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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 实体级温室气体减排

路径方法

根据ASI绩效标准V3标准中的准则5.3（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确定的ASI实体与1.5摄氏度以下温升情景一致的温室气体

减排路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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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 实体级温室气体减排路径方法：根据 ASI 绩效标准 V3 标准中的准则 5.3（温室气体减排计

划）确定的 ASI 实体与 1.5 摄氏度温升情景一致的温室气体减排路径的方法 V1 版（2024 年 2

月）

注意：本中文版仅供参考，以英文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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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aluminium-stewardship.org

本文件概述了铝业管理倡议（ASI）制定并认可的温室气体减排路径方法，用于满足 ASI 绩效标准

（2022 年）i 的一致性要求，包括：

 文件开发和方法制定的历程

 行业脱碳方法的概述(SDA)

 该方法的关键点，行业参考斜率，代表性斜率，和

 符合准则要求和适用性，针对 ASI 实体和 ASI 审核员对基线年份选择的指南

指南还包括使用相关的基于微软 Excel 的计算工具。

背景

自 2018 年以来，ASI 一直致力于推动铝行业迈向可持续性的未来，实现与 1.5 度温升情景一致的减

排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在未来 30 年内将原铝冶炼厂使用的电力转向零排放技术。

ASI 决定要与 1.5 度减排目标对齐，并推动将铝业减排的雄心心变成行动，以证明铝行业的这一能

力和责任。在这意背景下，在 2022 年重新修订并发布的 ASI 绩效标准 V3 版本中，要求进行 ASI 认

证的实体，无论他们在铝价值链的哪个环节，都要“制定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并确保温室气体减排

路径符合全球温升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情景要求，在可用时使用 ASI 认可的方法。”

ASI 一直致力于制定这种衡量和监测实体减排绩效的方法，这项工作的结果在本文件中详细阐述。

http://www.aluminium-stewardshi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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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 绩效标准 V3.1 中准则 5.3-GHG 减排计划

实体应：

a. 制定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并确保温室气体减排路径符合全球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的

情景要求，在可用时使用ASI认可的方法论。

b. 确保温室气体减排路径包括一个不超过五年的中期目标，并且：

i. 涉及所有直接和间接排放。

ii. 在可用时，使用ASI认可的基于科学的方法来制定。

iii. 要公开披露这一中期减排计划和目标。

c. 每年复审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d. 在企业改变减排基准或目标时，对温室气体排放路径进行复审。

e. 公开披露：

i. 最新版的温室气体减排路径。

ii. 最新版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

iii. 每年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的进展。

该方法的目的是使 ASI 实体能够清晰阐明可量化的与铝相关的温室气体减排路径，这些路径针对研

究中的实体/公司/资产，以便能够定期测量和披露减排绩效。

最终，如果遵循每个实体级的路径，其结果应该是不超过该行业的碳排放预算额度（到 2050 年总

共累计约为1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ii）。由于铝工业目前每年排放超过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iii，

在铝的需求还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这将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整个行业需要立即采取强有力的大规

模减排行动。

ASI 认可的 1.5 度减排路径方法及工具的开发时间表

2022 年 5 月—ASI 发布了 ASI 绩效标准 V3 版，要求来自所有认证实体的减排路径要

与 1.5ºC 情景目标保持一致。


2021-2023 年—ASI 探索利用现有或正在开发的方法的机会（如科学碳目标 SBTi，气

候适应金融中心），但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满足其具体要求。


2023 年 1 月—ASI 气候变化工作组和标准委员会开始专注工作，提供一种 ASI 开发的

方法。


2023 年 9 月—ASI 标准委员会同意向 ASI 董事会推荐该方法。 

2023 年 11 月—ASI 委员会批准了推荐的方法。 

2024 年 2 月—发布该方法和相关的计算工具，开发培训材料，使实体和审核员能够

为实施/审核做好准备。


2024 年 5 月—将方法纳入绩效标准指南，所有 ASI 绩效标准审核必须寻求证明实体

已使用该方法的证据。


2024 年—ASI 秘书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关于铝土矿和氧化铝的特定方法以及土地利

用变化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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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从行业雄心到企业行动

