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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伟业路 222号（湖州莫干山高新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500751908087W

企业性质 私营 联系人 赵银燕

企业法人代表 胡剑锋 联系人电话 13735117737

评价结果：

依据 PAS 2050、GB/T 24040、GB/T 24044、PAS 2060、ISO 14067等碳足迹

评价相关标准，我公司对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1箱虱螨脲（悬浮剂）

的碳足迹进行了评价，评价范围及结果如下所示：

（1）系统边界

本研究的系统边界为原材料获取、原材料运输、虱螨脲（悬浮剂）的生产、

成品包装到产品出厂的 1箱虱螨脲（悬浮剂）产品的生命周期各阶段。

（2）评价结果

消耗阶段 排放量（kgCO2） 百分比

原材料生产 1.355 12.09%

原材料运输阶段 0.699 6.23%

生产阶段 7.941 70.83%

产品运输 1.216 10.85%

产品使用 0 0.00%

产品回收 0 0.00%

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0.9342 kgCO2/kg

（3）评价建议

基于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箱虱螨脲（悬浮剂）碳足迹的分析结果，

对企业减少碳排放提出以下建议：

1）优化虱螨脲（悬浮剂）生产所使用的原材料的配比，尽量选择对环境排

放较少的原材料，降低原材料生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2）就近选择原材料供应商，降低原材料运输阶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通过优化工艺、提升生产过程中用能设备能效、使用清洁能源电力等措



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外购电力消耗，减少生产阶段的产品碳足迹；

4）生产用电为国网和光伏设备提供，建议进一步调查电力生产过程，提高

数据准确性；

5）继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坚定树立企业可持续发展原则，加强生命

周期理念的宣传和实践。运用科学方法，加强产品碳足迹全过程中数据的积累和

记录，定期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进行自查，以便企业内部开展相关对比

分析，发现问题。在生态设计管理、组织、人员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6）推进产业链的绿色设计发展。制定生态设计管理体制和生态设计管理制

度，明确任务分工；构建支撑企业生态设计的评价体系；建立打造绿色供应链的

相关制度，推动供应链协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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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介绍

浙江世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世佳科技”）成立于 2003

年 10月，是一家以农药制剂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主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农业病虫草害防控、植物生长调节与生物刺

激、林业病虫害防控等类型农药制剂。

农药发展是一个走向“绿色化、精细化、清洁化”过程。世佳科

技对绿色生态环保的新产品的开发将成为公司在未来市场上保持竞

争优势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农药行业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时期，行业整合加速，继续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高效、低毒、

环保型农药成为行业研发重点和主流趋势。

世佳科技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研发为基础的发展理念，以技

术创新为驱动，紧跟国家发展政策及行业发展趋势，从农业病虫草害

防控产品为起点，在配方设计、生产工艺、剂型开发等基础研发方面

不断积累经验，形成自身独有的研发创新体系，并逐渐拓展至植物生

长调节和生物刺激、林业病虫害防控产品。掌握了植物生长调节剂开

发应用技术、内生菌根菌剂的培育扩繁技术、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

应用技术、注干剂的开发应用技术等核心技术。

经过近二十年的技术研发和积累，世佳科技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

势，在农业病虫草害防控、植物生长调节与生物刺激、林业病虫害防

控等领域开发了多款高效安全及对环境友好的产品。可以从防治各种

类型病虫草害、作物调节生长发育、提供矿物质营养、促进养分吸收

等多方位保障作物健康与营养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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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世佳科技已获发明专利 14项；完成省级鉴定科技成

果 31项，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项；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科学技术）二等奖 1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1项，湖州市科技进步奖 2项；承担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2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 1项、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1项，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 1项，浙江省重点技术创新专项项目 4项，浙江

省重点高新技术产品开发项目 2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1项、行业标

准 9项，起草“浙江制造”标准 2项。

同时，凭借多年来的品牌建设，并采取内外销相结合的策略，公

司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着深厚的积累。在国内市场，世佳科技现已形成

以县级经销商为主，并由其辐射到广大乡镇村乃至种植户的营销网

络，目前，公司的经销商数量有 500多家，覆盖全国近 30个省、自

治区及直辖市，营销网络覆盖全国主要农作物种植区域。在国外市场

上，公司产品出口至巴基斯坦、埃及、约旦、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公

司凭借良好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服务，与国内外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

根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0年公司位列全国农药行

业制剂销售第 33位。公司被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浙

江省农业科技企业”、“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世佳”牌生物农

药制剂被评为浙江省名牌产品。

招股书显示，此次世佳科技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募集资金主要是

投向“年产 4,900吨生物农药制剂、1,000吨生物营养制品系列、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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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有机硅助剂系列、300吨调环酸钙等植物生长调节剂系列项目”、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随着募投项

