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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餐厨废弃油脂（俗称“地沟油”）的无序流动不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还威胁食品安全、

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伤害。将其转化为生物柴油作为燃料，是有效治理“地沟油”问题的重要

途径之一。与传统燃料不同，餐厨废弃油脂生产的生物柴油属于生物质碳排放，是一种低碳

环保的燃料。其在车辆、船舶及非道路移动机械领域的应用，能显著降低交通运输领域的碳

排放强度。

2012年，上海市率先出台了国内首部专门针对餐厨废弃油脂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上

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理办法》。如今，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餐厨废弃油脂“收、运、

处、调、用”全闭环应用城市。全市约有 4.9万家餐饮经营主体产生废弃油脂，每年可生产

约 7万吨生物柴油。这些生物柴油在本市消费量不到一半，大部分被出口到国外。为鼓励使

用餐废油脂生产的生物柴油在本地消费，特制定本方法学——《上海市碳普惠减排项目方法

学 机动车、船舶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加注 Bx柴油》。

1 适用条件

本方法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机动车、船舶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在正规加油站、水

上加油站以及企业内部加油站加注 Bx柴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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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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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99-2017 B5柴油

GB 19147-2016 石油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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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CMS-043-V01 生物柴油的生产和运输目的使用 （第一版）

CM-055-V01生产生物柴油作为燃料使用（第一版）

3 术语与定义

3.1

餐废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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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除居民日常生活以外的在餐饮服务（含单位供餐，以下统称“餐饮服务”）、食品生

产加工以及食品现制现售等活动中产生的废弃食用动植物油脂。

3.2

生物柴油

由动植物油脂或废弃油脂与醇（例如甲醇或乙醇）反应制得的脂肪酸单烷基酯，最典型

的为脂肪酸甲酯（FAME），以 B100 表示。本场景所指生物柴油为餐废油脂制生物柴油。

[来源：GB 25199-2017，3.1]

3.3

石油柴油

由石油制取的，或加有添加剂的用于压燃式发动机的烃类液体燃料。

[来源：GB 25199-2017，3.2]

3.4

Bx 柴油

体积分数为 x%的 B100餐废油脂制生物柴油与体积分数为（100-x）%的柴油混合燃料。

[来源：GB 25199-2017，3.3，有修改]

3.5

生物柴油生产装置

通过酯化反应将餐废油脂转化为生物柴油的装置。

4 核算边界

减排项目发生的地理边界为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减排量核算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来

源包括：

a） 餐废油脂产生过程中的油水分离器；

b） 生物柴油生产设备包含酯化装置和其他装置（如，仓库，精炼设备，混合调配

设备等）；

c） Bx柴油混合设备；

d） Bx柴油的运输活动：

(1) 将餐废油脂运输到生物柴油加工工厂；

(2) 将生物柴油运输到与柴油混合的场所；

(3) 将混合后的 Bx柴油运输到燃料加注场所。

核算的温室气体主要种类详见表 1。

表 1 温室气体主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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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来源 温室气体种类 是否包含 理由/解释

基
准
线
情
景

加注石油柴油（以下简称“柴

油”）

二氧化碳（CO2） 是 主要排放源

甲烷（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氧化亚氮（N2O） 否

减
排
项
目
情
景

餐废油脂产生过程中油水分离

器能耗

二氧化碳（CO2） 是 项目主要排放源

甲烷（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氧化亚氮（N2O）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

耗

二氧化碳（CO2） 是 主要排放源

甲烷（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氧化亚氮（N2O） 否

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用作原料

的化石燃料来源的甲醇

二氧化碳（CO2） 是 项目主要排放源

甲烷（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氧化亚氮（N2O） 否

Bx柴油的运输活动

二氧化碳（CO2） 是 项目主要排放源

甲烷（CH4） 否
次要排放源，忽略不计

氧化亚氮（N2O） 否

5 基本要求

5.1 合规性说明

Bx柴油的生产和加注等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机动车、船舶、非道路移动

机械用燃料生产、运输、加注、使用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其中，餐废油脂制生

物柴油及柴油混合燃料需符合《B5柴油》（GB 25199-2017）等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各环节

具体流程体系需遵守各地主管部门制定的管理办法和意见（如《上海市支持餐厨废弃油脂制

生物柴油推广应用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餐厨废弃油脂从严监管整治工作的实

施意见》）。

5.2 普惠性说明

当前本市机动车、船舶、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餐废油脂制生物柴油或其混合燃料已形成

完整链条。上海约有 4.9万家餐饮、食品加工等企业产出废弃油脂，有 18家收运企业，约

300辆收运车辆，每年收运餐废油脂约 12万吨。为了加强餐厨废弃油脂收运过程监管，上

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还组织开发了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回收管理信息系统，并在每家收运

单位处置现场安装了终端视频监控，实现“收、运、处、调、用”全过程信息化监管。上海全

市 328座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供应 B5 柴油，截至 2023 年 12月底已累计为 3595万辆柴

