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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网约车出行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

一．来源和定义

本方法学参考了以下技术文件：

公共自行车项目方法学（CM-105-V01）；

T/CCAA 38-2021《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项目温室气体减

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计算工具；

城市客运交通模式转换基准线排放计算工具。

本方法学应用了以下定义：

共享出行：乘客无需拥有车辆所有权，以共享和合乘方

式与其他人共享车辆，按照自己的出行要求付出相应的使用

费的一种交通出行方式。

拼车：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整合供需信息，相同路线

的多位乘客选择乘坐同一网约车进行出行，车费由乘客平均

分摊的出行方式即为拼车。

顺风车：也称为私人小客车合乘，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

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驾驶员的小

客车、分摊合乘部分的出行成本（燃料费和通行费）或免费

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

二．适用条件

1. 该方法学适用于基于网约车平台在实现与基准线情景提

供相同的服务、到达相同出行目的地的情况下，乘客通过搭

乘特定类型网约车（仅限拼车、顺风车）出行活动而实现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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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减排的项目。

2. 本项目的减排量由运营平台代表其开发减排项目并申请

减排量，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及相关收益归运营平台方所

有，并依据可行的商业模式向乘客分配回馈，确保收益能够

传导给乘客，以鼓励公众低碳出行，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

3. 本措施仅限于年减排量不超过 6 万吨二氧化碳的项目活

动。

4. 依据本方法学开发的减排项目计入期采用固定计入期，最

高不超过 10 年。

三．额外性

本项目需参照《小规模项目活动额外性论证工具》中的

规定进行额外性论证。

四．项目边界及排放源的确定

5. 项目边界是由乘客乘坐指定类型网约车出行的起讫点决

定的。本项目边界为重庆市辖区县范围内。

拼车场景：项目边界为拼车乘客合乘出行活动的所在区

域，仅限于重庆市区域。

顺风车场景：项目边界为顺风车乘客出行活动的所在区

域，仅限于重庆市中心城区区域，超出重庆市中心城区区域

范围的出行里程不纳入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计算范围。

6. 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温室气体是否包括在项目边界内如下

表所示：

排放源 温室气体
种类 是否包括 说明理由/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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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情景

没有项目活动的

情况下，乘客按照

原有方式出行产

生的排放

CH4 不包括

为简化而排除基准
线情景的汽油、柴
油、液化天然气
（LNG）、压缩天
然气（CNG）等的
CH4 排放是保守的

N2O 不包括

为简化而排除基准
线情景的汽油、柴
油、液化天然气
（LNG）、压缩天
然气（CNG）等的
N2O 排放是保守的

CO2 包括 主要排放源

项目活动

在项目活动情况

下车辆运营过程

产生的排放。

CH4 不包括
为简化而排除，保
持与基准线情景相
同的处理方法

N2O 不包括
为简化而排除，保
持与基准线情景相
同的处理方法

CO2 包括 主要排放源

平台运营消耗电

产生的排放
CO2 包括 主要排放源

五．基准线情景

拼车场景：

7. 基准线场景是乘客拼车出行的替代场景，即乘客采用私人

小汽车、出租汽车、单独乘坐网约车、公共汽车、地铁（轻

轨）、步行等出行方式。

8. 考虑到每个订单中可能存在搭乘人数与下单人数不一致

的情况，由于平台无法监测订单中的乘客数量，默认每次拼

车出行订单中有 1 名乘客，即拼车乘客数等于拼车订单数。

9. 基准线排放量包括区域内拼车乘客私人小汽车、出租汽

车、单独乘坐网约车、公共汽车、地铁（轻轨）、步行等出

行方式产生的排放量。计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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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每种交通工具每公里排放因子 EFkm,i,x

