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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公楼宇节能降耗

1.1建筑节能

1.2能源标识设备

1.3建筑节水

我公司分期开展建设。其中：

1997年 3月 25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97）

规建字 010号），主要建设内容为主厂房基础；

1997年 5月 20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997）

规建字 018号），主要建设内容为主厂房、办公楼；

1997年 12月 22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97）

规建字 049号），主要建设内容为大门及门卫、泵房、食堂、

车库、化验室；

2009年 11月 19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09

规（开）建字 0089号），主要建设内容为库房及雨棚。

表 1 公司建筑物明细一栏表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m2）

（97）规建

字 010号
主厂房基础 24476

（1997）规

建字 018号

主厂房 44267

办公楼 8815

小计 5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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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m2）

（97）规建

字 049号

大门及门卫 36.99×3

泵房 120

食堂 1053.99

车库 1194.49

化验室 41.83

小计 2521.28
2009规

（开）建字

0089号

库房及雨棚 14037

总计 94116.28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我公司办公楼建筑面积

为 8815m2，公共建筑在 20000m2以下，不属于大型公共建

筑。

综上，我公司办公楼宇不属于大型公共建筑，不参评

办公楼宇节能降耗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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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97）规建字 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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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7）规建字 0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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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97）规建字 0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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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9规（开）建字 00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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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辅材料

2020年 10 月 16 日，我公司正式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认定为绿色工厂，根据评价要求，可免评此项条款。

图 5 入选第五批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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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工艺及装备

2020年 10 月 16 日，我公司正式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认定为绿色工厂，根据评价要求，可免评此项条款。

图 6 入选第五批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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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污染治理技术

2020年 10 月 16 日，我公司正式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办

公厅认定为绿色工厂，根据评价要求，可免评此项条款。

图 7 入选第五批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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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污染物排放管理

5.1大气污染物排放

我公司自行监测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及速率符合

相关标准要求。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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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废气检测报告结果汇总

年度 采样点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备注
单位 数值

2024年

碳酸线废气出口 2024.02.20

苯
排放浓度 mg/m3 <1.5×10-3 1.0 为控制标准的 0.15 %
排放速率 kg/h <1.7×10-5 / /

甲苯
排放浓度 mg/m3 <1.5×10-3 10 为控制标准的 1.5%
排放速率 kg/h <1.7×10-5 / /

二甲苯
排放浓度 mg/m3 <2.2×10-3 10 为控制标准的 0.022%
排放速率 kg/h <2.4×10-5 / /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51 20 为控制标准的 2.55%
排放速率 kg/h 5.5×10-3 / /

无菌废气出口 2024.02.20

苯
排放浓度 mg/m3 <1.5×10-3 1.0 为控制标准的 0.15%
排放速率 kg/h <2.1×10-5 / /

甲苯
排放浓度 mg/m3 <1.5×10-3 10 为控制标准的 0.15%
排放速率 kg/h <2.1×10-5 / /

二甲苯
排放浓度 mg/m3 <2.2×10-3 10 为控制标准的 0.022%
排放速率 kg/h <3.1×10-5 / /

非甲烷总烃
排放浓度 mg/m3 0.53 20 为控制标准的 2.65%
排放速率 kg/h 7.4×10-3 / /

污水站废气排气筒 2024.02.20

氨
排放浓度 mg/m3 2.02 10 为控制标准的 20.2%
排放速率 kg/h 0.012 / /

硫化氢
排放浓度 mg/m3 0.033 3.0 为控制标准的 1.1%
排放速率 kg/h 1.9×10-4 / /

臭气浓度 无量纲 977 2000 满足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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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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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由表 2 可知，我公司废气排污口自行监测数值

显示：主要大气污染物为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其中，苯的排放浓度值最大值为 1.5×10-3mg/m3，平均值为

1.5× 10-3mg/m3，甲苯的排放浓度值最大值为 1.5× 10-

3mg/m3，平均值为 1.5×10-3mg/m3，二甲苯的排放浓度值

最大值为 2.2×10-3mg/m3，平均值为 2.2×10-3mg/m3，非甲

烷总烃的排放浓度值最大值为 0.53mg/m3，平均值为

0.52mg/m3，浓度值均低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

准限值（苯 1.0mg/m3、甲苯 10mg/m3、二甲苯 10mg/m3、

非甲烷总烃 20mg/m3）的 50%，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符合

国家及本市地方标准要求，达到“深绿”等级。

5.2水污染物排放

我公司自行监测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相关标准

要求。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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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4年公司废水检测值与标准限值对比表

