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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规定了在上海碳普惠机制下，居民户通过优化生活用电方式、更换高效能电器

等低碳用电行为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的核算流程和方法。

年用电量达到城乡居民用电量第三档1或已安装分布式光伏的居民户不适用本方法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方法学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方法学。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方法学。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ISO 14064-2:2019 温室气体第二部分 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减排和消除增加的量化、

监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am-tool-05-v3.0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泄漏排放计算工具

3 术语和定义

3.1

居民户

指本市以个人名义缴纳电费，且适用于居民分时电价政策的用户。

3.2

居民户低碳用电

指居民户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优化用电方式、更换高效能电器等行为。

3.3

峰时段

指每日 6：00～22：00时段。

[来源：沪发改价管[2011]18号]

3.4

谷时段

指每日 22：00～次日 6：00时段。

[来源：沪发改价管[2011]18号]

3.5

注册用户

注册个人碳普惠账户、知悉本市碳普惠机制并自愿参与的居民户。

1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居民阶梯电价将城乡居民
用电量划分为三档，第一档电量满足基本用电需求，第二档电量满足正常合理用电需求，第三档电量满足
较高生活质量用电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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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的空间范围为场景发生的地理边界，具体为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居民户

开展的低碳用电活动。

计入期从居民户注册成为碳普惠平台用户并授权减排场景开发主体获取其用电数据

的下个自然月开始，至居民户在碳普惠平台解除电表绑定当月的上个自然月结束。

场景核算的居民户低碳用电温室气体排放仅包含二氧化碳（CO2）。

5 基本要求

5.1 合规性说明

注册用户生活用电数据由为其供电的电力公司按户号进行实名登记统计。减排场景开发

主体经注册用户授权后，方可对注册用户的低碳用电行为进行减排量核算。减排场景开发主

体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用户隐私，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用户信息，不

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用户信息。

减排场景开发主体应合理剔除长期用电量为零、偷电窃电、擅自更改用电性质、非法用

电等用电异常用户。

5.2 普惠性说明

当前上海市居民用电公众基础广泛，居民拥有参与减排的意愿。本方法学适用于居民户

低碳用电的减排量核算，居民通过本方法学核算并申请获得的碳普惠场景减排量，能够调动

公众低碳行为积极性，具备普惠性基础。

5.3 额外性说明

居民低碳用电行为具有广泛的公众基础以及显著的社会效益，本方法学属于政策鼓励的

公益性非技术投资类型，不仅能有效促进居民养成节约用电的生活习惯，还有利于实现电力

供需平衡，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符合本方法学适用条件的减排场景，其额外性免予论证。

5.4 唯一性说明

减排量计算所需的原始数据由减排场景开发主体记录收集，减排场景开发主体经注册用

户授权后收集数据，并对注册用户的数据进行唯一性验证。

5.5 激励措施说明

减排场景开发主体应当说明采取的减排行为激励措施（如有），即包含在其运营过程中

的减排量或者碳积分消纳渠道，并提供相应材料进行论证。

6 减排量核算

6.1 基准线情景说明

本方法学设定了 2种减排量基准情景，注册用户按峰时段和谷时段独立核算，其中：

情景 1基准线设定基于上海市当年居民峰/谷时段户月平均用电排放量计算得出，情景 2
基准线设定基于注册用户上一年同月峰/谷时段月平均用电排放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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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若注册用户当月峰/谷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低于情景 1对应时段基准线，则该时段适

用情景 1。
b）若注册用户当月峰/谷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高于情景 1对应时段基准线，则该时段适

