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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逸会计在综合能源系统低碳性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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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双碳”目标向着更深层次不断推进落实，不同能源体系低碳性的判定与评价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以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为研究对象，针对在其碳足迹核算方面存在的可靠性不足问题，通过碳逸概念的引入和碳逸

会计系统的构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低碳性评价思路框架。在对碳逸会计系统的记账原则、会计科目、核算方式

和报表体系等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针对假定的综合能源系统应用场景，提出有关系统低碳性评价的方法和路

径，并对碳逸会计系统的应用前景进行讨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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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and boosting of dual carbon target， the evaluation on different energy system's low-

carbon performance has received growing attention. Taking an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of an industrial pa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low reliability of the current carbon footprint accounting method， we usher in the 
concept of carbon-escape and its accounting system， and put forward a new low-carb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Based on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accounting principles， accounting subjects， 
accounting methods and statements of carbon-escape accounting system，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development path are 
put forward under the assumed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carbon-

escape accounting system is discussed and expected.
Keywords：carbon footprint； carbon accounting；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carbon-escape accounting system； low-carbon 
performance；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ity； evaluation system

0 引言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能源电力行业的清洁

低碳化转型正在向多维度、多层次深入推进，能够

发挥能源梯级利用和多能互补优势、提升能源利用

效率的综合能源系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现有研究多集中在规划技术［1］、市场机制［2］、信息化

服务［3］和评价技术［4］等方面，有关综合能源系统的

方案设计和具体技术着墨较多，但对于全系统的低

碳性判定与分析却鲜少提及。

综合能源系统的低碳性分析涉及全系统、全过

程碳足迹的核算［5］。全生命周期评价技术（LCA）和

投入‒产出法是目前应用最多的碳足迹核算方法［6］。

以此 2类方法为基础开展的理论性研究多聚焦于国

际标准的解析［7］、国内外核算方法的比较［8］、核算方

法优化与发展［9］等方面；近年来，相关的应用性研究

也开始向标准的区分［10］、核算边界的界定［11］、应用

场景的分析［12］等微观过程发展。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报道所提及的核算方法在

应用层面往往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即在进行碳足

迹核算时所使用的基础数据通常都难以在现实的

生产经营过程中被准确获取。即使部分基础数据

的获取有可靠的来源保证，以此为依据所得到的核

算结果往往又很难被验证或复核。而且对于核算

结果的解释一般会因研究者专业能力的不同而出

现理解上的差异，从而导致碳足迹核算评价结果失

真，进而使得社会或组织所进行的减碳、控碳努力

无法被真实反映。同样，若单纯采用文献中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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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研究方法进行综合能源系统低碳性分析，也

难以避免对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为此，本文将碳足迹核算过程与财务会计系统

进行关联，形成“涉碳会计”的研究体系，以期解决

在核算过程中缺乏现实管理体系支持与参照的问

题，从而为综合能源系统的低碳性分析提供可信赖

的方法，也是对传统碳足迹研究方法的补充和

完善。

对于“涉碳会计”的研究报道大多集中在“清洁

发展机制（CDM）”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实施的时期。

自 2014 年之后，随着 CDM 项目的减少与应对气候

变化国际合作形势的转变，有关“涉碳会计”的研究

报道在数量上开始呈现断崖式下跌。以往这些报

道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交易［13］、企业碳信息披露［14］

（负债表、利润表、营业外收入表等）和碳会计的确

认［15］（资产、负债、成本、碳固等）等方面。近年来，

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碳会计与碳足迹相结合的主

题，但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管理会计计量功

能”［16］、计划和预算管理、决策支持管理、绩效评估

和控制管理等内容，而鲜有提及会计系统在碳足迹

核算方面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更遑论有关系统低

碳性的分析问题。

为与以往文献中碳足迹概念进行区分，本文将

财务会计体系中记录的“已发生的碳排放”称为“碳

逸”［17］（不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以此概念为基

础，构建同时记录碳逸价值与货币价值的“碳逸会

计系统”，描述“碳逸”的记账与核算过程，进而将该

体系应用于综合能源系统低碳性分析过程，以期能

够提高核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为低碳综合能

源系统的构建与分析探索新的思路与方法。

从技术创新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碳足迹分析

往往重视“过程（动态）碳排放”，而对负载在原材料

或商品上的“静态碳排放”缺乏有效的追溯与统计

手段。本文首次将碳足迹分析与财务会计系统进

行关联，将任一过程或商品的碳排放与相应的财务

凭证（发票、账目）进行绑定，使碳排放信息的追溯

变得可靠与准确。在此过程中，所构建的“双价值”