基准线下各类交通工具的每公里排放因子是通过它们

的每公里能耗量，使用不同燃料的交通工具所占比例以及燃

料的 CO2排放因子计算得出。计算方法见公式（1）：

��,�,� =
�

[���,�,� × ����,�,� × ���,�,�,�� + ����,�

× ���,�] × ��,�,�/��,� （1）

式中：

��,�,� = 第 x 年 交 通 工 具 i 的 每 公 里 排 放 因 子

（gCO2/km）；

SFCi,n,x=第 x 年交通工具 i 使用燃料 n 的每公里消耗量

（L/km, kg/km, m3/km）；

NCVi,n,x=第 x年交通工具 i使用燃料 n的净热值（MJ/质

量或体积单位）；

EFff,i,n,x=第 x 年交通工具 i 使用燃料 n 的排放因子

（gCO2/MJ）；

SECi,x=第 x年交通工具 i每公里耗电量（kWh/km）；

EFel,x=第 x年的重庆市电力排放因子（gCO2/kWh）；

Ni,x=第x年交通工具i的总里程或者总数量，单位为km或

总数量（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优先使用总里程）；

Ni,n,x =第x年使用燃料n的交通工具i行驶的总路程，单位

为km或辆（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优先使用总里程）；

i=交通工具的种类；

n=第 x年交通工具使用的燃料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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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计算基准线的年份，通常为项目运行前或者项目设计

文件公示前（取较早），最近的日历年。

2）确定每种交通工具人公里排放因子EFpkm,i,x
（a）公共交通系统（公交、地铁）

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可直接采用公式（2）计算EFpkm,i,x：

���,�,� =
��,�,�

�,�,�×�,�,�
× 106 （2）

式中：

EFpkm,i,x=第 x年公共交通工具 i的人公里排放因子

（gCO2/pkm）；

TEm,i,x=第x年公共交通工具i的总排放（tCO2）；

Pm,i,x=第x年使用公共交通工具i的总人次（人）；

Dm,i,x=第 x年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i的乘客的平均里程

（km）。

（b）其他交通系统

对于其他交通系统，采用公式（3）计算EFpkm,i,x：

���,�,� =
��,�,�
���,�

（3）

式中：

EFpkm,i,x=第 x年其他交通工具 i的人公里排放因子

（gCO2/pkm）；

EFkm,i,x=第 x年其他交通工具 i的每公里排放因子

（gCO2/km）；

OCi,x=第x年其他交通工具i的平均载客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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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数据获取困难时，如果已有权威文件公布了项目所

在区域的不同交通工具的人公里排放因子，则可以直接选用

权威文件缺省值，即省略步骤1和步骤2中对不同交通工具每

公里排放因子和平均载客人数的计算，而直接采用权威文件

公布的人公里排放因子，也可以采用相关标准文件中的发布

数据作为人公里排放因子缺省值。

3）确定基准线情景排放量 BEy，计算方法见公式（4）：

��� = � ���
�−����,�,� × ��� × ���,�� × 10−6 （4）

式中：

BEy=第 y年基准线情景排放量（tCO2e）；

IR=平台网约车的技术改进因子，默认取值 0.99；

EFpkm,i,x= 第 x 年 交 通 工 具 i 的 人 公 里 排 放 因 子

（gCO2/pkm）；

SDi=第i类出行方式的比例，即基准线下私人小汽车、出

租汽车、公共汽车、地铁（轻轨）、步行等各种替代出行方

式的比例（%）；

PDp,y=第 y年平台网约车中拼车订单的各乘客拼车订单

里程之和（km）。

PDp,y通过平台的电子地图或者其它工具来确定。考虑到

每次拼车出行活动可能有多名乘客同时乘车，应通过平台统

计项目活动下每次拼车出行活动的乘客数量及其所乘坐里

程数。

顺风车场景：

10. 基准线场景是乘客采用私人小汽车、出租汽车、单独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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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网约车、公共汽车、地铁（轻轨）和步行等方式出行。