国际铝协（IAI）在 2021 年iv制定了一个迈向 2050 年 1.5 度的铝业减排径，与国际能源署（IEA）

净零排放（NZE）方案v基本一致。但一直以来，我们需要开发一种基于科学的方法来分别确定特定

的铝业公司/实体/资产的减排行动。

尤其是 ASI 的绩效标准要求使用一种与行业情景一致但也要适用于 ASI 认证价值链上各种类型实体

的方法。

对这一 ASI 认可的方法的一些关键期望是，它应该：

 适用于所有 ASI 认证的实体（不仅是适用于原铝生产）；

 以科学为基础的;

 与现有的行业 1.5 度情景方案广泛一致；

 解决所有直接和间接 GHG 排放;

 简化以便于执行和审核。

尽管铝工业排放（和减排潜力）的大部分在于初级铝生产过程的脱碳，但国际铝协 iv的研究结果表

明，实现铝行业与 1.5 度温升情景目标一致的脱碳进程只能通过整个供应链上所有参与者的协作和

共同行动来实现。包括通过减少工艺过程和与能源相关的排放、提高资源效率（包括但不限于增加

循环利用）和低碳采购等措施来实现。

凭借其基于第三方保证和多利益相关方治理结构的全铝价值链成员构成和认证计划，ASI 处于一个

独特的地位，可以广泛动员铝的生产商、转换加工企业、铝产品用户和购买者（以及发电企业和废

料回收商）对这一必要的行动担负起责任，无论他们在铝产业链的哪个位置。因此，由 ASI 开发和

认可的温室气体排放路径方法可适用于所有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上游）间接排放。

尽管对于原铝生产商，它专注于工艺过程和能源系统的深度脱碳， 但对于下游实体（除了提高工

艺效率）的重点是过渡到低碳采购——这依赖于原铝产业快速脱碳，消费后废料数量增加和废铝质

量的改善，并且最终消费前废料的产生量逐步减少。

ASI 的气候变化工作组的早期决定包括承诺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和参考现有的（与 1.5 度情景一致

的）工具、方法和数据。这些包括：温室气体协议 （GHG Protocol）vivii的排放核算；对于整个全

球经济碳预算额度和斜率值，参考国际能源署净零排放方案；对于全球铝行业的减排数据，参考国

际铝协（IAI）1.5 度减排路径和方案 iv,，国际铝协及可行使命伙伴关系倡议（MPP）中涉及原铝（从

https://aluminium-stewardship.org/about-asi/asi-working-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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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到大门）和回收（门到门）的方案viii；相关框架结构其中包括可持续铝金融框架，落基山研究

所（RMI）地平线趋零报告指南ix和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

ASI 气候变化工作组将“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解释为一个特定实体或一组实体的“从

摇篮到大门”的排放。这对铝冶炼厂铸造工序来说，大致相当于温室气体协议（GHG Protocol）公

司核算范围 1、范围 2、范围 3（类别 1、3、4）。对冶炼厂铸造后序供应链活动来说，相当于范围

1、范围 2 和范围 3（类别 1）适用于整个实体认证范围。随着范围 3 中其他类别的重要性的变化和

/或数据可用性的提高，该定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发生变化。

该方法遵循行业脱碳方法（SDA），要求具有不同基线排放量的类似范围的实体在排放强度（或多

个强度）目标上逐步趋同（确保没有实体表示将增加其排放强度的路径）。

行业脱碳方法（SDA）要求：

 根据目标期间内的行业 1.5 度情景排放预算数据（分子）生成的参考行业斜率（或多个斜率）：

 行业活动数据——生产/产出或采购/输入的吨数量（分母）。

利用这些信息，ASI 确定了适用于原铝、熔铸、半成品制造和材料转换工序的具体方法。

通过使用相对较少的基于基准年的实体特定数据，该方法描述了实体到 2050 年及中期目标年的减

排斜率值，实体将需要以此证明其减排绩效，这将作为后续 ASI 审核的一部分。对于原铝企业，是

输入从摇篮到大门排放强度数据；对于所有其他工序流程，是要输入购入铝的排放强度和其工艺过

程排放强度。ASI 还开发并发布了一个基于 excel 的工具，以简化计算。

尽管现在已经得到了认可并发布，但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科学和基础排放数据的成熟，这种方法将