记账方法也是对“双碳”目标背景下传统财务会计

系统的改良与发展。

1 综合能源系统低碳性分析的思路设计 

目前，对于“综合能源系统”的概念，学术界尚

无严格、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综合能源系统是

一种以用户需求响应为重点，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为主要目标，以电为核心，提供电、热、冷、气、水等

多种不同能源品种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源、网、

荷、储、用能源供应环节协同的多能源综合利用模

式［18-19］。综合能源系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系统性和

互补性方面，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还有必要探讨

其低碳性。综合能源系统低碳性分析的思路设计

如图1所示。

由图 1 可以看出，要分析综合能源系统的低碳

性，离不开对系统核算边界内碳足迹的追溯。该过

程可借助碳逸会计的分析方法得到实现。

2 碳逸会计系统简述 

碳逸会计系统是基于碳足迹视角，以当前碳排

放核算信息为基础，以传统财务处理架构为参照并

与之深入融合的新型会计系统。在系统构建方面，

主要是通过引入碳逸概念，重新诠释与划分不同碳

足迹类型，然后设置新的会计科目，与现有财务报

�

图 1　低碳综合能源系统构建的框架设计

Fig. 1　Framework design of a low-carbon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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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进行对比映射，将所统计的碳足迹信息融入到现

有会计报表体系中，使之成为会计信息披露的固定

内容。碳逸会计系统的设计使碳足迹核算过程中

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有了可靠的追溯保证，可为碳足

迹的计量提供清晰的“对比追溯线索”，为财务会计

体系与综合能源系统的紧密关联建立实用性的纽

带与桥梁。

2. 1　碳逸的基础概念　

2. 1. 1　碳逸的分类　

碳逸是指在会计记账中，企业或组织在所从事

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已产生或已存在的碳排放量。

按照存在方式的不同，碳逸可分为进项碳逸、增量

碳逸、商品碳逸、销项碳逸、碳逸累积、碳逸储备、生

产碳逸、管理碳逸等，其中较为重要的概念是：进项

碳逸，是指所购商品、服务、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中

所包含的碳逸，反映的是形成该商品及之前所有环

节累积碳逸在流通环节的转移结果，例如外购电中

所含的碳逸；增量碳逸，是指因燃烧、泄漏等物理或

化学作用而导致企业（组织）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

当量，例如企业自购使用的燃油、燃气车辆产生的

碳排放。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碳逸概念的定义只是对特

定组织经营运行过程中不同环节碳足迹信息的区

分，以便与传统财务系统在记账与统计方面进行顺

畅对接。

2. 1. 2　碳逸恒等式　

碳逸恒等式是一种反映不同碳逸之间逻辑关

系的数学表达，是对特定组织碳足迹进行统计与核

算的基础。在具体应用时，可参照传统财务体系的

核算逻辑进行处理。

基础的碳逸恒等式有 2 个：（1）在记账时，进项

碳逸和增量碳逸尚未转移至销项碳逸，销项碳逸进

项碳逸+增量碳逸=碳逸累积；（2）在进项碳逸和增

量碳逸发生转移时，非固定资产碳逸+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碳逸+碳排放权=碳逸累积+碳逸储备。2个

等式中：碳逸累积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累

计发生的各类碳逸之和，如果产品售出，计算碳逸

累积时则须减去销项碳逸；碳逸储备仅是对于企业

获得或购入碳排放权配额产生的碳逸；非固定资产

碳逸与无形资产碳逸均包含进项碳逸与增量碳逸。

在传统财务体系中，存在会计恒等式，资产=负
债+权益。参照传统会计恒等式，在碳逸恒等式中

对应资产项为非固定资产进项碳逸或增量碳逸、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进项碳逸或增量碳逸、碳排放权、