11. 考虑到每个订单中可能存在搭乘人数与下单人数不一致

的情况，由于平台无法监测订单中的乘客数量，默认每次出

行订单中有 1 名乘客。

12. 基准线排放量包括区域内顺风车乘客乘坐私人小汽车、

出租汽车、单独乘坐网约车、公共汽车、地铁（轻轨）和步

行等方式出行产生的排放量。计算方式同拼车场景中的基准

线排放计算方式。

距离为乘客搭乘顺风车过程中的行驶距离。排放量计算

如公式（5）所示：

��� = � ���
�−����,�,� × ��� × ���,�� × 10−6 （5）

式中：

BEy=第 y年基准线情景排放量（tCO2e）；

IR=交通工具的技术改进因子，默认取值 0.99；

EFpkm,i,x= 第 x 年 交 通 工 具 i 的 人 公 里 排 放 因 子

（gCO2/pkm）；

SDi=第i类交通出行方式的比例，即基准线下私人小汽

车、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地铁（轻轨）和步行等替代出行

方式的比例（%）；

PDs,y=第 y年平台网约车中顺风车订单的各乘客乘坐顺

风车里程之和（km）。

PDs,y通过平台的电子地图或者其它工具来确定。考虑到

每次顺风车出行活动可能有多名乘客同时乘车，应通过平台



9

统计项目活动下每次顺风车出行活动的乘客数量及其所乘

坐里程数。

六．项目排放

拼车场景：

13. 项目排放量包含车辆在拼车订单起始至拼车订单结束时

间内的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排放量以及平台消耗电量所产生

的排放。按照公式（6）计算：

���=�����,� + �����,� （6）

式中：

���=第 y年拼车项目产生的排放量（tCO2）；

�����,�=第 y年车辆行驶产生的排放量（tCO2）；

�����,�=第 y年平台消耗电量产生的排放量（tCO2）。

拼车项目中车辆行驶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过程如下：

1）确定网约车每公里排放因子��K,�,�

网约车每公里的排放因子��K,�,�，计算方法见公式（7）

��K,�,� =
�

[���,� × ���� × ���,� ×� + �����,� × ���,�]

× ��,�/�� （7）

式中：

��K,�,�=第 y年项目活动下平台网约车每公里的排放因

子 （gCO2/km）；

SFCn,y=第 y 年平台网约车使用燃料 n 的每公里消耗量

（L/km, kg/km, m3/km）；

NCVn=平台网约车使用燃料 n的净热值（MJ/质量或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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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EFff,n=平台网约车使用燃料 n的排放因子（gCO2/MJ）；

SECel,y=第 y年平台网约车每公里耗电量（kWh/km）；

EFel,y=第 y年的电网排放因子（gCO2/kWh）；

Dn,y=第y年使用燃料n的平台网约车行驶的总里程或者

总数量，单位为km或辆（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优先使用总

里程）；

Dy=第 y年平台网约车行驶的总里程或者总数量，单位

为 km或辆（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优先使用总里程）。

2）计算项目情景的排放量 PEy

项目情景产生的排放量，计算方法见公式（8）：

���=
�
��K,�,� × ����K,� × 10−6� （8）

式中：

PEy =第 y年项目活动下拼车辆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tCO2）；

CTDpj,y=第 y 年项目活动下拼车服务车辆所行驶的总里

程（km）；拼车服务车辆所行驶的总里程 CTDpj,y是指项目

活动下所有拼车订单，从订单成功生成开始到订单结束止，

拼车服务车辆行驶里程的汇总，通过平台的电子地图或者其

它工具来确定。

EFpj,km,y= 第 y 年 平 台 网 约 车 每 公 里 的 排 放 因 子

（gCO2/km）。

14. 平台消耗电量所产生的排放，计算方式见公式（9）：

�����,�=�����,� × ���2,� × ��,�/��,�10−6 （9）



11

式中：

PEy =第 y年重庆市内平台运营消耗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Csys,y=第 y年平台运营消耗的电量（kWh）；

EFCO2,y=第 y 年重庆市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gCO2/kWh）;

