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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与计划要求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020]33 号文《关于征集 2020 年第二批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的要求，开展《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

法与要求 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该标准完成年限为 2024 年。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

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友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湖南中伟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长优实业有限公司、金川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等。 

1.2 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简介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是邦普循环的总部，创立于 2005 年，位于广东佛山三水

工业园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总注册资本 13274.06892 万元人民币。邦普循环具有六

个生产基地，专业从事数码电池和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梯次储能利用；传统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关键零部件再制造；以及高端电池材料和汽车功能瓶颈材料的工业生产、商业化

循环服务解决方案的提供。目前，邦普废旧电池处理总量超 300000 吨/年，前驱体材料产

能为 35000 吨/年，粗氢氧化镍钴产能 12000 吨/年，电池产品核心金属材料总回收率达到

98.58 %，是全球专业的废旧电池及报废汽车资源化回收处理和高端电池材料生产的国家火

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2018 年 7 月 25 日，邦普循环被工信部认定为第一批《新能源

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行业实力和技术水平得到认可。 

邦普是废旧电池回收利用循环经济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广东省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试点、全国废弃化学品处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废弃电池化学品处理处置工作组

（SAC/TC294/WG1）组长单位、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起

草工作组组长单位、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工作组委员单位、全国

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标准研究工作组成员单位、全国有色金属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重金属分技术委员会会员单位、广东省产品回收利用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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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秘书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理事单位、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单位。 

1.3  标准编写的目的和意义 

1.3.1 响应国家“双碳”政策指引，完善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 

2020 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承诺，

中国将于 2030 年实现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

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用能需求大、资源消耗严重以及绿色产业

发展初起步的挑战，导致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处于较高水平。双碳目标的提出，不仅彰显

了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心，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

“十四五”规划作为我国碳达峰的关键窗口期，明确提出在此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

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需分别降低 13.5%和 18%。 

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中国中央、国务院、工信部等相继发布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要》、《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规

划文件，明确了完善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的重要性，并提出建立重点企业碳排放核算、

报告、核查等标准，以及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的要求。2023 年 4 月 1

日，国标委、发改委、工信部等 11 部门联合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进一步鼓励研制产品碳足迹量化和种类规则等通用标准，并探索制定重点产品碳排放核算

及碳足迹标准。2024 年 6 月 5 日，生态环境部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碳足迹管

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更是明确提出优先聚焦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品，制定发布

核算规则标准。 

基于国家“双碳”及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指引，建立健全工业领域的绿色低碳

标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一体系的建立将为企业碳排放核算、产品碳足迹核算、碳减排、

碳核查、低碳认证等工作提供可操作的方法，有效促进产业链中的企业节能降碳、减排增

效。因此，拟提报的《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

标准是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重点产品提

供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量化方法和要求。 

1.3.2 助力交通领域温室气体减排，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 

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中国能源体系碳中和路线图》显示，近十年来，交通运输行业

的能源需求百分比增幅最大，道路车辆占交通运输能源用量的 80%以上。2020 年，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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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部门的碳排放量占中国能源体系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8%，被列为减排措施的重点领域。

因此，汽车产业的低碳化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作，也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领域。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报废回收是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工作的重点，尤其是对汽车使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废旧动力电池

循环利用列为重点工程与行动所涉及的领域。同时，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也将“建

立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确定为实现“双碳”目标重点关注的十大领域之一。 

鉴于传统燃油车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碳排放和废气污染，发展新能源汽

车已成为全球趋势。我国作为“中国制造 2025”的重点领域，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应对

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 

1.3.3 加强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控制，实现产业链逐级管控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规定，到 2035 年，纯电动汽车将成为

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将全面电动化。虽然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低能

耗、轻污染等优点，但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其碳排放不仅包括汽车生产制造、运营和废弃

环节，还应包括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以及零部件前端原材料的生产等。 

据中汽中心《2021 年中国汽车低碳行动计划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在纯电动乘用车使

用周期中，动力蓄电池的平均碳排放量占纯电动乘用车碳排放量的 49.3%，高于其他部件

的平均碳排放量之和。而三元动力电池的碳排放量中，有 83.3%来自原材料供应的碳排放，

其中正极材料的碳排放量约占 50%。前驱体和锂盐作为正极材料的核心原料，在正极材料

碳排放量中占比超过 80%。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各整车企业开始逐渐关注新能源