销项碳逸等；对应负债项为碳逸累积；对应权益项

为碳逸储备。

以此为参照，还可建立针对不同生产经营环节

的多个碳逸恒等式，此处略。

总之，通过碳逸恒等式与会计恒等式的映射对

比，可将碳足迹分析与财务信息统计进行有机关

联，为实现对碳逸的借贷记账奠定基础。

2. 1. 3　碳逸会计科目设置　

由于现有会计体系中暂时没有针对碳足迹核

算的会计科目，可通过增设碳逸资产、碳逸成本、碳

逸负债和碳逸权益等 4个一级科目，来保持与传统

会计体系衔接的一致性。

碳逸会计科目所描述的资产、成本、负债和权

益是碳逸恒等式与会计恒等式映射对比的结果，两

者在记账逻辑上保持了一致性。例如，对于资产类

记账，碳逸资产可设为一级科目，原材料碳逸、生产

碳逸、产成品碳逸等可设为二级科目，而对应的三

级科目可包括进项碳逸、增量碳逸、销项碳逸等。

2. 1. 4　碳逸会计记账原则与核算方式　

碳逸会计的记账遵循 2 个原则：（1）双价值记

账，即从价值分析角度看，每个会计记账项目都必

须体现货币价值和碳逸数值这 2个属性；（2）两步记

账，即为准确记录经济活动中碳逸的流转，碳逸会

计的记账步骤必须与传统财务会计保持一致，在记

录货币价值之后，也要记录碳逸数值随经济活动的

流转。这 2个记账原则是碳逸会计核算体系构建的

基础，也是将碳逸会计应用于综合能源系统低碳性

分析的重要支撑。

2. 1. 5　碳逸会计报表体系　

参照财务会计报表体系的构成，碳逸会计的报

表体系主要包括“碳逸资产−权益表”和“碳逸流量

表”。在一个综合能源系统中，前者是对积累在该

系统的碳逸资产、碳逸权益和碳逸负债期初/期末余

额进行的列表统计；后者是在该系统碳足迹追溯过

程中，对进项、增量和流转碳逸进行的统计。这些

报表可为综合能源系统的碳流转与碳排放过程提

供可靠的信息追溯证据。通过追溯这些信息，可较

为便捷地了解一个特定综合能源系统中碳足迹的

核算情况。

总体来看，碳逸会计系统的构建是为解决碳足

迹核算与传统财务系统之间所存在的“脱节”与“不

相容”问题，可看作是对现有财务系统的一种创新

性扩展。

3 碳逸会计系统应用 

将综合能源系统的应用场景进行简化处理，借

助碳逸会计系统展开低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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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假定的应用场景概况　