Qp,y=第 y年网约车平台拼车总订单量；

Qo,y=第 y年网约车平台总订单量。

如没有对平台消耗的电量进行监测，则消耗的电量可采

用公式（10）进行计算：

�����,�=
�
����,�,� × ��,�� （10）

式中：

Psys,f,y =第 y年平台运营设施 f的额定功率（kW）；

Tf,y=第 y年平台运营设施 f的运行时间（h）。

顺风车场景：

15. 项目排放量包含乘客通过搭乘顺风车产生的排放量和平

台消耗电量所产生的排放。乘客通过搭乘顺风车产生的排放

由顺风车车主承担，即乘客搭乘顺风车期间的项目排放为 0。

仅考虑重庆市内平台消耗电量所产生的排放，平台消耗电量

所产生的排放计算方式见公式（11）：

���=�����,� × ���2,� × ��,�/��,�10−6 （11）

式中：

PEy =第 y年重庆市内平台运营消耗电力产生的排放量，

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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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ys,y=第 y年平台运营消耗的电量（kWh）；

EFCO2,y=第 y 年重庆市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gCO2/kWh）;

Qs,y=第 y年网约车平台顺风车总订单量；

Qo,y=第 y年网约车平台总订单量。

如没有对平台消耗的电量进行监测，则消耗的电量可参

照公式（10）进行计算。

七．泄漏

本方法学计算的泄漏为顺风车车主在绕行过程中产生

的排放。计算方式见公式（12）
���=��

�−�× ��,� × ���,� × 10−6 （12）

式中：

���=第 y年泄漏量（tCO2）；

IR=平台网约车的技术改进因子，默认取值 0.99；

��,� = 第 x 年 平 台 网 约 车 的 每 公 里 排 放 因 子

（gCO2/km），计算方式参照公式（7）；

���,�=车主在接单过程中的绕行距离，如数据不可得，

可选取平台设置的订单匹配最远距离或通过绕行系数换算

得到，绕行系数为车主在项目情景下的出行里程与基准线情

景下的出行里程之比。

八．减排量

减排量计算方法见公式（13）：

��� = ��� − ��� − ��� （1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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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y年减排量（tCO2）；

���=第 y年基准线排放量（tCO2）；

���=第 y年项目排放量（tCO2）；

���=第 y年泄漏量（tCO2）。

九．监测和数据质量管理

监测过程中采用的测量仪器/表精度应满足相关要求，定

期检定和校准，检定和校准机构应具有测量仪器/表检定资

质。 检定和校准相关要求应依据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程执

行。在项目实施中，项目参与方应按规范实施监测准则和程

序，通过各类测量仪器/表的监测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

录、汇编和分析有关数据，并对数据存档，保证测量管理体

系符合质量和规范要求。

监测数据分为事前确定的数据/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

数和需要监测的数据。

事前确定的数据和参数/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包含：

拼车场景：

表 1：参数 SFCn,y；SFCi,n,x的说明

数据/参数： SFCn,y；SFCi,n,x

数据单位： L/km，kg/km，m3/km

描述：

第y年使用燃料 n的平台网约车每公里消耗量；第 x年交

通工具 i使用燃料 n的每公里消耗量。

y为计算减排量的年份。

x为计算基准线的年份。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地方测量（权威研究机构或项目参与方测量）；

2、方法学缺省值；

3、国内外文献；

4、最新 IPCC 缺省值；

5、制造厂商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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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用的数据值：

1、采用总体数据或样本数据确定燃料消耗量。样本测量

应该考虑到车辆的关键特征（如车龄、动力等）使用 95%
置信水平的下限值。

2、重庆市已发布的缺省值：

汽油车：8.9L/100km；

燃气车：8.1m3/100km。

3、文献数据应该是基于在可比较的环境下测量类似的平

台网约车和交通工具的情况。

4、采用符合平台网约车特征的 IPCC 缺省值，如车龄、生

产地区、技术等；

5、制造产生相关平台网约车种类的设计数据。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和基准线排放。

