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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同时负责标准的宣贯、监督实施等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工业大学、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辽宁省节能监察服务中心、大连市市

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辽宁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辽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

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辽宁省沈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中能国宏（北京）新能源

有限公司、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辽宁中腾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大连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

有限公司、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辽宁省国际工

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辽宁科技大学能效测评中心、沈阳计量测试院、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天津市工业

和信息化研究院（天津市节能中心）、新疆计量测试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湖北省计

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天津旭然科技有限公司、大连颢天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汇能咨询有限公司、盘锦检

验检测中心、沈阳工程学院、铁岭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米欣、张海山、李三喜、陈永民、刘辉、刘静、刘锐、于岳龙、孙铭宽、李猛、

郗凤明、董洪岩、黄峰、詹琪、霍晓敏、吴琼、王兴权、张松、刘婵、刘光伟、亢春、杨田、郭玉斌、

汪晓鑫、王利伟、罗敏、王娇月、张薪、马藤子、张智勇、王德智、郑丽君、姚焯、马会强、赵亮、 

张薇、陈绍博、王登新、常兵、刘大为、梁继明、宋泽仑、岳远朋、杨晗、董美智、韩旭、田野、马研、

李景乐、曼丽丹•泽尔民别克、卜袁龙、鲁修萌、王喜来、张国军、左艳霞、宋小磊、赵书平、刘瑾、 

李亚焕。 

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本文件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沈阳市浑南区沈中大街206号）；联系

电话：024-23768026。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工业大学（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111号）；联系电话：

024-2549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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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核算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核算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和核算等

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沈阳市用能单位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相关的核算、评价和报

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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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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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38692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能单位  energy consumption unit  

具有确定边界的耗能单位。 

[来源：GB/T 2589—2020,3.4]。 

 3.2 

可再生能源电力  renewable energy electricity 

用特定的发电设备，如风机、（风电）太阳能光伏电池、水力发电机、生物质电池等将风能、太阳

能、水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转化成电能。 

 3.3 

报告主体  reporting entity 

直接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或通过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或购买绿证、间接消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用能

单位，以及持有绿证的用能单位。 

 3.4 

核算边界  accounting boundary 

与报告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直接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或间接消费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表征

电量的范围，以及购买的绿证量。 

 3.5 

统计报告期  reporting period 

开展核算报告工作所针对的报告主体直接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或通过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间接消

费可再生能源电力或购买绿证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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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规定 

核算原则 4.1 

4.1.1 合规性 

核算、评价和报告工作应符合国家相关能源、节能和统计等政策法规要求。 

4.1.2 完整性 

核算、评价和报告工作应包括用能单位所使用的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不应漏计、重计。 

4.1.3 准确性 

核算、评价和报告工作应准确反映用能单位所使用的真实的、可计量的、可核查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4.1.4 一致性 

在统计报告期内，用能单位可再生能源电力核算的边界、方法应保持一致。 

4.1.5 额外性 

核算、评价和报告工作应重点体现用能单位基于节能、低碳、环保等绿色发展需求，通过自主生产

可再生能源电力、专门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或通过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自愿购买等主动方式生产，购入、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行为。 

4.1.6 绿证有效性 

按照（绿电）电量生产时间，与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目标考核的时间要求保持一致。 

核算边界 4.2 

4.2.1 根据开展可再生能源电力核算和报告的目的，明确工作对象。边界可以是用能单位整体或次级

用能单位，也可以是其组成部分。 

4.2.2 边界一经确定，在可再生能源电力核算过程中不应改变。 

4.2.3 以次级用能单位或用能单位组成部分为边界时，应具有单独的电力能源计量。 

4.2.4 作为报告主体的用能单位存在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两个及以上次级用能单位或其组成部分，可

根据可再生能源电力核算需要划定多个边界。 

来源和种类 4.3 

表1给出了核算报告所涉及的进出核算边界和/或核算边界内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来源和种类释义。 

表1 可再生能源电力来源和种类释义 

可再生能源电力来源 可再生能源电力种类 

自发自用电力可再生能源电力 
风电；利用太阳能生产的电力；水电；空气能发电可再生能

源电力；地热能发电可再生能源电力；生物质发电可再生

能源电力； 

经国家、省级主管部门批准立项或政策文件明确认定的可

再生能源电力种类。 

隔墙售电方式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 

通过专线直供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 

外购含有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网电 

自发自用发电可再生能源电力申报绿证 

购买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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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来源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自发自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全额消纳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或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电项目应为

