中再

现；

i）数据来源：活动数据来自于预估的生产所消耗能源种类及消耗

量 、原辅材料消耗量以及距离测算软件等，排放因子数据来自CPCD

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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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不确定性：数据质量能够引发数据及结果的不确定性，本报告

中其他有关数据质量的工作内容如下所述：

1）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清单质量管理：在活动数据收集中，每一

项数据的收集都对应着相应的数据质量，尽量使用经过测量的数据 质

量较高的原始数据，但由于产品系统不可避免的需要进行分配，会 影

响最终的数据质量；

2）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清单质量管理人员：工作小组保留了各部

门收集信息获取数据的责任人联系方式。

碳足迹计算数据品质定义、活动数据来源如表 4-1、表 4-2所示：

表 4-1 数据品质定义

数据品质 定义

高 引用初级活动数据

中 引用次级活动数据

低 引用推估数据

表 4-2 碳足迹数据类别及数据品质

数据类别 活动数据来源 数据品质

初

级

数

据

特定现

场数据

原辅材料使用量 根据车间实际投入量。

高
产品产量 生产记录的实际产量。

汽油、柴油消耗量 生产实际消耗量。

外购电、外购蒸汽 生产实际消耗量。

次

级

数

据

排放因

子

上游原辅材料生产 CPC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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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CC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
清单指南 2019 修订版》；

中
包材生产

运输因子

外购电力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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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别 活动数据来源 数据品质

电力排放因子来自生态环境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
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 中

2023年华东地区电力平均二氧

化碳 排放因子（浙江省）。

运输 各类运输距离
依据运输起始地、 目的地查询
Google Map 得到。

4.2 计算方法与评价工具

报告产品碳足迹的计算采用的计算逻辑和评价工具介绍如下。

（1）在生命周期评价软件中建立实景过程，录入活动数据，生成

产品生命周期清单；本报告产品的碳足迹计算结果为0.27kgCO2e/只。

（2）本次评价采用的 LCA数据库包括 CPCD数据库等。

4.3 各过程活动数据清单

4.3.1 原辅材料获取数据清单

原辅材料获取及运输阶段的数据清单如下表所示。

表 4-3 主要原辅材料获取及运输阶段的活动数据清单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2024年消耗量（t） 运输距离（km） 运输方式

1 钢板 8660 368

汽车货运

2 塑料粒子 172 152

3 板材 6192 375

4 白乳胶 6.7 729

5 油性漆 6.5 72

6 垫圈 38.6 92

7 胶水 21.5 739

8 包装材料 27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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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产品生产阶段数据清单

本报告评价产品生产阶段数据清单分为产品生产用能清单、产品

产量清单，详见表 4-4、表 4-5。

表 4-4 能源消耗数据表

表 4-5 产品产量数据清单

产品名称 数量（万只）

扬声器 29632

总计 29632

4.3.3 产品分销阶段数据清单

企业产品通过货运汽车运输至收货地，产品分销量为15369.3t（2

9632万只）。产品分销阶段数据清单见下表。

表 4-6 产品分销阶段数据清单

序号 销售量（t） 收货地
距收货地距离

（km）
运输方式

1 6321.2 浙江 65

陆地货运

2 5523.3 上海 85

3 2053.5 福建 856

4 527.3 广东 1263

5 316.8 江西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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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34.1 山东 962

7 316.1 安徽 327

8 196.5 四川 1982

9 48.3 青海 2372

5.碳足迹评价结果

5.1 碳足迹核算

产品碳足迹是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所有活动的所有材料和能源

乘以其排放因子后再加和。其计算公式如下：

CF 1， j=1 pi × Qij × Gwpj

其中，CF为碳足迹，P为活动水平数据，Q为排放因子，GWP

为全球变暖潜势值。

5.2 碳足迹总量

通过建模计算，2024年生产扬声器的碳足迹为78521.23t CO2e；

2024产品产量为29632万台扬声器；单位产品碳足迹为0.27kgCO2e/

只；各过程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情况如表 5- 1、图 5-1所示。

表 5-1 扬声器产品碳足迹

项目 排放量（t CO2e） 占比（%）

上游原辅材料生产过程 66533.54 84.73

上游原辅材料运输过程 66.78 0.09

产品生产过程能源消耗 11740.08 14.95

产品分销过程 180.83 0.23

合计 78521.2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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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产品碳足迹贡献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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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碳足迹结果可知，上游原辅材料生产过程对碳足迹贡献最大，