表 2：参数 SECel,y；SECi,x的说明

数据/参数： SECel,y；SECi,x

数据单位： kWh/km

描述：

第 y 年平台网约车每公里耗电量；第 x年交通工具 i 每
公里耗电量。

y为计算减排量的年份。

x为计算基准线的年份。

数据来源：

按照以下优先次序选取来源：

1、地方测量（权威研究机构或项目参与方测量）；

2、方法学缺省值；

3、国内外文献；

4、最新 IPCC 缺省值；

5、制造厂商设计值。

5、。

所应用的数据值：

1、采用总体数据或样本数据确定耗电量。样本测量应该

考虑到车辆的关键特征（如车龄、动力等）使用 95%置

信水平的下限值；

2、重庆市已发布的缺省值：12kWh/100km；

3、文献数据应该是基于在可比较的环境下测量类似的平

台网约车的情况；

4、采用符合平台网约车特征的 IPCC 缺省值，如车龄、

生产地区、技术等；

5、制造产生相关平台网约车种类的设计数据。

。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和基准线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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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参数 EFel,y；EFel,x的说明

数据/参数： EFe,y；EFel,x

数据单位： gCO2/kWh

描述：

第 y年的电网排放因子；第 x年的电网排放因子。

y为计算减排量的年份。

x为计算基准线的年份。

数据来源： 重庆市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所应用的数据值： 以国家和重庆市官方公布的数据为准。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和基准线排放。

表 4：参数 NCVn；NCVi,n,x的说明

数据/参数： NCVn；NCVi,n,x

数据单位： MJ/质量或体积单位

描述：
平台网约车使用燃料 n的净热值；第 x年交通工具 i使用

燃料 n的净热值
数据来源： 重庆市已发布的缺省值

所应用的数据值：

天然气：389.31GJ/万 Nm3；

汽油：44.8GJ/t；
柴油：43.33GJ/t。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和基准线排放。

表 5：参数 EFff,n；EFff,i,n,x的说明

数据/参数： EFff,n；EFff,i,n,x

数据单位： gCO2/MJ

描述：
平台网约车使用燃料 n 的 CO2排放因子；第 x年交通工具

i使用燃料 n的排放因子

数据来源： 重庆市已发布的缺省值

所应用的数据值：

天然气：0.0561gCO2/kJ；
柴油：0.0741gCO2/kJ；
汽油：0.0693gCO2/kJ。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和基准线排放。

表 6：参数 Ni,n,x的说明

数据/参数： Ni,n,x

数据单位： km 或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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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第 x年使用燃料 n（或电力）的交通工具 i行驶的总里程或

者总数量，单位为 km 或量（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优先

使用总里程）。

数据来源：
重庆市交通部门注册车辆的统计数据。如果该数据不可

得，可采用国家或省的统计数据。

所应用的数据值： -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表 7：参数 Ni,x的说明

数据/参数： Ni,x

数据单位： km 或数量

描述：
第 x年使用交通工具 i行驶的总里程或者总数量，单位为

km 或量（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优先使用总里程）。

数据来源：
重庆市交通部门注册车辆的统计数据。如果该数据不可得，

可采用国家或省的统计数据。

所应用的数据值： -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表 8：参数 Ni,n,x/Ni,x的说明

数据/参数： Ni,n,x/Ni,x

数据单位： %

描述：

第 x年使用燃料 n或电力的交通工具 i行驶的总里程或总

数量在所有交通工具 i中的占比（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

优先使用总里程）。

数据来源：
重庆市交通部门注册车辆的统计数据。如果该数据不可

得，可采用国家或省的统计数据。

所应用的数据值： -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表 9：参数 TEel,i,x的说明

数据/参数： TEel,i,x

数据单位： tCO2

描述： 第 x年电力交通工具 i的总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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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根据最新版“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漏排放