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不断发展。例如，在 2024 年，ASI 气候变化工作组将特别关注与土地利用变

化相关的排放，关注采矿和精炼方法，以及行业斜率值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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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方法的关键信息

 简化，以便所有 ASI 实体和 ASI 审核员都能轻松使用。

 来源于铝行业现有的 1.5 摄氏情景，与国际能源署的净零排放（NZE）情景大体一致。

 涵盖了目前确定的铝行业大多数的排放源（>95%），但随着未来排放源更准确的量化（例如

与土地利用相关的排放），可能会进行调整。

 不优先考虑或限制实体定义的用于输入材料（包括预消费废料）的分配方法xii。

 参考第三方透明度和碳足迹核算指南 vi,vii,x,xi。

 适用于实体内部和实体之间的供应链活动，但不适用于特定的产品或运输排放。

 采用“行业脱碳方法”：无论起始点（基准）如何，通过（范围相似的）实体/资产/公司/

工序遵循 1.5 摄氏度路径（斜率值），逐步趋同实现行业排放强度的目标。

 定义了基准年和中间目标设定的规则。

 灵活的适用性：单体业务组合（实体）斜率值、单个供应链业务斜率值或跨多个实体（公司

或集团规模）核算的斜率值。

 针对原铝:

o 固定边界，矿山至冶炼厂铸造工序（以铸造输出时核算)

o 从摇篮到大门的排放（所有直接和上游间接排放)

o 仅电解铝，电解铝液从电解槽中抽出及随后的铸造。

o 斜率值选择:单一路径中的所有排放或者把电力和非电力排放分开核算

 针对熔铸（重熔）和半成品（指铝材）

o 每个供应链活动（SCA）有两条路径:

 单一采购路径斜率值：范围 3（间接排放）中类别 1（购买货物和服务），

仅限与铝输入

 工艺过程排放斜率值：范围 1 和 2（分别为自有或受控源头的直接排放以及

购买能源生成的间接排放）

o 为每个供应链活动（SCA）生成斜率值只需要两个数据点。

 针对材料转化

o 单一采购路径斜率值（范围 3中类别 1)

o 生成斜率值只需要一个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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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限制

在制定这一方法时，ASI 气候变化工作组、ASI 标准委员会和 ASI 董事会（2023 年 11 月）解决了许

多挑战：

1. 熔铸使用的行业参考斜率值，其中包括原铝电解与熔铸和再生铝的输入值，以及熔铸下游的

供应链活动，需要在供应链中的共同点上获取排放和活动数据。

2. 一些实体在输入和输出金属过程中的原铝份额是变动的，要开发一种他们适用的方法。

3. 制定一种实用性和适用性方法，适用于对废铝碳足迹 xii（作为其工艺过程的输出和输入）使

用不同分配方法的实体。

4. 为冶炼厂的上游工艺流程（例如，铝土矿开采和氧化铝精炼）制定参考斜率值和计算方法。

下面概述的方法试图解决上面的 1-3 点挑战。

由于时间和数据有限，第四项挑战在 2023 年未能解决。但是，相关受影响的 ASI 认证实体数量少

于五个（即非综合矿山/精炼厂）。因此，ASI 标准委员会决定在首次版本中免除独立矿山和精炼厂

使用该方法。ASI 将在 2024 年为采矿和精炼制定参考斜率值，并将其纳入该方法的更新版本中。

实体可以使用相关的 Microsoft Excel 工作簿生成实体级别温室气体排放路径斜率值；以下方法中

的文本框中提示了要使用或参考的工作表。

https://aluminium-stewardship.org/about-asi/standards-committee
https://aluminium-stewardship.org/about-asi/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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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脱碳方法(SDA)

行业脱碳方法（SDA）计算

行业脱碳方法（SDA）是一种从特定行业的脱碳轨迹中得出特定公司基准的方法。
计算步骤如下：

d = CIb- SI2050

d: 基准年初始绩效相对于 2050 年行业目标的差值
CIb: 基准年的公司排放强度
SI2050: 2050 年行业排放强度

Py= (SIy- SI2050) / (SIb -SI2050)= 从目标年到 2050 年的强度降低值/从基准年到
2050 的强度降低值

Py: y 年该行业的脱碳指数
SIy: y 年行业排放强度

SIb: 基准年的行业排放强度
SI2050: 2050 年行业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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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y =d*py + SI2050