用情景 2，若无上一年同月对应时段月平均用电量信息，该时段不应参与减排量计算。

6.2 减排场景情景说明

本方法学的减排场景为注册用户发生低碳用电行为的场景，为避免数据收集的滞后性和

保证注册用户参与的公平性，将以每月首个自然日 00:00:00至最后一个自然日 23：59：59
作为当月数据统计的节点。

6.3 基准线排放计算

6.3.1 情景 1 基准线排放量

1）情景 1峰时段基准线排放量

峰时段基准线排放量按照公式（1）计算：

��1,�,� = ������×���,�

�
× � ……………………………（1）

式中：

��1,�,� —— 情景 1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基准线排放量，

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上海居民用电总量，

单位为千瓦时（kWh）；
� —— 上海市居民用电总户数；

A —— 先进性系数，无量纲。

2）情景 1谷时段基准线排放量

谷时段基准线排放量按照公式（2）计算：

��1,�,� = ������×���,�

�
× � ……………………………（2）

式中：

��1,�,� —— 情景 1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基准线排放量，

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上海居民用电总量，

单位为千瓦时（kWh）；
� —— 上海市居民用电总户数；

A —— 先进性系数，无量纲。

6.3.2 情景 2 基准线排放量

1）情景 2峰时段基准线排放量

峰时段基准线排放量按照公式（3）计算：

��2,�,� = ���0,�,�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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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2,�,� —— 情景 2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基准线排放量，

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0,�,�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0年（即上一年）�月峰时段用电量，单位

为千瓦时（kWh）；
������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 —— 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考虑温度影响的碳排放基准线修正系数，

除 3 月～6 月和 10 月～11 月��取值 1 外，其他月份��计算方

法按公式（4）计算，无量纲。

�� = 1 +

���0,�
��� ����

���� �0,�
（ 7 − 9 月 ���0,� < ���；1 − 2 月、12 月���0,� > ���）

0 （ ���0,� = ���）

−
���0,�
��� ����

���� �0,�
（7 − 9 月���0,� > ���；1 − 2 月、12 月���0,� < ���）

……（4）

式中：

��� —— 气温每升高/降低 1℃的负荷变化量，单位为万千瓦（万 kw），
具体参照附录 B；

���� �0,� —— 减排场景�0年（即上一年）�月上海最高负荷峰均值，单位为

万千瓦（万 kw）；
��� —— 减排场景发生月（�月）上海每日最高/最低气温均值（7-9 月���

为最高温均值，1-2 月、12月���为最低温均值，���按四舍五入

原则取整数），单位为摄氏度（℃）；

���0,� —— 减排场景t0年（即上一年）�月上海每日最高/最低温均值（7-9
月���0,�为最高温均值，1-2 月、12 月���0,�为最低温均值，���0,�

按四舍五入原则取整数），单位为摄氏度（℃）。

2）情景 2谷时段基准线排放量

谷时段基准线排放量按照公式（5）计算：

��2,�,� = ���0,�,� × ������ × �� ……………………（5）
式中：

��2,�,� —— 情景 2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基准线排放量，

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0,�,�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0年（即上一年）�月谷时段用电量，单位

为千瓦时（kWh）；
������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 —— ��计算方法同公式（4），无量纲。

6.4 减排场景排放计算

6.4.1 峰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

峰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按照公式（6）计算：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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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用电量，单位为千瓦

时（kWh）。

6.4.2 谷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

谷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按照公式（7）计算：

���,� = ������ × ���,� ………………………………（7）
式中：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单

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 ——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

（kgCO2/kWh）；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用电量，单位为千瓦

时（kWh）。

6.5 减排场景泄漏计算

居民户参与场景活动时，在同一空间、时间内只能选择同一家电力公司，因此本方法学

免除考虑泄漏。

6.6 减排量核算

减排量按照公式（8）核算：

��� = ���,� + � × ���,� ……………………………（8）
式中：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

（kgCO2）；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

氧化碳（kgCO2）；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

氧化碳（kgCO2）；

R —— 峰谷平衡系数，无量纲。

6.6.1 峰时段减排量核算

峰时段减排量按照公式（9）核算：

���,� = ���,� − ���,� ………….…………………（9）
式中：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

氧化碳（kgCO2）；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

千克二氧化碳（kgCO2）；

a)若峰时段适用于情景 1，则���,�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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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若峰时段适用于情景 2，则���,� = ��2,�,�；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单位

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6.6.2 谷时段减排量核算

谷时段减排量按照公式（10）核算：

���,� = ���,� − ���,� ……………………………（10）
式中：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

氧化碳（kgCO2）；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基准线排放量，单位为

千克二氧化碳（kgCO2）；

a)若谷时段适用于情景 1，则���,� = ��1,�,�；

b)若谷时段适用于情景 2，则���,� = ��2,�,�；

���,� ——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单位

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7 数据来源与监测

7.1 事前确定数据和参数

本方法学事前确定的数据和参数需定期更新。具体数据和参数如下表所示：

表 1 上海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参数 1 ������

描述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kgCO2/kWh

数值 见附录 A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最新电力排放因子数据

测量方法和程序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排放量��1,�,�、��1,�,�、��2,�,�、��2,�,�、���,�、���,�

其他说明 -

表 2 气温变化负荷增量

数据/参数 2 ���

描述 万 kW

单位 附录 B中各温度对应的负荷增量

数值 -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每年更新一次

测量方法和程序 -

数据用途 用于减排场景发生日�日考虑温度影响的碳排放基准线修正系数��

其他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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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先进性系数

数据/参数 3 �

描述 基准线的百分比权重

单位 -

数值 0.6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情景 1基准线排放量

其他说明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调整

表 4 峰谷平衡系数

数据/参数 4 R

描述 引导居民用电，平衡峰谷差异

单位 -

数值 0.498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减排量

其他说明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调整

7.2 监测参数和数据

减排场景开发主体应当对收集的所有监测数据进行电子版存档并且至少保存至最后一

个计入期结束后三年。如果在下表中没有特殊的说明，所有的数据都需要进行全部监测。所

有的测量都应该采用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的校准测量仪器进行。另外，还要参考本方法学所涉

及到工具中的监测要求。

本方法学需要监测每个注册用户的参数和数据如下：

表 5 上海市居民用电总户数

数据/参数 1 �

描述 上海市居民用电的总户数

单位 户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用电采集信息系统收集记录

监测频率 每月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的基准线排放量��1,�,�、��1,�,�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6 上海市居民峰时段总用电量

数据/参数 2 ���,�

描述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上海市居民峰时段总用电量

单位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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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用电采集信息系统收集记录

监测频率 每月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基准线排放量��1,�,�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7 上海市居民谷时段总用电量

数据/参数 3 ���,�

描述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上海市居民谷时段总用电量

单位 kWh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用电采集信息系统收集记录

监测频率 每月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基准线排放量��1,�,�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8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上一年同月峰时段用电量

数据/参数 4 ���0,�,�

描述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0年（即上一年）�月峰时段用电量

单位 kWh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用电采集信息系统收集记录

监测频率 每年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基准线排放量��2,�,�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9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上一年同月谷时段用电量

数据/参数 5 ���0,�,�

单位 kWh

描述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0年（即上一年）�月谷时段用电量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用电采集信息系统收集记录

监测频率 每年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基准线排放量��2,�,�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10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峰时段用电量

数据/参数 6 ���,�

描述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的用电量



9

单位 kWh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用电采集信息系统收集记录

监测频率 每月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峰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11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谷时段用电量

数据/参数 7 ���,�

描述 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的用电量

单位 kWh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用电采集信息系统收集记录

监测频率 每月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谷时段减排场景排放量���,�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12 上海市注册用户减排场景上一年同月全上海最高负荷平均值

数据/参数 8 �� �0,�

描述 减排场景�0年（即上一年）�月上海最高负荷峰均值（万 kw）

单位 万 kW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测量方法和程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用电采集信息系统收集记录

监测频率 每年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减排场景发生月�月考虑温度影响的碳排放基准线修正系数��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13 上海市夏季/冬季注册用户减排场景发生月最高/最低气温均值

数据/参数 9 ���

描述
减排场景发生月（�月）上海每日最高/最低气温均值（7-9月���为最高温

均值，1-2月、12月���为最低温均值，���按四舍五入原则取整数）（℃）

单位 ℃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上海市气象局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每月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气温变化负荷增量���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由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根据上海市气象局发布的每日气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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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上海市夏季/冬季注册用户减排场景上一年同月全上海最高/最低温均值

数据/参数 10 ���0,�

描述

减排场景�0年（即上一年）i 月上海每日最高/最低温均值（7-9月���0,�

为最高温均值，1-2月、12月���0,�为最低温均值，���0,�按四舍五入原则取

整数）（℃）

单位 ℃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上海市气象局

测量方法和程序 -

监测频率 每年更新一次

数据用途 用于计算气温变化负荷增量���

QA/QC程序 -

其他说明 由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根据上海市气象局发布的每日气温计算

8 编制单位

本方法学由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编制。

9 方法学分类

根据《上海市碳普惠方法学开发与申报指南（试行）》中方法学分类评估方法，本方法

学认定为Ⅱ类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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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电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表 A.1 上海市电力排放因子（������）