计算工具”中的步骤进行计算。

所应用的数据值： -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表 10：参数 Pm,i,x的说明

数据/参数： Pm,i,x

数据单位： 人

描述： 第 x年公共交通工具 i的总人次。

数据来源：
1、从相关运营部门获得的官方数据；

2、交管部门统计数据。

所应用的数据值： -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表 11：参数 Dm,i,x的说明

数据/参数： Dm,i,x

数据单位： km

描述： 第 x年公共交通工具 i的乘客的平均里程。

数据来源：
1、从相关运营部门获得的官方数据；

2、交管部门统计数据。

所应用的数据值： -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表 12：参数 OCi,x的说明

数据/参数： OCi,x

数据单位： 人

描述： 第 x年燃料交通工具 i的平均载客人数。

数据来源：

选项 1：当地交通部门或专项研究。数据不得早于最近三

年；

选项 2：采用以下缺省值：

私家车：2 （包括司机）；

出租车：1.1（不包括司机）；

摩托车：1.5（包括司机）；

公共汽车：最大载客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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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用的数据值： -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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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监测的参数有：①确定事前各种被取代的各基准线

情形下交通工具排放因子；②调研项目运行下共享网约车替

代的基准线情形下各出行方式的比例；③基准线场景中共享

网约车行驶的里程；④网约车平台消耗的电力和电力排放因

子；⑤项目情景下共享网约车行驶的里程；⑥网约车平台顺

风车订单在平台所有网约车订单中的占比。

拼车场景：

表 13：参数 SDi的说明

数据/参数： SDi

单位： %

描述：

第 i类出行方式的比例，即基准线下私人小汽车、出租汽

车、公共汽车、地铁（轻轨）、步行等出行方式替代出行

的比例。

数据来源： 基于平台问卷调查结果统计。

监测程序（如有）：详见附件 1 和附件 2。

监测频率：

至少在计入期的第一年和第四年实施调查。第一年问卷调

查的数据将用于计入期的前三年，第四年问卷调查的数据

将用于剩余的计入期年份。对于已实施的项目，可采用最

近年份的调查结果用于监测期内的减排量计算。

备注： 用于计算基准线排放。

表 14：参数 Dy的说明

数据/参数： Dy

单位： km 或数量

描述： 第 y年平台网约车行驶的总里程或者总数量。

数据来源： 基于平台统计测算。

监测程序（如有）：电子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测算一次。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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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参数 Dn,y的说明

数据/参数： Dn,y

单位： km 或数量

描述： 第 y年使用燃料 n的平台网约车行驶的总里程或者总数量。

数据来源： 基于平台统计测算。

监测程序（如有）：电子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测算一次。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表 16：参数 Dn,y/Dy的说明

数据/参数： Dn,y/Dy

单位： %

描述：

第 y年使用燃料 n的平台网约车行驶的总里程或总数量在

所有平台网约车中的占比（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优先使

用总里程）。

数据来源： 基于平台统计测算。

监测程序（如有）：电子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测算一次。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表 17：参数 PDp,y的说明

数据/参数： PDp,y

单位： km
描述： 第 y年平台网约车拼车订单中各乘客拼车订单里程之和

数据来源： 通过平台的电子地图或者其它工具来确定。

监测程序（如有）： 电子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每单记录，按月累计。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表 18：参数 CTDpj,y的说明

数据/参数： CTDpj,y

单位： km
描述： 第 y 年项目活动下拼车服务车辆所行驶的总里程，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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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下所有拼车订单，从订单成功生成开始到订单结束

止，拼车服务车辆行驶里程的汇总

数据来源： 通过平台的电子地图或者其它工具来确定。

监测程序（如有）： 电子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每单记录，按月累计。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表 19：参数 Qp,y/Qo,y的说明

数据/参数： Qp,y/Qo,y

数据单位： %

描述： 网约车平台拼车订单在平台所有网约车订单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 网约车平台出行订单的统计数据。

所应用的数据值： -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顺风车场景：

表 20：参数 PDs,y的说明

数据/参数： PDs,y

单位： km

描述：

第 y年项目活动下顺风车订单中各乘客乘坐顺风车里程之

和，指项目活动下所有顺风车订单，从订单成功生成开始

到订单结束止，顺风车服务订单里程的汇总

数据来源： 通过平台的电子地图或者其它工具来确定。

监测程序（如有）： 电子测量。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每单记录，按月累计。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表 21：参数 ECsys,y的说明