CIy: 公司第 y 年的排放强度基准

对于原铝 iv,viii排放强度（截止到冶炼厂电解并铸锭后的测量值），已经有一个参考的从摇篮到大门

行业排放强度斜率值（由国际铝协提出）。尽管它涵盖了当前的大部分行业排放，但不适用于所有

ASI 实体，特别是（冶炼厂）熔铸厂下游的实体:

图 2 原铝行业与 1.5摄氏度温升情景一致的全球平均排放强度（从摇篮到大门）

气候适应金融中心开展的进一步研究工作 ix ，将这一参考斜率值划分为与电力和非电力相关的排放

曲线。对于原铝生产来说，电解工艺的电力相关排放（铝生产的关键工艺流程之一）根据电源变化

显著不同，其也是总排放的最大来源。通过分开计算，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跟踪和解决这些排放来源

变化的不同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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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原铝行业与电力相关的排放强度路径（从摇篮到大门）
原铝行业其他排放强度路径（从摇篮到大门）

使用这些斜率值，上述行业脱碳方法（SDA）计算可以应用于使用 100%电解铝的冶炼厂铸造车间，

该冶炼铸造车间具有一系列基线排放强度，以绘制单个冶炼厂（熔铸车间）特有的 1.5 摄氏度一致

路径。按 1.5 摄氏度情景的一致性要求，实体在给定的中间目标年的排放强度绩效应在给定的斜率

之下或等于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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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冶炼厂铸造车间示例排放强度路径（斜率）- 100%电解金属（从摇篮到大门）

行业参考斜率值

EXCEL 工作表：行业斜率值

原铝

如上所述，尽管实体可以选择使用单一的斜率值或分开的斜率值（分开成电力和非电力排放），对

于原铝 iv,viii来说，其冶炼厂熔铸厂应具备测量的参考斜率值，并且在该方法中继续使用这些斜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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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给定（实体）组合中，多个冶炼厂的熔铸厂使用单个（质量加权）实体斜率值，也是可行的。

IAI/MPP 公布的行业斜率值中未涉及重熔（非回转）废铝的冶炼厂熔铸厂 iv,viii；在下面的熔铸部分

中描述了在这种情况下废铝的处理方式。

熔铸和熔铸后序 (半成品和成品)

对于半成品和材料转换活动，提出的方法是双重斜率值：

 实体与铝采购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斜率：这包括与金属输入相关的范围 3（间接排放）中的

类别 1（购买货物和服务），分配方法的选择权留给实体（尽管有选择透明度和基本数据的

要求）;

 与工艺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斜率：这包括范围 1 和 2 的排放（分别来自所拥有或控制的源头

的直接排放，以及从购买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

尽管不是单一的斜率值，但这种双重方法满足了涵盖“所有直接和间接排放”的要求，气候变化工

作组将其定义为“从摇篮到大门”。

气候适应金融中心发布的行业大门到大门的斜率值 ix（MPP/IAI 衍生）用于熔铸和半成品流程的排

放。

对于材料转换过程排放的一个挑战是，这些过程的行业数据尚未公布。与输入铝材料中体现的范围

3 中类别 1 的排放相比，这些排放可能较低。因此，对于材料转换，只需要一个斜率（采购）即视

为符合项。

这种方法的未来更新版本可能会包括在半成品加工（即铝材）阶段之后的过程排放。虽然非原铝摇

篮到大门系统边界的年度行业斜率值不存在，但 IAI 确实公布了关键年份到 2050 年（2018 年、2030

年、2035 年、2040 年、2045 年、2050 年）iv的 1.5 摄氏度情景排放数据（以及相关的活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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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国际铝协数据集“1.5摄氏度情景 - 推动减排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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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行业与 1.5 度情景一致的碳排放预算额度

表 1：铝行业 1.5 度情景 GHG预算额度

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百万吨）

2018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电力(电解) 670 461 74 15 6 6