年度 采样点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备注

2024年 污水总排口 2024.2.20

pH 无量纲 7.3 6.5~9 满足标准

总磷 mg/L 3.31 8.0 满足标准

总氮 mg/L 10.7 70 满足标准

氨氮 mg/L 0.413 45 为控制标准的 0.92%
悬浮物 mg/L 7 400 满足标准

全盐量 mg/L 711 1600 满足标准

总铬 mg/L <0.004 0.5 满足标准

铅 mg/L <0.01 0.1 满足标准

镉 mg/L <0.001 0.02 满足标准

砷 mg/L <3×10-4 0.1 满足标准

汞 mg/L <4×10-5 0.002 满足标准

总氯 mg/L 0.28 8 满足标准

挥发酚 mg/L <0.01 1.0 满足标准

总氰化物 mg/L <0.004 0.5 满足标准

六价铬 mg/L <0.004 0.2 满足标准

石油类 mg/L 0.10 10 满足标准

动植物油类 mg/L 0.37 50 满足标准

化学需氧量 mg/L 27 500 为控制标准的 5.4%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9.1 300 满足标准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0.05 15 满足标准

溶解氧 mg/L 10.7 / 满足标准

类大肠菌群 MPN/L <20 10000 满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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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采样点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备注

污水总排口 2024.5.11

pH 无量纲 7.8 6.5~9 满足标准

总磷 mg/L 1.47 8.0 满足标准

总氮 mg/L 3.47 70 满足标准

氨氮 mg/L 0.05 45 为控制标准的 0.11%
悬浮物 mg/L <5 400 满足标准

全盐量 mg/L / / 满足标准

总铬 mg/L <0.03 0.5 满足标准

铅 mg/L <0.05 0.1 满足标准

镉 mg/L <0.005 0.02 满足标准

砷 mg/L 0.0013 0.1 满足标准

汞 mg/L <0.00004 0.002 满足标准

总氯 mg/L / 8 满足标准

挥发酚 mg/L 0.0059 1.0 满足标准

总氰化物 mg/L <0.004 0.5 满足标准

六价铬 mg/L <0.004 0.2 满足标准

石油类 mg/L <0.06 10 满足标准

动植物油类 mg/L 0.67 50 满足标准

化学需氧量 mg/L 23 500 为控制标准的 4.6%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4.0 300 满足标准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0.05 15 满足标准

溶解氧 mg/L 6.19 / 满足标准

类大肠菌群 MPN/L 5.4×103 10000 满足标准

污水总排口 2024.12.03
pH 无量纲 7.8 6.5~9 满足标准

总磷 mg/L 2.26 8.0 满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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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采样点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备注

总氮 mg/L 5.34 70 满足标准

氨氮 mg/L 1.66 45 为控制标准的 3.69%
悬浮物 mg/L 10 400 满足标准

全盐量 mg/L 1315 1600 满足标准

总铬 mg/L <0.004 0.5 满足标准

铅 mg/L <0.01 0.1 满足标准

镉 mg/L <0.005 0.02 满足标准

砷 mg/L <3×10-4 0.1 满足标准

汞 mg/L <4×10-5 0.002 满足标准

总氯 mg/L <0.03 8 满足标准

挥发酚 mg/L <0.01 1.0 满足标准

总氰化物 mg/L <0.004 0.5 满足标准

六价铬 mg/L <0.004 0.2 满足标准

石油类 mg/L <0.06 10 满足标准

动植物油类 mg/L <0.06 50 满足标准

化学需氧量 mg/L 34 500 为控制标准的 6.8%
五日生化需氧量 mg/L 11.9 300 满足标准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0.05 15 满足标准

溶解氧 mg/L 13.6 / 满足标准

类大肠菌群 MPN/L <20 10000 满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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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我公司废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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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表 3可知：我企业自行监测主要水污染物为 COD、

氨氮，COD的浓度最大值为 34 mg/L，平均值为 28mg/L，

氨氮的浓度最大值为 1.66mg/L，平均值为 0.71mg/L，浓度

值低于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COD 为

500mg/L、氨氮为 45mg/L）的 50%，其他水污染物排放符

合国家及本市地方标准要求，达到“深绿”等级。

5.3危险废物处置

我公司将危险废物交由专业机构进行处置，确认危险

废物的收集、贮存标准满足处理标准要求，固废处理单位

有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明，符合评价要求。

我公司所编制的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已报相关部门备案，

并按照管理计划做好危险废物的贮存、转移、利用、处置

等工作；且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贮存符合《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要求。

企业危险废物处置指标达到“深绿”等级。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图 10 企业 2024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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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企业与第三方签订的危废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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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企业 2024年危险废物转移台账记录



83

5.4噪声防治

我公司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中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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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企业噪声自行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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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噪声排放情况与标准值数值对照情况见下表：