油车加注 28.82亿升（约 245.5万吨）B5 柴油。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果和可推广性，具有普

惠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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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额外性分析

燃料使用方在正规加油站、水上加油站以及内部加油站内，向机动车、船舶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加注 Bx柴油是自发行为，不属于在法律和监管规定下的强制履行义务。项目充分利

用餐厨废弃资源生产机动车、船舶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可替代和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

具有较好的环境效益，具有广泛的公众基础以及显著的社会效益。

为鼓励该类项目的运行，采用本方法学的减排项目免于额外性论证。

5.4 唯一性说明

为避免重复申请减排量、保证减排量核算的准确性，申报主体应确保报送数据的真实性、

唯一性。

申报主体应承诺项目申请的减排量未在其他减排交易机制下获得签发，项目申请的减排

量未参与其他境内外的环境权益交易。其他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是指中国核证自愿减

排量（CCER）机制，以及国际上的核证减排标准（VCS）、黄金标准（GS）和清洁发展机

制（CDM）等。

6 减排量核算

6.1 基准线情景说明

本方法学的基准线情景为在正规加油站、水上加油站以及内部加油站内，向机动车、船

舶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加注并使用柴油的情景。

6.2 减排项目情景说明

本方法学的项目情景为在正规加油站、水上加油站以及内部加油站内，向机动车、船舶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加注并使用 Bx柴油的情景。

6.3 基准线排放计算

1）基准线排放因子计算

基准线排放因子 ED100即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具体计算方法见公式（1）：

……………….（1）

式中：

ED100 ——基准线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NCVD ——柴油的净热值（GJ/t）；

CCi ——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OFi ——柴油的碳氧化率（%）；

ρD100 ——柴油的密度（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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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准线排放量

基准线二氧化碳排放量可由下式计算：

……………………………（2）

式中：

MEbaseline ——基准线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ED100 ——基准线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DBx ——Bx柴油加注量（L）。

6.4 减排项目排放计算

1）减排项目排放量

减排项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由下式计算：

………………………………（3）

式中：

MEproject ——减排项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EBx ——Bx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DBx ——Bx柴油加注量（L）。

2）Bx柴油排放因子计算

Bx 柴油排放因子 EBx通过柴油排放因子和生物柴油排放因子按体积分数的掺混比例计

算得到，见下式：

…………………………（4）

式中：

EBx ——Bx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x% ——Bx柴油的掺混比例；

EB ——生物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ED100 ——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3）生物柴油排放因子计算

生物柴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EB计算公式如下：

………………………（5）

式中：

EB ——生物柴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ESep ——餐废油脂产生过程中油水分离器能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kgCO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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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T ——Bx柴油运输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EPP ——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能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EMeOH ——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用作原料的化石燃料来源的甲醇的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kgCO2/L）。

下面给出每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具体计算公式：

（a）餐废油脂产生过程中油水分离器能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可通过下式计算：

……………………. （6）

式中：

ESep ——餐废油脂产生过程中油水分离器能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kgCO2/L）；

W ——收集的餐废油脂量（m3）；

Ctreat ——油水分离器的餐废油脂处理能力（kWh/m3）；

EFCO2,ELEC ——本市电力的电网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B ——可计入（减排量）的生物柴油生产量（L）。

其中，可计入（减排量）的生物柴油量 B根据下式计算。

………………….…………（7）

式中：

PB ——项目边界内生物柴油的产量（L）；

PB,on-site ——生物柴油生产厂消耗的生物柴油量（L）；

PB,other ——以非石化源甲醇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的产量，或不符合本方法学项

目边界的其它餐废油脂所生产的生物柴油的产量（L）。

（b）生物柴油运输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由下式计算：

……………………………（8）

式中：

ETT ——生物柴油运输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FCR ——生物柴油运输车辆的百公里柴油消耗量（L/100km）；

D ——生物柴油的运输车辆行驶里程（km）；

ED100 ——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B ——可计入（减排量）的生物柴油生产量（L）。

（c）生物柴油加工过程（例如压滤、酯交换反应、脱胶、中和）中的能源消耗的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由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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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式中：

EPP ——生物柴油加工过程中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ECPP ——生物柴油加工过程中电力消耗量（MWh）；

EFCO2,ELEC ——本市电力的电网排放因子（kgCO2e/kWh）；

FCi,PP ——生物柴油加工过程中消耗的化石燃料类型 i 的量（t）；

NCVi ——化石燃料 i的净热值（GJ/t）；

EFCO2,i ——化石燃料 i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B ——可计入（减排量）的生物柴油生产量（L）。

（d）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用作原料的化石燃料来源的甲醇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EMeOH

由下式估算：

……………….... …（10）

式中：

EMeOH ——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用作原料的化石燃料来源的甲醇的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kgCO2/L）；