电力(其它) 33 27 20 14 9 4

铝工业 279 231 176 120 76 31

铝中包含的其它行

业排放+运输

77 64 49 34 21 9

PFC（全氟化碳） 35 29 22 15 10 4

铝行业 1095 813 341 198 121 53

表 2：铝行业 1.5 度情景 GHG预算额度（按工序）

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百万吨）

2018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原铝 1037 756 289 155 87 35

电解 823 586 165 75 40 18

精炼 171 136 99 63 37 13

再生铝 19 22 20 16 10 8

内部废铝/工艺废铝 11 9 7 5 3 1

半成品-铝材 29 26 24 23 21 8

铝行业 1095 813 341 198 121 53

表 3：1.5 度情境下铝产量

铝产量（百万吨）

2018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原铝 64 66 69 71 70 68

再生铝 32 49 57 66 74 81

新废铝/转化环节废铝 13 16 15 15 14 13

旧废铝/消费后废铝 19 33 42 52 60 68

内部废铝/工艺废铝 33 36 34 32 30 27

半成品发货量 95 118 126 138 144 150

制成品发货量 82 103 112 123 131 137

新废铝+内部废铝=消费前废铝

再生铝=包括合金元素和铝损耗

原铝=从电解槽中获取的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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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度情景下 GHG排放强度数据（工艺排放）

CO2 e 排放强度 （吨/吨铝）

2018 2030 2035 2040 2045 2050

原铝 16.1 11.5 4.2 2.2 1.2 0.5

再生铝 0.6 0.5 0.4 0.2 0.1 0.1

铝半成品加工 0.3 0.2 0.2 0.2 0.1 0.1

这些关键年份的行业采购强度，可以通过将每个工艺阶段（熔铸、半成品加工、材料转换）的输入

材料的从摇篮到大门的总排放量除以前一阶段的输出活动数据来计算。

对于 IAI 关键日期之间的中间年份，探索了一些选项（线性插值、生长插值），但所提出的方法，

是将原铝强度斜率值应用于已知的熔铸、半成品加工和材料转化强度进行插值估算（因为原铝工艺

排放主导所有冶炼厂后序的排放强度）。

熔铸:

 分子（输入材料的排放量）：表 2“原铝”行（在上述 IAI 数据中）

 分母（熔铸厂输入活动）：表 3 行“原铝”+“再生铝”+‘内部废铝/材料转化环节废铝’

以 2018 年为例，根据 IAI 公布的上述数据:

= 总排放 (百万吨 二氧化碳当量)/活动 (百万吨铝)

= (1,037)/(64+32+33)= 1,037/129= 8.0 t CO2e/t Al

半成品加工:

 分子（输入材料的排放量）：表 2 行“原铝”+“再生铝”+‘内部废铝/材料转化环节废铝’

 分母（半成品输入活动=铸造厂输出活动）：表 3 行“原铝”+“再生铝”+‘内部废铝/材料

转化环节废铝’

以 2018 年为例，根据 IAI 公布的上述数据:

= 总排放 (百万吨 二氧化碳当量)/活动 (百万吨铝)

= (1,037+19+11)/(64+32+33)= 1,066/129= 8.2 t CO2e/t Al

材料转化:

 分子（输入材料的排放量）：表 2行“铝行业”

 分母（加工输入活动=半成品输出活动）：表 3 行“半成品发运”

以 2018 年为例，根据 IAI 公布的上述数据:

= 总排放 (百万吨 二氧化碳当量)/活动 (百万吨铝)

= 1，095/95= 11.5 t CO2e/t Al

有关计算功能，请参阅: EXCEL 工作表: 行业斜率值 第 19, 21 和 2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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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斜率值

EXCEL 工作表:

- 原铝原型数据表

- 原铝（不区分电力与非电力）数据表

- 熔铸采购数据表

- 半成品加工采购数据表

- 半成品后序采购数据表

- 回收大门到大门数据表

- 半成品加工大门到大门数据表

基于行业平均强度参考斜率值，对于每项活动，已经使用上述 SDA 计算开发了从摇篮到大门的原型

斜率值。

这些代表斜率值适用于 2018 年的强度，这些强度反映了全球表现的上限和下限（但永远不会低于

2050 年的目标强度），并体现了适当的增量。这些概述如下:

排放强度（摇篮到大门） t CO2e/t Al

数据表 基线上限 基线下限（2050 目标） 年增加值

原铝-电力 20.0 0.7 -0.1

原铝-非电力 10.0 0.3 -0.1

原铝-总计 30.0 1.0 -0.1

熔铸采购 30.0 0.2 -0.1

半成品加工采购 20.0 0.4 -0.1

半成品后序采购 20.0 0.5 -0.1

回收工序大门到大门 0.600 0.080 -0.005

半成品加工大门到大门 0.500 0.060 -0.005

2018 年之前的基准年

针对一些企业可能在 2018 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基准年的事实（根据 IEA/IAI/MPP，2018 年是最早存

在一致 1.5 度场景的行业参考斜率值的年份），ASI 标准委员会要求从 2016 年开始追溯计算斜率值。

公布的数据 iv表明，2016 年至 2018 年间，行业排放量有所增加，但 ASI 标准委员会明确表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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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允许”实体斜率值呈上升趋势。因此，2018 年的数据已用于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所有供应链活

动。这意味着拥有 2018 年之前基准年限实体斜率值在 2018 年之前基本保持不变。

如 EXCEL 工作表所示: EXCEL 工作表:行业斜率值 第 C和 D 列

图 6 原铝、铸造厂（所有原铝和回收）和半成品加工行业符合 1.5度情景的全球平均排放强度（从摇篮到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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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体的指南

基准年的选择

EXCEL 工作表:

- 基准年

鼓励首次制定 GHG 路径的实体将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作为基准年。

如果一个实体有更详细的前一年数据，基于验证的目的，这是可以接受的，但也需要披露最近一年

的数据。

如果所选基准年比评估是否符合标准 5.3（例如，与公司基准一致）的初始 ASI 绩效标准认证/再认

证审核提前 3 年以上，则最近一年的数据应表明已经实现了符合实体路径的绩效，以便给出实体符

合项。基准年应在整个路径的持续期间保持不变。

中期目标必须涵盖从所选基准年起不超过 5年的时间。

符合项

下表说明了对实体不同供应链活动（SCA）的温室气体路径要求。在该方法的第一版中，独立的铝

土矿采矿和氧化铝精炼实体不包括在该方法的范围内。

温室气体减排路径斜率值

摇篮到大门
工序

（范围 1和 2）

采购

（范围 3类别 1）

独立的铝土矿或氧化

铝精炼厂   

冶炼（100%电解）



 在铸造车间的输出端测定

 选择分开电力/非电力或单

一斜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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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铸（包括拥有重熔/

精炼设施的冶炼厂）  


 可选择单个供应链活

动斜率值或单个综合

斜率值

半成品加工  

材料转换  

除了阐明与生成的实体斜率值一致(等于或低于)的温室气体路径外，在随后的审核中，若要符合 ASI

绩效标准 5.4，要求证明在认证期间的平均绩效遵循(等于或低于)温室气体路径。

5.4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实体应建立并实施必要的管理体系、评价程序和运行控制，以实

现与准则 5.3 中制订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和目标相符合的减排绩效。

例如，2024 年审核（2023 年为基准年）的符合温室气体路径，表明 2023-2026 年期间（2027 年需

重新认证审核）的排放强度目标为 8.6（2023 年，基准年）、8.4（2024 年）、8.2（2025 年）、

7.8（2026 年），则需要证明自上次审核以来的 3 年期间的平均生产加权排放绩效为(8.4+8.2+7.8)/3

= 8.1。

在初始审核前基准年超过 3 年的实体，需要在初始审核中证明此类绩效，具体请参见上文基准年的

选择。

适用性

虽然路径斜率值是供应链活动所特有的（原铝从摇篮到大门；熔铸及半成品加工工艺；熔铸厂半成

品和成品采购)，但实体可以灵活地在整个业务中应用这些路径。

如下所示，实体可以在集团或业务单位级别应用斜率值(跨多个实体，甚至包括非 ASI 认证的资产)，

它们可以对实体内的单个资产或实体内的多个资产应用斜率值。

请注意，实体或 ASI 实体在集团级别路径中不能缺少认证范围资产/供应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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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实体级路径范围的灵活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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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Excel 工作簿