为84.73%；产品生产过程能源消耗占14.95%；产品分销过程过程对

碳足迹的贡献为0.23%，上游原辅材料运输过程对碳足迹的贡献最

小，仅为0.09%。

5.3 碳足迹各过程贡献

1.上游原辅材料生产

在原材料制造阶段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本报告

选取了扬声器产品的主要原辅材料，包括钢板、塑料粒子、板材、

白乳胶、油性漆、胶水、包装材料等。上游原辅材料生产过程碳足

迹的贡献为66533.54tCO2e ，占产品碳足迹总量的84.73% ， 各种

活动在本过程内部的碳足迹贡献占比如表 5- 2、图 5-2所示。

表 5-2 上游原辅材料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序号 主要原辅材料名称 产品排放量(tCO2) 占比（%）

1 钢板 58888.00 88.51

2 塑料粒子 12.04 0.02

3 板材 6377.76 9.59

4 白乳胶 18.09 0.03

5 油性漆 26.98 0.04

6 垫圈 277.92 0.42

7 胶水 62.35 0.09

8 包装材料 870.40 1.31

合计 66533.5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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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上游原辅材料生产过程碳足迹结构

2.上游原辅材料运输

在原材料运输阶段会直接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扬声器产品原材

料主要来自浙江、安徽、山东、福建等地，均由货车运输至豪声电

子，以上运输行程通过Google map进行距离测算。原材料运输活动

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为66.78tCO2e， 占产品碳足迹总量的 0.09%，

本过程内部占比情况如表 5- 3。

表 5-3 上游原辅材料运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运输过程排放量

（tCO2）
占比

1. 钢板 87.22 57.264%

2. 塑料粒子 8.21 0.470%

3. 板材 3.51 41.723%

4. 白乳胶 0.01 0.088%

5. 油性漆 0.01 0.008%

6. 垫圈 0.03 0.064%

7. 胶水 0.09 0.285%

8. 包装材料 0.65 0.098%

合计 99.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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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过程

生产过程能源消耗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为11740.08tCO2e，占

产品碳足迹总量的14.95%，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见下表。

表 5-4 产品生产阶段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
电力活动数据

（MWh）
电力排放因子

（tCO2e/MWh）
碳足迹数据
（tCO2）

A B C=A×B

24121.8 0.4867 13729.81

能源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说明如下：

表 5-5 电力的 CO2 当量排放因子

参数 电力的 CO2 当量排放因子

数据值 0.4867

单位 tCO2/MWh

数据源
电力排放因子来自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电力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中 2023年华东地区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产品生产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如下表所示：

表 5-6 产品生产过程产生碳排放

产品生产过程 碳排放量（t）

化石燃料燃烧 /

电力消耗 11740.08

蒸汽消耗 /

合计 11740.08

4.生产分销过程

产品分销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为66.78tCO2e，占产品碳足迹总

量的0.23%，系统边界内各项运输活动排放情况如表 5-9所示。

表 5-7 产品分销过程碳足迹结构

产品名称 碳排放量（tCO2e）

扬声器 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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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完整性和一致性检查

本报告依据《ISO 14044:2006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Life

cycle assessment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对产品的碳足迹评价

过程进行了完整性检查和一致性检查。

产品碳足迹评价过程完全依据企业实际的生产情况开展，所填

报 的各个过程清单数据来自企业的生产报表等支撑材料，所有数据

收集没有遗漏，截断已做出说明，满足生命周期评价的完整性要求。

本报告一致性检查结果同样符合要求，说明如下：

（1）数据收集范围与系统边界一致；

（2）数据库参数的选取与供应商的能源、资源的生产工艺一致，

运输参数的选取与运输方式相一致；

（3）参数尽量接近所在地域，时间上也统一选择最接近评价年

度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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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数据质量

本报告碳足迹评价的数据质量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针对实景过

程各项活动数据进行定性打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厂内活动数据的不确定性分析，其数据质量级别分为表 5-10中