目的完成，将有助于公优化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产能、提升研发及创

新能力，实现公司规模扩大和技术的提升，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

世佳科技立足农化技术领域，秉承“诚信、专业、创新”的的经

营理念，不断开拓进取，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视产品质量为生命，坚

持打造绿色环保型生产企业，致力于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农药产品

生产商，做中国农化领域的典范。

二、评价依据

1.PAS 2050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2.ISO 14067 Greenhouse gases——Carbonfootprint of

products-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3.GB/T24040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4.GB/T24044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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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7.《农药产品碳足迹评价规范》（T/ZNX 030—2023）

8.《产品碳足迹核算通则》（DB31/T1071-2017）

9.其他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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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过程和方法

3.1 核查组组成

根据核查员的专业背景、擅长的领域，湖州中特环保有限公司组

建了针对本项目的技术评价组和技术复核组。

3.2 核查日程安排

核查组于 2025年 4月 10日正式接受该项目的碳排放足迹评价任

务，4月 13日开始进行项目文件审核工作。

评价组于 2025年 4月 15日通过现场加远程审核的方式对企业相

关数据进行了沟通审核和确认。

2025年 4月 30日评价组完成数据整理及分析工作以及《碳足迹

评价报告》的编写。

四、碳足迹评价

4.1 目标与范围定义

4.1.1 目的

本碳足迹评价报告用于评价美高电气生产的 1箱虱螨脲（悬浮

剂）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足迹，由于部分上游原材料数据为次级数据，

因此本评价结果仅用于表明所评价产品在现有数据基础情况下的碳

足迹，不作为对比论断。

4.1.2 功能单位

生产 1箱虱螨脲（悬浮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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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系统边界

本研究的系统边界为全生命周期，主要包括原材料生产、原材料

运输、产品生产、产品运输、产品使用、产品回收利用等环节。

图 1虱螨脲（悬浮剂）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图

4.1.4 时间范围

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12月 31日

4.1.5 数据取舍原则

本研究采用的取舍规则以各项原材料投入占产品重量或过程总

投入的重量比为依据。具体规则如下：

●能源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原料的所有输入均列出；

●辅助材料质量小于原料总消耗 0.3%的项目输入可忽略；

●大气、水体的各种排放均列出；

●小于固体废弃物排放总量 1%的一般性固体废弃物可忽略；

●道路与厂房的基础设施、各工序的设备、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

施的消耗及排放，均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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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数据质量要求

数据质量代表 LCA研究的目标代表性与数据实际代表性之间的

差异，本报告的数据质量评估方法采用 CLCD方法。

CLCD方法对模型中的消耗与排放清单数据，从①清单数据来源

与算法、②时间代表性、③地理代表性、④技术代表性等四个方面进

行评估，并对关联背景数据库的消耗，评估其与上游背景过程匹配的

不确定度。完成清单不确定度评估后，采用解析公式法计算不确定度

传递与累积，得到 LCA结果的不确定度。

4.2 清单数据收集及说明

表 1清单数据收集

序号 主体 活动内容 活动数据来源

1 生产设备 消耗电力、蒸汽
初级活动

数据

生产报表

2
制冷机、空调等辅助设

备
消耗电力 生产报表

3 原材料生产 消耗电力

次级活动

数据

供应商数据、数

据库

4 原材料运输 消耗汽油
供应商地址、数

据库

5 产品运输 消耗汽油
客户地址、数据

库

6 产品使用 -- 数据库

7 产品回收 -- 数据库

4.2.1 原材料生产

1箱虱螨脲（悬浮剂）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原材料清单见下表 2所

示。生产数据均来自于数据库。

表 2原材料生产阶段排放清单数据

原辅材料 数量 单位 数据来源

甲维盐原药 0.12 kg 生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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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 数量 单位 数据来源

虱螨脲（601）原药 0.24 kg 生产报表

相关助剂 1.04 kg 生产报表

50%APG 0.24 kg 生产报表

水 10.38 kg 生产报表

4.2.2 原材料运输

表 3原材料运输信息数据表

原辅材料名称 质量（kg） 始发地 目的地
运输距离

（公里）

运输工

具

燃料类

型

甲维盐原药 0.12 河北 浙江 1126 货车 柴油

虱螨脲（601）
原药

0.24 安徽 浙江 388 货车 柴油

助剂 1 0.24 江苏 浙江 241 货车 柴油

助剂 2 0.24 山东 浙江 856 货车 柴油

50%APG 0.24 杭州 浙江 55 货车 柴油

助剂 3 0.24 江苏 浙江 241 货车 柴油

助剂 4 0.03 上海 浙江 183 货车 柴油

助剂 5 0.18 江苏 浙江 241 货车 柴油

助剂 6 0.05 上海 浙江 183 货车 柴油

助剂 7 0.05 广东 浙江 1292 货车 柴油

助剂 8 0.01 上海 浙江 183 货车 柴油

4.2.3 生产过程

（1）过程基本信息

过程名称：1箱虱螨脲（悬浮剂）的生产

过程边界：原材料入厂到产品出厂

（2）数据代表性

主要数据来源：代表企业及供应链实际数据

产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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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年：2024年