针对原铝（从摇篮到大门）

EXCEL 工作表：原铝 从摇篮到大门 C2G（100%电解）

不处理任何废铝（除了循环废铝）的冶炼厂，可以使用上面所示的简化表，并选择将电力和非电力

相关的排放分开或合并。

如果实体生产组合中有任何冶炼厂没有拆分电力和非电力排放，则整个生产组合应使用合并方法。

与电力有关的排放，是指从摇篮到大门的所有过程中与电力有关的排放，而不仅仅是电解过程。

用户为（实体）生产组合中的每个冶炼厂铸造车间输入以下基准年数据，以生成质量加权平均斜率

值。然而，实体并不一定要使用这种组合平均方法。每个铸造车间也可以使用单独的斜率值（每个

斜率值使用一个单独的工作表）或者使用适用性部分中包括的其他公式。

要输入的数据是基准年排放强度和总(熔铸)产量，囊括了 100%的电解铝。如果与电力相关的排放对

该强度的贡献是已知的，则可以选择添加此数据以生成单独电力和非电力的斜率值。这一做法是可

选的。

排放强度(碳足迹)应按照国际铝协原铝和前序产品碳足迹的良好实践指南 2.0 版进行计算 xiii。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国际铝协范围 3 计算工具和指南xii来导出范围 3数据。

图 8 计算工作表数据输入 – 原铝从摇篮到大门（100%电解）

冶炼厂（摇篮到大门），按铸造输

出（冷料）测定，基准年为 2021

年

产量

（吨铝）

摇篮到大门排放

强度

（吨铝二氧化碳

当量）

其中，电力排放强

度（假如已知）

（吨铝二氧化碳当

量）

非电力排放

强度

（吨铝二氧

化碳当量）

冶炼厂铸造车间 A

冶炼厂铸造车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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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厂铸造车间 C

冶炼厂铸造车间 D

……在上面插入行，以添加生产组

合

企业生产加权平均 0 0.0 0.0 0.0

该表格会自动计算非电力相关的强度(如果相关)，并计算出实体组合的质量加权平均强度，然后利

用这些数据生成实体特定的斜率值，并将其与行业平均值一起绘制在图表上，以供参考。

下图为一个实体斜率值的示例，按电力和非电力相关排放划分，以及行业斜率（虚线）：

图 9 冶炼厂铸造厂实体特定斜率示例，按电力和非电力相关排放划分，与行业平均排放虚线对照。

虽然此方法主要供认证实体使用，但任何冶炼厂或冶炼厂集团都可以使用该方法来描述符合 1.5 摄

氏度的温室气体减排路径。

然而，对于 ASI 实体，ASI 绩效标准准则 5.2 (如下所示)也适用并优先于标准 5.3。

ASI 绩效标准 V3.1 中准则 5.2 - 铝冶炼厂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如果一个实体从事铝冶炼，并且该铝冶炼厂：

a. 在2020年之后开始生产的实体，应证明其从矿山到金属铝铸锭的平均吨铝排放低于11

t CO2e/t Al

b. 截止到2020年（含2020年）已经投产的实体，应证明其从矿山到金属铝铸锭的平均温

室气体排放强度：

i. 低于11.0 t CO2e/t Al



ASI实体温室气体路径方法（2024年 2月）

或

ii. 要证明在过去的三年里，至少减少了10% 的从矿山到金属铝铸锭的排放，并且实体已

经制订了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以确保排放强度：

a. 在2025年底低于13.0 t CO2e/t Al，并且

b. 在2030年底低于11.0 t CO2e/t Al

因此，符合准则 5.3 的温室气体排放途径(高排放)实体，也需要达到准则 5.2 中描述的阈值，这意

味着它们的斜率值将比行业减排方法（SDA）到 2030 年所描述的要陡峭得多。事实上，它们到 2025

年(针对 2020 年之前运营的冶炼厂)或 2030 年(针对 2020 年之后开始运营的冶炼厂)即与行业平均

水平趋同，而不是 2050 年:

图 10 高排放冶炼厂铸造车间实体路径、行业路径和标准 5.2阈值（2025年和 2030年）

针对包含熔铸和熔铸后序的实体

EXCEL 工作簿: 熔铸和熔铸后序数据输入

针对转换废铝、铸造/冷料、半成品铝或铝制成品的 ASI 实体（主要属于工业用户或下游生产和转

化成员类别）应使用此表来确定其采购途径，范围 3 类别 1（为输入材料碳足迹的函数）。对于含

有半成品生产和铸造工序的实体，此表用于确定范围 1 和范围 2 的路径。

该工作表也可用于重熔采购的冷料/废铝的冶炼厂熔铸厂。

实体需要在每个生产阶段只包括一个基准年，以确定采购斜率值，并且（对于熔铸和半成品）在每

个生产步骤只包含一个基准年以确定范围 1和范围 2（工艺）斜率值:

1.熔铸:

 非冶炼厂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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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年度进入实体认证范围(即从实体外部购买或转让)的输入铝(冷料+铝液+废铝

(含产量系数)的平均质量加权排放强度。

 冶炼厂采购：

 基准年输入铝(冷料+铝液+废铝(含产量系数))的平均质量加权排放强度。

工艺排放：

基准年熔铸过程的排放强度(范围 1 和范围 2)，以整个实体生产组合的熔铸输出来衡量。

2. 半成品加工

 基准年进入实体认证范围(即从实体外部购买或转让)的铸铝的平均质量加权排放强

度。

 不包括来自综合熔铸工艺的金属铝(在前一工艺阶段获得的金属铝)。

 基准年所有半成品工序的强度(范围 1 和范围 2)，以整个实体生产组合的半成品输

出来衡量。

3.材料转化

 基准年进入实体认证范围(即从实体外部购买或转让)的半成品和成品铝的平均质量

加权排放强度。

 不包括来自集成半成品工艺的金属铝(在前一工艺阶段(半成品)获得的铝)。

图 11 计算工作表数据输入 - 铸造和铸造后序

A B C B、C 列适用的输

入类型（A 列适用

于全过程）

工艺范围 1+2 强

度(t CO2e /t AI)

范围3类别1采购

铝(含废铝)平均强

度(t CO2e/tAI)

或者，如果冶炼厂

熔铸厂:

铝输入到熔铸过

程的平均排放强

度

(包括从电解槽、

冷料和废铝中抽

取的铝液)

铝输入的质量 (t

Al)，

只有当实体希望

使用单一综合(多

流程)采购斜率值

时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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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铸基线年(2020 年) =购买的废铝(不

包括内部废铝)加

上铝金属(冷料或

铝液)

半 成 品 加 工 基 准 年

(2020 年)

=外购熔铸产品

(不包括综合熔铸

厂内部生产的产

品)

转化加工基准年(2020

年)

=采购的半成品和

成品(不包括综合

半成品或成品工

艺中产生的内部

产品)

0

工作表自动计算实体特定的斜率值，这些斜率值也绘制在单独的图表上，可与供参考的行业斜率值

对照。

也可以计算和绘制综合采购斜率值，其中包括所有供应链活动的质量加权输入。实体可以选择使用

该斜率值而不是多个采购斜率值。在这种情况下，基准年的铝(金属铝和废铝)的输入质量，材料足

迹必须包括在(C)列中。

工艺过程排放斜率值不是综合斜率值，而是始终指的是单个供应链活动的过程输出。

输入材料的排放强度(碳足迹)应包括该工艺过程阶段的行业系统边界所涵盖的所有排放，例如，原

铝的份额应包括根据国际铝协良好做法指南（IAI Good Practice Guidance）xiii计算的排放强度;

铝冷料输入应包括与前序工艺相关的排放(范围 3 类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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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单个熔铸厂和熔铸后序采购和过程斜率示例

图 13 综合采购斜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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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排放负担分配给废铝(即包含的碳)本身，为实体的决定，但行业斜率值不会相应变化(尽管实体

斜率值会变化)。然而，在计算和传达含废铝产品的排放强度时，实体应遵循国际铝协的透明度指

南-废铝（Guidelines on Transparency – Aluminium Scrap）xv。

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改进的领域，但在原铝生产排放占主导地位的最初几年，该方法囊括了实体和

行业的大部分实质性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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