的 4 种情况：

表 5-8 活动数据质量级别

质量级别 描述

好
实测值：实际测量数值，如电表、水表抄表记录、采购单据等记录
的实际数值或有依据的分配值。

较好
估算值：以某种合理方法进行估算的数值（如根据经验对实测值进
行拆分估算）。

一般 理论值/经验值：根据理论推导算出的数值或现场操作的经验值。

差
参考文献：由其他文献资料（如学术文献、法规限制值）取得的数
据或其他厂核算得到的数值。

活动数据质量分析结果如表5-11所示：

表 5-9 活动数据质量分析结果

活动数据类别 数据质量级别 说明

原辅材料消耗量 好 数据来自实际生产统计数据

能源消耗量 好 数据来自实际生产统计数据

产品产量 好 数据来自生产记录的实际产量

上游原辅材料生产、上游原辅

材料运输、外购电力、外购

蒸汽等排放因子
一般 排放系数来自CPCD数据库等

运输距离 一般
运输距离查询地图获得，为间接
数据

5.6 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说明

依据《ISO 14067:2018 Greenhouse gases—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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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本报告对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做出如下说明：

本次产品碳足迹评估出于了解和掌握基本数据的目的，因此并

不会因为专注产品碳足迹而造成其他环境影响指标的负面变化；后

续企业应围绕供应链开展降碳工作，并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监管之下，

在不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物排放增加的前提下进行设计和实施。

系统边界、量化方法、分配、截断等均会使产品碳足迹评价的

研究结果具有局限性：

①本报告中，系统边界的设定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最大化的符

合了相关性和完整性的要求；

②量化方法方面遵循了相 关性的原则，综合考虑了可行性和尽

量提高精度的要求；

③遵循标准的要求，本报告尽量避免分配，需要分配的数据也

尽量采用物理方法进行分配，以保证合理性；

④本产品碳足迹评价工作对截断项均做出了审慎的评估，确保

其不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6.碳足迹评价结果解释

通过数据收集和生命周期建模计算，浙江豪声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生产的29632万只扬声器

的碳足迹为78521.23tCO2e，单位产品碳足迹为0.27kgCO2e/只。 由碳

足迹结果可知，上游原辅材料生产过程对碳足迹贡献最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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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3%；产品生产过程能源消耗占14.95%；产品分销过程过程对碳

足迹的贡献为0.23%，上游原辅材料运输过程对碳足迹的贡献最小，

仅为0.09%。

本报告得出可从以下方面挖掘碳减排潜力：

（1）持续建立和完善供应链碳排放管理体系，逐步要求上下游

供应商开展碳核算、碳披露、碳减排行动以减少供应链端的碳排放；

（2）针对产品生产中的能源消耗，可通过淘汰更换高耗能落后

设备、选用高能效生产工艺和设施、开展节能减碳改造、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等方式进行减碳；

（3）加大研发投入，以绿色设计为抓手，优化生产工艺，提高

生产效率，从源头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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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排放因子及计算系数

1 电力排放因子

电力排放因子来自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2023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23年华东地区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1.概述
	1.1 企业介绍
	1.2 产品介绍
	1.3 碳足迹评价工作小组
	1.4 评价过程和方法
	1.4.1 评价组组成
	1.4.2 文件评审
	1.4.3 现场评价
	1.4.4 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2.CFP-PCR 的应用
	3.碳足迹计算范围
	3.1 包含的温室气体
	3.2 数据收集期限与地点
	3.3 功能单元
	3.4 系统边界
	3.5 数据取舍

	4. 生命周期清单收集与计算
	4.1 数据收集与数据质量管理
	4.2 计算方法与评价工具
	4.3 各过程活动数据清单
	4.3.1 原辅材料获取数据清单
	4.3.2 产品生产阶段数据清单
	4.3.3 产品分销阶段数据清单


	5.碳足迹评价结果
	5.1 碳足迹核算
	5.2 碳足迹总量
	5.3 碳足迹各过程贡献
	5.4 完整性和一致性检查
	5.5 数据质量
	5.6 产品碳足迹研究的局限性说明

	6.碳足迹评价结果解释
	参考文献
	附件 1.排放因子及计算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