表 4过程清单数据表

类型 清单名称 数量 单位 排放因子
用途/排放原

因

产品 虱螨脲（悬浮剂） 1000g×12瓶 箱 / /

消耗 电力 2.24 kWh 0.5153 能源

消耗 蒸汽 0.0083 GJ 0.11 能源

消耗 甲维盐原药 0.12 kg / 原材料

消耗
虱螨脲（601）原

药
0.24 kg / 原材料

消耗 助剂 1 0.24 kg / 原材料

消耗 助剂 2 0.24 kg / 原材料

消耗 50%APG 0.24 kg / 原材料

消耗 助剂 3 0.24 kg / 原材料

消耗 助剂 4 0.03 kg / 原材料

消耗 助剂 5 0.18 kg / 原材料

消耗 助剂 6 0.05 kg / 原材料

消耗 助剂 7 0.05 kg / 原材料

消耗 助剂 8 0.01 kg / 原材料

4.3 碳足迹计算

产品碳足迹的公式是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所有活动的所有材料、

能源和运输乘以其排放因子后再加和。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F为碳足迹，P为活动水平数据，Q为排放因子，GWP

为全球变暖潜势值。排放因子源于数据库和相关参考文献，由于部分

物料数据库中暂无排放因子，取值均来自于相近物料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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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各项数据，对 1箱虱螨脲（悬浮剂）生产碳足迹进行核

算，结果如下：

表 5碳足迹计算表

项目 消耗数据 排放因子 GWP
排放量

（kgCO2）

原材料生产 1.64kg / 1 1.355

原材料运输 4989km 0.14kg/tkm 1 0.699

生产阶段 13.64kWh 0.5153kgCO2/kWh 1 7.028

生产阶段 0.0083GJ 0.11tCO2/GJ 1 0.913

产品运输 8689km 0.14kg/tkm 1 1.216

产品使用 -- -- 1 0

产品回收 -- -- 1 0

合计 11.211

4.4 产品碳足迹生命周期解释

4.4.1 假设与局限性说明

本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建立过程中所有原材料的消耗量均来自于

企业实际生产数据，未进行假设。因企业无法获得上游原材料的实景

数据，因此在原材料生产的上游数据自于中国生命周期基础数据库

（CLCD）。此外本次评价来考虑虱螨脲（悬浮剂）使用和废弃阶段

的碳足迹排放情况。研究过程中对数据根据物料平衡等进行了合理性

修正。

4.4.2 结论与建议

在统计期 2024年 1月至 2024年 12月内，分析各生命周期阶段

的碳排放足迹，该产品碳足迹指标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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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产品碳足迹指标

生命周期阶

段

原材料生

产

原材料

运输
生产阶段 产品运输

产品使

用

产品回

收
合计

排放量

（kgCO2e）
1.355 0.699 7.941 1.216 0 0 11.211

比例 12.09% 6.23% 70.83% 10.85% 0.00% 0.00% 10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1箱虱螨脲（悬浮剂）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原

材料生产占比12.09%，生产阶段占比70.83%，原材料运输占比6.23%，

产品运输占比 10.85%；在原材料生产中，对比本报告 4.2部分清单数

据分析，对企业减少碳排放提出以下建议：

1）优化虱螨脲（悬浮剂）生产所使用的原材料的配比，尽量选

择对环境排放较少的原材料，降低原材料生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2）就近选择原材料供应商，降低原材料运输阶段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

3）通过优化工艺、提升生产过程中用能设备能效、使用清洁能

源电力等措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外购电力消耗，减少生产阶段的产

品碳足迹；

4）生产用电为国网和光伏设备提供，建议进一步调查电力生产

过程，提高数据准确性；

5）继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意识。坚定树立企业可持续发展原则，

加强生命周期理念的宣传和实践。运用科学方法，加强产品碳足迹全

过程中数据的积累和记录，定期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进行自

查，以便企业内部开展相关对比分析，发现问题。在生态设计管理、

组织、人员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6）推进产业链的绿色设计发展。制定生态设计管理体制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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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管理制度，明确任务分工；构建支撑企业生态设计的评价体系；

建立打造绿色供应链的相关制度，推动供应链协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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