产业链上游产品的碳排放。 

多家整车企业已明确提出并宣布碳中和的实现时间，如保时捷宣布 2030 年，梅赛德

斯-奔驰宣布 2039 年等。随着各整车企业供应链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碳减排的目标已通过

汽车的产业链延伸到整个上下游的企业和产品，形成从整车到动力电池，再到锂离子电池

正极材料，最后到前驱体和锂盐的逐级传递。目前，车企或动力电池厂商主要通过尽职调

查和负责任供应链管理等方式，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并设立产品碳排放量的基准值，以

推动新能源汽车以及动力电池全产业链的碳中和。 

1.3.4 以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为核心，助力全产业链碳中和 

离子电池因具有能量密度高、输出电压高、循环寿命长、环境污染小等优点，不仅大

规模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在光伏、储能、风电、5G 数据中心、3C 电子、智能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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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等领域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公布数据，2021 年全国锂离子

电池产量达到 324GWh，同比增长 106%。其中，消费、动力、储能型锂电产量分别为 72GWh、

220GWh、32GWh，同比分别增长 18%、165%、146%。 

目前，我国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及其前端产业链均位居全球第一，并占据绝对的主

导地位。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制造过程不仅消耗大量能源，而且在电池的核心材料（如正极

材料）及其前端原材料（如前驱体、锂盐）生产制造过程均会使用大量的能源，并消耗大

量的矿产资源（如镍、钴、锰、锂等）。正极材料的产品碳排放量占到动力电池产品碳排

放量的一半左右，而前驱体作为正极材料的核心原料，占正极材料产品碳排放量的 50%～

80%，锂盐占比 6%～15%。 

基于产品碳足迹向上追溯的特点，对于碳足迹的要求由电池生厂商进一步传递到正极

材料，并可继续向上追溯到前驱体企业和锂盐企业。要实现锂离子电池的快速发展，并支

持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储能等对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推动

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产品的低碳化发展是关键。 

1.3.5 统一规范的核算标准，满足全产业链碳足迹盘查需求 

要实现产品的低碳化发展和企业供应链碳中和，首先需要核算产品的碳排放量。产品

的碳排放量一般以产品碳足迹进行表示，其定义是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对于一个产

品或产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量进行汇总、评价，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通过开展产

品碳足迹评价，企业可以发现自身的碳排放情况，并辨识供应链上的碳排放情况，从而全

面了解产品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我国拥有全球绝大部分的正极材料及其前端产业链的产能及市场，具有非常好的数据

代表性，但却没有根据国内国情形成统一、规范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不同区域、不同

企业在利用国际通用标准进行核算时，会因为选择不同的功能单位、核算边界、取舍原则、

分配原则等，造成数据结果差异较大、各企业无法形成共识。 

此外，欧盟在《电池 2030+》中提到，要将电池的生命周期碳足迹减少至少五分之一，

并通过立法计划实施碳足迹计算方法，只有已建立碳足迹声明的电池才能投放市场。因此，

在进行国际贸易中，“碳壁垒”势必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基于我国绿色低碳的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和锂离子电池对全产业链上产品碳足迹盘

查需求，考虑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是电池用材料的主要组成，因此急需制定电池用镍

盐、钴盐、锰盐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本标准的制定能够统一规范锂离子电池用镍盐、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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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锰盐产品碳足迹的核算方法，帮助企业准确摸清产品每个环节的碳排放情况，为动力

电池行业和新能源汽车行业实现供应链碳中和提供技术支撑 

1.4 编制过程 

1.4.1 标准起草阶段 

①起草工作组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接受《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要求 电池用镍盐、钴盐、

锰盐》的任务后，由专兼职标准化人员成立了编制工作组，确认了各成员的工作任务和职

责，确定了制定原则，制定了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以确保按阶段完成标准的制定任务。 

编制工作组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检索国际及国家

和行业标准，收集、整理、对比分析了相关企业的技术资料，通过市场调研，结合团体标

准制定的专家组意见，形成了标准文本。本标准草案完成后，在编制组及公司内部进行了

多次交流，对本标准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完善。 

1.4.2 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 

 

 

1.4.3 标准预审阶段 

×××××× 

 

1.4.4 标准审查阶段 

×××××× 

 

1.4.5 标准报批阶段 

×××××× 

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 

2、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额起草规则》的

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制，确保标准的组成要素完整、规范、清晰、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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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国家和行业需求为导向的原则，本标准的制定紧密围绕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的