表 4 噪声排放值与标准值对照表

检测时间 监测值 数值 标准值 差值

2024.02.20~
2024.02.21

1#东厂界北
54（昼） 65 11
48（夜） 55 7

2#东厂界南 55 65 10
48 55 7

3#南厂界东 56 65 9
48 55 7

4#南厂界西 56 65 9
49 55 6

5#西厂界南 56 65 9
46 55 9

6#西厂界北 58 65 7
50 55 5

7#北厂界西 57 65 8
50 55 5

8#北厂界东 56 65 9
46 55 9

2024.12.03

1#西厂界 60 65 5
53 55 2

2#南厂界 64 65 1
54 55 1

3#东厂界 61 65 4
53 55 2

4#北厂界 60 65 5
52 55 3

注：表格数值上为昼间数值，下为夜间数值，例如见括号注释，以此类推。

经现场勘探及指南，企业厂界外周边 50m范围内不存

在声环境敏感点，昼间最大值为 64dB（A），夜间最大值为

54dB（A），企业自行监测的厂界噪声值符合《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限值，达到“浅绿”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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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污染物监测监控水平

公司已按照行业自行监测指南以及行业排污许可规范

开展自行监测和安装自动监控设施，且所属行业未纳入本

市重污染天气重点管控，达到“深绿”等级。

图 14 企业未在重污染应急减排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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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企业自行监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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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移动排放源结构及排放

7.1运输车辆和通勤车辆

我公司无自有物料公路运输车辆（不含固体废物运输），

租赁公路运输车辆 134 辆，全部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

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自有的用于京内运输的 4.5吨及

以下普通货运车辆 40辆，全部使用新能源，包括全部是纯

电动车辆，新能源的比例达到 100%；我公司无通勤车辆；

综上，达到“深绿”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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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我公司运输车辆和通勤车辆内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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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

我公司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 38辆，全部使用新能源非

道路移动机械，新能源叉车比例 100%，达到“深绿”级别。

图 17 我公司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车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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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碳排放管理

8.1低碳工作机制

我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战略要求，先后成立以主要领导为核心的碳达峰、碳

中和领导小组和以业务骨干为核心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小组。随后，发布《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北京）有限公司

生态可持续发展系统建设规划（2023-2025 年）》，编制了

《绿色低碳发展报告》，明确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等理

念融入企业文化，构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管理机制。

综上，我公司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以及工

作小组，发布了《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北京）有限公司生

态可持续发展系统建设规划（2023-2025年）》，建立了完善

的低碳工作机制，明确了低碳发展规划，达到“深绿”等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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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碳达峰、碳中和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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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生态可持续发展系统建设规划（2023-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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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绿色低碳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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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碳排放强度

根据北京塞西认证有限责任公司《中粮可口可乐饮料

（北京）有限公司 2024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我公

司经核查后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21144.67tCO2，主要产品产

值为 1455959.81万元。

则我公司 2024年度碳排放强度为 14.52kgCO2/万元，具

体计算过程如下：

21144.67tCO2×1000kgCO2/tCO2÷1455959.81万元

=14.52kgCO2/万元

根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发布行业碳排放

强度先进值的通知》（京发改[2014]905号），饮料制造碳排

放强度先进值为 110.06kgCO2/万元。

综上，我公司碳排放强度 14.52kgCO2/万元低于行业先

进值 110.06kgCO2/万元，达到北京市饮料制造碳排放强度

先进值，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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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24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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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碳市场履约

我公司积极践行重点碳排放单位的碳市场履约责任，

自 2015年至 2023 年（2024年度尚未开展）均按时足额清

缴碳排放配额，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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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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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二氧化碳排放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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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碳市场履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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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使用零碳或者低碳的能源或者技术

为进一步降低碳排放，我公司积极参与绿色电力交易。

2024年 1月-8月，公司累计交易绿色电力 10194MWh，累

计消费绿色电力 10194.769MWh。

综上，我公司积极在北京电力交易平台上购买绿电用

于企业碳配额抵消，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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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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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绿色电力消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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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能源管理

9.1能源管理体系

我公司生产技术部为能源管理部门，负责对能源的日

常管理，确保能源的合理使用。公司设有《能源管理标准

操作程序》，涵盖了能源管理职责划分、能源目标设定及考

核、能源计量及监视、能源评审、能源相关培训等，能源

管理机制健全。

综上，我公司建立并实施能源管理制度，具备完善的

能源管理机制，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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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能源管理标准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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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公司管理主控文件清单（涉及能源管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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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能耗双控