MCMeOH ——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用作原料的化石燃料来源的甲醇量；

EFC,MeOH ——基于分子量的甲醇碳排放因子（tC/tMeOH）（12/32）；

44/12 ——转换碳排放量为 CO2 排放量的分子量比（tCO2/tC）；

B ——可计入（减排量）的生物柴油生产量（L）；

6.5 减排项目排放泄露计算

柴油生产上游排放（包括原油生产和原油精炼）及甲醇生产上游排放导致的泄漏忽略不

计。

6.6 减排量计算

（1）减排因子计算

生物柴油的二氧化碳减排因子等于基准线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柴油排放因子）与 Bx柴

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差，即生物柴油二氧化碳减排因子 REBx应由下式计算。

………….…………….…..（11）

式中：

REBx ——Bx柴油的二氧化碳减排因子（kgCO2/L）；

x% ——Bx柴油的掺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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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100 ——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EB ——生物柴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L）。

（2）减排量计算

加注 Bx柴油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可由下式计算：

……….………….…………….…（12）

式中：

MREBx ——加注 Bx 柴油的二氧化碳减排量（tCO2）；

REBx ——Bx柴油的二氧化碳减排因子（kgCO2/L）；

DBx —— Bx 柴油加注量（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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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2~表10。

表 2 每年收运的餐废油脂量

数据/参数 W

描述 每年收运的餐废油脂量

单位 m3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统计数据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3 生物柴油运输过程中柴油消耗量

数据/参数 FCR

描述 生物柴油运输车辆的百公里柴油消耗量

单位 L/100km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回收管理信息系统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4 生物柴油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的行驶里程

数据/参数 D

描述 生物柴油运输车辆的总行驶里程

单位 km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回收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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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5 生物柴油产量

数据/参数 PB

描述 生物柴油的产量

单位 L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生物柴油生产厂

测量方法和程序 测量结果与使用和销售记录（如发票/收据）进行交叉校验

其他说明 -

表 6 不符合本方法学要求的生物柴油产量

数据/参数 PB,other
描述 以非石化源甲醇为原料，或不符合本方法学项目边界的其他餐废油脂生产的

生物柴油量

单位 L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生物柴油生产厂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7 生物柴油生产厂的生物柴油量使用量

数据/参数 PB,on-site
描述 项目生物柴油生产厂在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物柴油量

单位 L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生物柴油生产厂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8 生产生物柴油消耗的电量

数据/参数 ECPP
描述 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电量

单位 MWh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生物柴油生产厂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9 生产生物柴油使用的石化燃料量

数据/参数 FCi,PP



10

描述 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化石燃料类型 i的量

单位 t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生物柴油生产厂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

表 10 生产生物柴油消耗的甲醇量

数据/参数 MCMeOH
描述 生物柴油生产中用作原料的化石燃料来源的甲醇消耗量

单位 t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生物柴油生产厂

测量方法和程序 测量结果与购买数据进行交叉比较，必要时根据库存变化进行调整

其他说明 -

7.2 监测参数和数据

本方法学使用过程中需要监测的参数和数据如下：

表 11 Bx柴油加注量

数据/参数 DBx

描述 Bx柴油加注量

单位 L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加注 Bx 柴油符合要求的结算凭证

测量方法和程序

其他说明 需记录购买方信息、开票日期时间、柴油类型、加注量等信息

表 12 生物柴油混合比例

数据/参数 x%

描述 生物柴油混合比例

单位 -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加注 Bx 柴油量符合要求的结算凭证

测量方法和程序 -

其他说明 缺省值详见附录 A

7.3 数据质量控制

当数据通过复核与验证发现异常时，应及时采取必要的调整，对该数据源进行评估、测

试、控制、维护和记录，以确保减排量计算过程准确可靠。

8 编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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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学由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上海中器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百胜中国控股和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

合作编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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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x 柴油、柴油、生物柴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表 A.1 不同混合比例 Bx 柴油的二氧化碳减排因子的缺省值

燃料类型 B5 B10 B24

Bx柴油混合比例缺省值 4% 8% 20%

加注 Bx柴油的二氧化碳减排因子 REBx
a 0.0915 kgCO2/L 0.183 kgCO2/L 0.458 kgCO2/L

a 参数根据上海市 2018年-2023年实际数据计算获得，如更新，另行发布。

表 A.2 柴油和生物柴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缺省值

数据类型 缺省值

柴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ED100） b 2.632 kgCO2/L

生物柴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EB）c 0.344 kgCO2/L

b 数据来源：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提供的相关因子计算得到

c 根据上海市 2018年-2023年实际数据计算获得，如更新，另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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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柴油、生物柴油相关参数缺省值

参数名称 缺省值 数据来源

柴油密度 850kg/m3 《IPCC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19修订版》

柴油的净热值 42.625GJ/t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21》

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0.0202tC/GJ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生物柴油密度 880kg/m3 《B5柴油》（GB 2519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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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本市电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区域 本市电力排放因子

上海市 0.42 kg CO2/kW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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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