主管部门批复建设运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项目，否则不应被识别确认及计入核算； 

——自发自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应为报告主体在核算边界内通过其自有设备生产，并在自身生产运营

过程中直接消纳掉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并网不上网和余电上网的情况）； 

——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 

•   通过电力交易机构与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商签署含有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采购协议； 

•   通过可再生能源电力电厂专线直购的形式购买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   全额消纳发电供给区域企业（隔墙售电方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外购网电所含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比例或数量应以电力部门正式文件中发布的相关数据或电费

账单明确记载的数据为准，否则不应被识别确认及计入核算； 

——绿证的申报和购买应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并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可，否则不应被识别确认及计入核

算。 

5 核算  

流程 5.1 

开展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评价和报告的工作流程分为以下步骤： 

a) 根据开展核算、评价和报告工作的目的，确定可再生能源电力核算边界； 

b) 确定统计报告期； 

c) 进行可再生能源电力核算； 

d) 进行国内绿证申报、购买情况核算； 

e) 开展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情况评价； 

f) 撰写可再生能源电力核算评价报告； 

g) 进行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关碳排放核算。 

统计报告期 5.2 

5.2.1 统计报告期宜至少为 1个自然年。 

5.2.2 统计报告期内应获得可再生能源电力核算和报告所需的相关运行、计量、测试等记录和数据。 

方法 5.3 

5.3.1 实测法 

主要包括： 

—— 实际发生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进出核算边界、边界内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储存等应通过安

装相关计量仪器、设备，并采用相关技术文件中要求的方法对核算所需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相

关数据进行测试计量，核算以基于实测获得的数据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为准； 

—— 电能计量器具的配备应符合 GB 17167的要求； 

—— 进、出核算边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对应的电能计量装置应安装在对应的接入或离开边界处； 

—— 位于核算边界内部直接向报告主体提供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自产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电能计

量装置应安装在绿色电源接入报告主体处。位于核算边界内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储能系统，

应在其与充、放电电源连接处分别安装充、放电电能计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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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能单位使用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的，相关电能计量的配备和使用应符合 GB 17167和 GB/T 38692

的要求； 

—— 实测过程中获得的相关电量、电能数据均应记录存档，所记录的数据时间点间隔不超过 1天。 

5.3.2 折算法 

电力部门宜对其所提供的网电中所含可再生能源电力电量或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进行折算，折算应

基于相关实测计量数据进行。 

5.3.3 证书法 

绿证自愿购买量的核算方法应按照相关主管部门规定进行，绿证自愿购买量以绿证所载数据为准。

绿证自愿购买量是否计入核算由报告主体决定。 

要求 5.4 

5.4.1 自发自用可再生能源电力 

报告主体应按确保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等规定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和使用进行计量

和记录，或按规定由相关主管部门或单位进行认可核算。 

5.4.2 通过电力交易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 

核算要求包括： 

—— 市级区域内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电量核算：由电力交易机构会同电网企业基于可再生能源电力购

电协议及电网电迹追踪数据进行核算，所获取可再生能源电力电量同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的

对应电量不应重复计算； 

—— 跨市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电量核算：由电力交易机构会同送受电区域电力交易机构基于可再生能

源电力购电协议及电网电迹追踪数据进行核算，所获取可再生能源电力电量同可再生能源电力

证书的对应电量不应重复计算；送电区域应具备电网电迹追踪能力； 

—— 电网所含可再生能源电力份额核算：无法通过可再生能源电力购电协议及电网电迹追踪数据

进行电网所含可再生能源电力份额进行核算的，可参照主管部门或电力部门发布的分时分区电

力碳排放因子进行核算。 

5.4.3 通过隔墙售电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 

报告主体在接收端的电表应与电力部门实现数据互通，由市级节能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进行核算。 