区域 电力排放因子

上海市 0.42 kg CO2/kWha

a 数据来自《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调整本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相关排放因子数值的通知》（沪

环气〔2022〕34 号）。如相关因子更新，请以最新数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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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参数气温变化负荷增量为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的研究成果，每年更新一次，由国网上海

市电力公司发布。气温变化负荷增量如表 B.1所示：

表 B.1 最高用电量的负荷变化

温度（℃） 气温每增加 1℃的负荷增量

� − �2 ���−�2

… …

� − 1 ���−1

� ���

� + 1 ���+1

… …

� + �1 ���+�1

2022年的气温每变化 1℃，上海的最高用电量的负荷变化如表 B.2所示：

表 B.2 气温每变化与上海最高用电量的负荷变化

最高/最低温度

（℃）（�）

气温每升高/降低 1℃的负荷变

化量（万 kw）（���）

最高/最低温度（℃）

（�）

气温每升高/降低 1℃的负荷

变化量（万 kw）（���）

-9及以下 90 16 10

-9 90 17 6

-8 87 18

0

-7 84 19

-6 80 20

-5 77 21

-4 73 22

-3 70 23

-2 67 24 39

-1 64 25 48

0 61 26 56

1 58 27 64

2 55 28 72

3 51 29 80

4 48 30 88

5 45 31 96

6 42 32 104

7 38 33 112

8 35 34 120

9 32 35 128

10 29 36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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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最低温度

（℃）（�）

气温每升高/降低 1℃的负荷变

化量（万 kw）（���）

最高/最低温度（℃）

（�）

气温每升高/降低 1℃的负荷

变化量（万 kw）（���）

11 25 37 145

12 22 38 170

13 19 39 170

14 16 40 170

15 13 41及以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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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适用于在减排场景开发方平台注册、知悉本市碳普惠机制并自愿参与的注册用

户，采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出行的场景活动。

场景平台需要具备用户授权管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的确认、授权的取消、授权期

内减排量计入期的管理功能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方法学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方法学；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方法学。

GB/T 32852.1-2016 城市客运术语 第 1部分：通用术语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通用要求

CM-028-V01 快速公交项目

CM-032-V01 快速公交系统

CM-069-V01 高速客运铁路系统

ISO 14064-1 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

的规范及指南

CDM-EB Tool18 城市客运交通模式转换基准线排放计算工具

3 术语和定义

3.1

机动化出行

从出发地到目的地，采用社会小客车、出租车、轨道交通、地面公交、轮渡等机动化交

通方式完成位移的行为。

3.2

非机动化出行

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仅采用步行、自行车等非机动化交通方式完成位移的行为。

3.3

社会小客车

由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在道路行驶非营运性质的小型及微型载客汽车，包括私人小

客车、单位小客车等。

3.4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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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由企业投放并运营，通过分时租赁方式向用户提供出行服务的自

行车。

[来源：DB11/T 1899-2021，3.1]

3.5

乘距

在一次乘行中，乘客从上车（船）地点到下车（船）地点的距离。

[来源：GB/T 32852.1-2016，5.3.8]

3.6

客运量

统计期内，运送乘客的人次数。

[来源：GB/T 32852.1-2016，8.1]

3.7

客运周转量

统计期内，客运量与平均乘距的乘积。

[来源：GB/T 32852.1-2016，8.5]

4 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的空间范围为场景发生的地理边界，具体为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开展的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出行活动。出行路径如果离开上海市行政区范围，超出范围的出行里程原则上

不纳入减排量计算。

核算的温室气体主要种类详见下表：

表 1 温室气体主要种类

排放来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包含 理由/解释

基

准

线

排

放

采用全方式出

行产生的排放

二氧化碳（CO2） 是 主要排放源

甲烷（CH4） 否
次要排放源，排放在整个碳排放

占比中占比很小，可忽略

一氧化二氮（N2O） 否
次要排放源，排放在整个碳排放

占比中占比很小，可忽略

场

景

排

放

采用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出行

产生的排放

二氧化碳（CO2） 否 忽略不计

甲烷（CH4） 否 忽略不计

一氧化二氮（N2O） 否 忽略不计

5 基本要求

5.1 合规性说明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主要依托手机骑行 APP 发展，行为数据可以被监测和记录，本场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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