技术发展现状与实际需求，旨在提升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本标准全面考虑国

家法律法规要求，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致力于构建和完善双碳标准体系。 

2.2 电池级镍盐、钴盐、锰盐工艺分析 

参考环保技术文件《镍冶炼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钴冶炼污染防治最佳可

行技术指南》，化工行业标准《HG/T 4823-2015 电池用硫酸锰》，结合企业调研，对生产

企业的工艺进行分析，提供了镍盐、钴盐、锰盐生产工艺点，见下表。 

序号 产品 工艺描述 

1 硫酸镍/氯化镍 

硫化镍矿： 

干燥→配料→熔炼→吹炼→浸出→净化除钴→蒸发结

晶 

氧化镍矿： 

① 高压酸浸：制浆→高压浸出→闪蒸→洗涤→沉淀→

酸溶→萃取→蒸发结晶 

② 常压酸浸：搅拌浸出→洗涤→沉淀→酸溶→萃取→

蒸发结晶 

2 硫酸钴/氯化钴 

钴硫精矿、锌冶炼钴渣： 

焙烧→浸出→除杂→萃取→反萃→蒸发结晶 

铜钴矿、镍冶炼钴渣： 

浸出→除杂→萃取→反萃→蒸发结晶 

3 硫酸锰 
粗制钴盐、高硫矿、铜钴精矿： 

浸出→除杂→萃取→反萃→蒸发结晶 

4 
碳酸镍钴锰/硫酸

镍钴锰 

镍豆/MHP等中间品或粗产品： 

浸出→配料→除杂→蒸发结晶 

5 
硫酸镍、钴、锰单

一或混合物 

废旧电池、电池废料、净化渣（硫化渣）： 

精选电极材料粉/含镍钴净化渣(硫化渣)→浸出→除杂→

多级萃取→反萃→蒸发结晶 

 

3  主要内容的分析综述 

根据本文件进行的产品碳足迹研究应包括生命周期评价的四个部分，即目的和范围界定、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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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分析、生命周期影响评价和生命周期解释。构成产品系统的单元过程应按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分组，

例如材料生产阶段、生产阶段、运输阶段和生命末期阶段。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

应分配到发生温室气体排放清除的生命周期阶段。 

下游厂家

能源、资源

输入

温室气体排放

运输

原料获取阶段

硫化镍矿、氧化镍矿

镍豆/MHP等粗产品或中间品

产品制造阶段

预处理 浸出 萃取除杂 结晶

运输

钴硫精矿、铜钴矿

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

 

图1 从原生材料到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的生命周期系统边界 

温室气体排放产品制造阶段

废旧电池、
过程废料

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

破碎 分选 浸出 萃取 沉淀

运输

下游厂家

能源、资源

输入

原料获取阶段

废旧电池及过程废料的收集、预处理等

运输

图 2 从再生材料到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的生命周期系统边界 

4 标准水平分析 

4.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询，未检索到相关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征集了

同行业的意见，技术指标设置上充分反映了行业实际情况和迫切需求，指标设置科学合理，

标准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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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标准协调配套的情况 

国际标准协调情况：ISO 14067 是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的通用国际标准，规定了

从原材料获取到回收处置阶段的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 ISO 

14067 的相关要求，以确保与国际标准的协调一致。与 ISO 14067 的协调配套，有助于我

国电池材料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碳足迹量化工作，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该标准在国

际上具有较好的兼容性，便于与国际接轨。 

国内标准的协调情况：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本

标准在核算温室气体范围时，很可能参考了 GB/T 32150-2015 的相关规定，包括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等七种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与现有国内标准的协调，

确保了本标准在温室气体核算方面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便于企业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该标准作为通用的产品碳足迹量化指南，为《温

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依据。两者在量化方法、报告要求等方面可能保持高度一致。通过遵循通用的量化要求和

指南，确保了电池材料行业碳足迹量化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比性，有助于行业整体的绿色发

展。 

5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法规，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等，这些法规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提出了明确要求。产品碳足迹量化标准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这些法规紧密相关。 

本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 

6 专利及涉及的知识产权 

无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8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9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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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标准的制定，使国内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生产行业在碳足迹核算方面更具

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及经济适用性。规范和指导企业的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降低

能耗提高效益。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池用镍盐、钴盐、锰盐》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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