截止目前，国家及地方尚未公布饮料制造行业的能耗

强度先进值。

根据相关要求，能耗强度可采用评价期内年均能耗强

度下降率进行核算。具体核算过程如下：

根据《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能源购进、

消费与库存（205-1表）》：

1）公司 2023 年度工业总产值 146138.169 万元；2023

年度综合能源消费量 4659.87吨标准煤。

则，2023年度产值能耗强度为 31.88kgce/万元。

4659.87tce÷146138.169万元

=31.88kgce/万元

2）公司 2024 年度工业总产值 145595.981 万元；2024

年度综合能源消费量 4546.01吨标准煤。

则，2024年度产值能耗强度为 31.22kgce/万元。

4546.01tce÷145595.981万元

=31.22kgce/万元

经计算，我公司产值能耗强度年均下降率为 2.07%。

（31.88kgce/万元-31.22kgce/万元）÷（31.88kgce/万元

×1年）×100%

=2.07%

综上，我公司产值能耗强度年均下降 2.07%，超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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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浅绿”等级。

图 28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表）（2023年度）

图 29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表）（202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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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205-1表）（202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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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205-1表）（202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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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节能减碳行动

10.1低碳节能改造

我公司始终坚持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在厂房西

侧和南侧安装了太阳能 LED路灯以及太阳能 LED草坪灯；

室外照明以太阳能电池组件供电，既满足了夜间照明需求，

又节约了照明电力消耗。

公司在车间屋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系统，用于暖瓶机

加温。暖瓶机的温度受露点温度影响很大，夏季时因露点

温度高达 40℃度左右，所耗用蒸汽量较大；而冬季因露点

降低则耗用蒸汽量较小。太阳能的产热特点正好和暖瓶机

的用热规律相对应，整个系统每天可以产生 26吨 55℃热水，

年节省蒸汽 638吨。

此外，公司还充分利用了可再生的冬季自然冷源：工

厂利用北京冬季气温低的特点，PET400线产品冷却由原本

制冷机冷却改为直接由水塔冷却，制冷机全年可节电

207355kWh；利用原有 600线氨压机改造淘汰下来的蒸发式

冷凝器，通过管路改造和控制系统改造，让冷冻水经过氨

管道，与自然界冷空气进行换热，用于冷却产品和吹瓶机，

冬季可完全替代制冷机组，每日节电 2000多度。

综上，我公司应用了冬季自然冷源、太阳能热水技术

（年节约生产蒸汽 638吨）以及太阳能 LED路灯技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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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使用了可再生能源，达到“浅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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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冬季自然冷源应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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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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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太阳能 LED路灯应用

10.2绿色建筑

我公司近一年无新建建筑，不参评此项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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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环境管理

11.1清洁生产

2020年，我公司顺利通过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

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的清洁生产审核评估，达到“深

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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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通知

11.2环境信息依法披露

经查阅，我公司未出现在经济开发区 2024 环境信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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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披露企业名单中，达到“深绿”等级。

图 36 我公司未出现在依法披露名单截图

11.3突发环境事件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我公司严格落实国家及北京市环境保护各项相关法律

法规及行业规范，严格控制及落实公司制定的各项环境管

理制度，努力做到风险自查、安全自检、隐患自改，信用

状态良好，近三年内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未受到市区两

级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处罚。

综上，我公司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未受到生态环境

行政处罚，达到“深绿”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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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信用中国查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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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考项

因水资源作为原料之一，而且占很大比例，故我公司

十分注重节水工作：

①2001年起，工厂反渗透浓水用于冲厕、洗车等，累

计节水已达 15万吨；

②2002年，工厂安装了两套超滤水设备，用于冲瓶水、

水处理反洗罐水的回收处理，处理后的水质优于自来水水

质，可作为冷却工艺用水，累计节水已达 27万吨；

③2010年，新上三段式反渗透设备，反渗透水利用率

由 75%提高到 87%，并将原二段式反渗透工艺改造为三段

式，两项累计节水已达 3.2万吨；

④2010 年，工厂从德国引进 BLOCK 技术，吹瓶和罐

装设备集成在一个生产单元中，省去中间冲瓶环节，每年

节水 1.5万吨；

⑤2010年，工厂从德国引进连续配糖系统，省去批次

配糖后对糖浆罐的清洗用水，每年节水 1.5万吨；

⑥2011年，将原反渗透产水进入储罐进行储存后再经

碳罐过滤送生产线的用水模式，改造为反渗透出水经缓冲

后直接送生产线的用水模式，省去最后碳罐的反洗用水，

全年节水 1.6万吨。

通过管理和技术措施，通过对原有设备的改造和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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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设备，利用一系列节水项目和小的技术改造，每年节

约用水 15万吨左右。凭借着出色的用水控制，公司已连续

多年获得中国饮料工业协会颁发的“中国饮料行业节水优

秀企业”称号。

2025 年，我公司先后被授予“北京市节水型单位”、

“饮料工业节水优秀企业”、“饮料工业节能优秀企业”等

荣誉称号。

综上，我公司节能、节水效果显著，先后获得“北京

市节水型单位”、“饮料工业节水优秀企业”、“饮料工业节

能优秀企业”等荣誉，达到“深绿”等级。

图 38 北京市节水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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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饮料工业节水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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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饮料工业节能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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