5.4.4 通过专线直供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 

报告主体在接收端的电表应与电力部门实现数据互通，由市级节能主管部门或其授权机构进行核算。 

5.4.5 自发可再生能源电力外供量 

外供可再生能源电力如并网，报告主体在电力送出端应通过电表同电力部门实现数据互通，由电力

交易机构会同电力部门核算。 

5.4.6 申报绿证量 

报告主体提供的绿证自愿申报量应以绿证所载数据为准。 

5.4.7 购买绿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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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主体提供的绿证自愿购买量应以绿证所载数据为准。 

计算和汇总 5.5 

5.5.1 概述 

可再生能源电力计算的典型应用场景如图1所示。 

 

图1 可再生能源电力计算汇总典型应用场景示意图 

5.5.2 直接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汇总计算 

直接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为报告主体在核算边界内实际利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电量之和，直

接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见公式(1)。  

 𝐸可再生电力总量 = 𝐸外购可再生电 + 𝐸外购绿证 + 𝐸自发可再生电 − 𝐸储可再生电 − 𝐸外供可再生电·············· (1) 

式中： 

𝐸可再生电力总量 ——报告期内，可再生能源电力总利用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𝐸外购可再生电 ——报告期内，可再生能源电力外购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𝐸外购绿证——报告期内，绿证外购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𝐸自发可再生电——报告期内，自发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𝐸储可再生电——报告期内，可再生能源电力储能总量，为来源明确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储能总量报告

期末与报告期初的差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𝐸外供可再生电——报告期内，自发可再生能源电力外供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外购可再生电的取值应根据以下情况确定： 

—— 当电力部门出具的用户电费账单、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相关凭证均能显示网电中所含可再生

能源电力电量时，计算 E 外购可再生电应优先取电费账单显示值； 

可再生能源 

电力外购总量 

绿证外购总量 

报告主体 

自产可再生 

能源电力系统 

外供可再生能源 

电力系统 

可再生能源 

电力储能系统 

可再生能源 

电力总利用量 

核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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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电力部门出具的用户电费账单、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相关凭证均不显示网电中所含可再生

能源电力电量，但电力部门正式公布其供电量中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时，按照公式(2)计

算。 

  外购可再生电 
=   外购网电 

×  a +   外购直供+  隔墙售电 ······································ (2) 

式中： 
 外购可再生电——外购网电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外购网电——外购网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a——外购网电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占比； 

 外购直供——外购专线直供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隔墙售电——外购隔墙售电方式外购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公式(2)中， 外购网电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占比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得： 

—— 电力部门公布的数据； 

—— 按电网接入点在线测量计算得到分时分区碳排因子计算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 

—— 如以上途径均可获得数据，则宜优先选取实时测量计算得到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数据。当电

力部门出具的用户电费账单、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相关凭证均不显示网电中所含可再生能源电

力电量，同时电力部门也未正式公布其供电量中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时，E 外购可再生电为 0。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机制 5.6 

5.6.1 可再生能源电力总利用量，即为可选择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 

5.6.2 用能单位可选择将电力交易中心认证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凭证抵扣实际年度外购电力消费,

可再生能源电力抵扣时仅限使用一次,不可拆分使用,也不可结转到其他年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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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数据格式 

A.1 数据格式要求 

用于核算的数据要求包括： 

a)  数据类型： 

—— 原始数据：直接计量获得的数据； 

—— 二次数据：通过原始数据折算获得的数据，如：电力部门根据原始数据折算获得并正式发布

的电网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电力碳排放因子等； 

—— 替代数据：国家主管部门认可的绿证自愿申报及购买凭证表征的数据。 

b)  数据来源： 

—— 电表等能源计量器具读数记录； 

—— 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关于电力数据的记录； 

—— 能源统计报表，如用能单位能量平衡表等； 

—— 相关财务报表，如可再生能源电力购销相关的能源费用账单等； 

—— 相关采购发票或凭证； 

—— 国家主管部门认可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自愿购买交易凭证； 

—— 统计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 

—— 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 

—— 电网企业正式发布的相关数据； 

—— 电力交易机构出具的关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交易结算凭证；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或主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数据来源。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或国际组织认可的其他数据来源。 

c)  数据内容： 

—— 外购网电量； 

—— 离网可再生能源电力外购量； 

—— 购网电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占比； 

—— 自发可再生能源电力电量； 

—— 可再生能源电力储能量； 

—— 自发可再生能源电力外供量； 

—— 绿证自愿申报量及购买量； 

—— 核算报告所需的其他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