数据/参数： ECsys,y

数据单位： kWh

描述： 第 y年网约车平台运营消耗的电量

数据来源： 电表连续监测结果。

监测程序（如有）： 电表监测。

监测频率： 连续监测，每年汇总测算一次。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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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参数 Qs,y/Qo,y的说明

数据/参数： Qs,y/Qo,y

数据单位： %

描述： 网约车平台顺风车订单在平台所有网约车订单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 网约车平台出行订单的统计数据。

所应用的数据值： -

备注： 用于计算项目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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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样本问卷调查方法指南

1.调查目标

调查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在没有项目活动时，网约车合乘

出行使用者选用各类交通工具出行方式的比例。

2.目标人群

目标人群是已在网约车平台注册的使用者。

3.样本框架

样本框架是重庆地区所有使用网约车共享出行的用户。

用户框架数据可从服务管理平台管理人员处获得。

4.样本设计

（1）在服务管理平台简单随机取样（SRS）。

（2）若项目既在重庆市中心城区运营，也在区县城区

运营，需区别中心城区客户和区县城区客户，并分别进行样

本设计和调研。

5.相对误差率

本调查需达到预期的相对标准误差（CV）5%-10%之间，

即置信水平/精度为 90/10。对评估结果，有几种情况：

如果相对标准误差低于 5%，统计结果充分

如果相对标准误差在 5%-10%之间，统计结果尚能接受

如果相对标准误差高于 10%，低于 15%，统计结果精确

度较低

如果相对标准误差高于 15%，统计结果不充分

对于取得的结果，按照 95%置信水平上不确定性区间的

下限进行基准线计算。



24

当调查结果不能满足 90/10 精度或 95/10 精度时，可以

选择参数值的 90%或 95%置信区间的下限值，以便替代为了

使结果达到 90/10 或 95/10 的精度而进行的重复调查。

6.地理覆盖区域

地理覆盖区域是网约车合乘出行运行的区域（项目地理

边界）。

7.样本频率

调查至少应在第一年、第四年和第七年各一次。调查时

间为期一周。避免在对于网约车合乘出行使用不利天气情况

下进行调查，应是一年中能反映交通服务需求的平均水平的

时间。

8.样本规模

参照 CDM-EB 最新版“CDM 项目和 POA 项目抽样调查

指南”提供的方法确定样本规模 n。

� =
1.6452 ×� × � × 1 − �

� − 1 × 0.12 × �2 +× 1.6452 × � × 1 − �
× 1.1

其中：

N：所需的样本量；

N：项目活动涉及的共享网约车实际使用注册用户总数

目；

P：抽样指标的预测或估计值，一般取 0.5；

1.645：置信区间为 90%时取 1.645；

0.1：相对误差；

1.1：为解决共享网约车样本注册用户无回答或无效回答

所需的因子，即样本量增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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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查问卷信息处理

对于非机动车出行、其他的情况，排放量计为 0；

通过问卷获得的信息应该及时进行汇总处理，以免发生

数据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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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共享网约车出行问卷

调查时间：

被调查者基本信息：

性别：

年龄：

职业：

开始使用共享网约车出行的时间：

使用共享网约车出行的原因：

1.通勤□； 2.无公共交通系统□； 3.车辆限号□；

4.恶劣天气□； 5.就医□； 6.往返机场□； 7.往返高铁站□；

8.夜间出行□； 9.饮酒□； 10.携带大件行李□；

11.身体不适/行动不便□； 12.需要私密空间□； 13.其他□。

问题 A：您使用（或计划使用）共享网约车出行的频率是：

1.日常□；2.偶尔□；3.很少□

问题 B：如果没有本项目的共享网约车出行，您会选择何种

方式到达您的目的地？（请选择一项）

1.公共汽车；

2.出租车；

3.网约车；

4.私家车；

5.轨道交通；

6.摩托车；

7.非机动车出行（包括步行、私有自行车、共享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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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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