在某工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中，涉及碳排放的

过程或系统可分为 6个模块：园区日常运营管理、能

源管网系统、能源供给侧、能源需求侧、能源管理辅

助系统和园区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些包含能源供、

用诸要素的技术、设备及相关基础设施构成了本文

所要讨论的综合能源系统碳逸核算边界。以此边

界为基础关联碳逸会计系统，可对综合能源系统的

低碳性进行分析，如图 2所示。另外，该系统边界之

外的上、下游部分环节（如电网与输配电、碳交易市

场、电力交易市场等）自身运行过程的涉碳分析此

处略。

3. 2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碳逸类型分析与计算　

3. 2. 1　进项碳逸

（1）记账分析。在园区日常运营管理模块中，

日常办公用的设施（桌椅、电脑等）、办公用易耗品

（纸张、文具等）、研发设计所需的仪器设备等物资

自身所含的碳排放信息记作进项碳逸。在能源管

网系统模块中，所采购的传输设备（阀门、管材等）

和燃料（如天然气）等自身所含的碳排放信息记作

进项碳逸。在能源供给侧，所购各种光伏组件、储

能设施、热交换装置、天然气发电机组设备以及外

购火电自身所含的碳排放信息记作进项碳逸。在

能源管理辅助系统模块中，所购计算与通信设备及

其配套设备、维持数据中心运行所需外购火电等自

身所含的碳排放信息记作进项碳逸。在园区基础

设施模块中，所购建筑（厂房、仓库等）材料、所购车

辆等自身所含的碳排放信息记作进项碳逸；此外，

系统中其他从外部所购设施和材料自身所含的碳

排放信息，也都记作进项碳逸。

（2）进项碳逸的数值估算。上述这些进项碳逸

所对应碳排放信息的具体数值计算，可以参照 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及

指南》定义的方法学框架，或其他成熟的标准与规

范，运用全生命周期评价技术（LCA）对所购产品碳

足迹进行辨识和定量分析。例如，可根据英国标准

协会（BSI）颁布的 PAS 2050：2008《商品和服务在生

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所提供的方法

计算所购商品进项碳逸W1。
W1=m×（1-A）×B×（1-θ）×44/12 ， （1）

θ=（100-βt0）/100， （2）
式中：m为商品的质量，kg；A为商品含水量，kg/kg；B
为商品含碳量，kg/kg；θ为该类商品的延迟排放加权

系数；t0为商品的寿命；β为加权参数，可通过评价规

范PAS 2050：2008查得。对于个别无法查到加权系

数 β数值的商品，其W1 可参考同类商品进行替代

计算。

对于外购电进项碳逸W2，可采用排放因子法进

行计算

W2=P×p1×η1×η2， （3）

�

图 2　碳逸会计在综合能源系统低碳性评价中的应用

Fig. 2　Application of carbon-escape accounting system in low-carbon evaluation of integrated ener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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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为园区总人口；p1为外购电量，kW·h/（年·人）；

η1 为园区所在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可通过国

家气候战略中心发布的《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

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查得；η2 为外购电中

煤基发电所占的比例。

（3）进项碳逸的财务确认。上述所列进项碳逸

可通过发票信息和财务会计报表来进行财务确认。

（4）进项碳逸的会计核算。进项碳逸的核算可

按会计原则进行转移、累计和分摊。例如，原材料

采购与领取的双价值记账方式见表1。

3. 2. 2　增量碳逸　

（1）增量碳逸的记账分析。在图 2 所假定的应

用场景下，产生增量碳逸的环节共有 5个：园区自备

燃油/气车辆、员工通勤用燃油/气车辆、原材料储备

仓库、天然气管网系统和天然气机组的运行。在这

些环节中，存在或可能存在化石燃料的燃烧与泄

漏，从而产生系统内新增二氧化碳排放。一般而

言，来自系统之外的交通工具所产生的碳排放不能

被记作增量碳逸。

（2）增量碳逸的数值估算。在假定的园区综合

能源系统场景下，因化石燃料燃烧而产生的增量碳

逸为W3，可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2015）》的规定进行计算

W3=E fuel = ∑i
(Di × Rc，i × Rof，i × 44

12 )， （4）
式中：Efuel为主体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量，t；Di为化

石燃料 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固体或液体

燃料单位为 t，气体燃料单位为万m3；Rc，i为化石燃料

i的含碳量；Rof，i为化石燃料 i的碳氧化率，取值范围

为0~1。
对于因原材料储库中化石燃料泄漏而产生的

增量碳逸计算，可参考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常规项

目自愿减排方法学”中CM-041-V01《减少天然气管

道压缩机或门站泄漏（第一版）》所提供的分析方

法，综合考虑存储设备组件、化石燃料类型、基准线

与项目活动等因素进行估算，其具体计算此处略。

（3）增量碳逸的财务确认。上述所列增量碳逸

中，燃料消耗量可通过发票信息和财务会计报表来

进行财务确认。

（4）增量碳逸的会计核算。园区内企业应按照

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碳排放方法学规定，进行化石

燃料燃烧或泄漏过程的碳排放量计算。在此基础

上，将规范的增量碳逸计算方法，与生产和管理过

程相融合，形成标准化的“计（测）算结果报送”流

程，财务部门可结合企业管理制度，通过核查“结果

报送”工单，来完成财务记账。以燃料和动力消耗

过程产生的增量碳逸为例，记账方式见表2。

以上是假定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中 2个重要碳逸

的核算与分析过程。实际上，在系统运行的过程

中，还存在很多细分环节，如销售、采购、研发设计、

在建工程与固定资产构建、售后服务、收入确认等

（此处略）。这些细分环节的数值估算、财务确认和

会计核算方法，与前述对 2种碳逸的分析类似，都必

须有明确的标准与规范作参照，都必须有确定的核

查方法和流程，都必须在财务会计报表中能够找到

清晰的“映射”证据与可信赖的追溯线索。

3. 2. 3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低碳性判定

完成碳逸类型的分析之后，就可以借鉴传统财

务会计报表体系，构建“碳逸资产-权益表”和“碳逸

流量表”，作为描述系统碳逸流转情况的信息披露

形式。对于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低碳性分析，相关

性较大的是“碳逸流量表”，示例见表3。
由表 3 可以看出，园区综合能源系统中不同细

分环节的进项碳逸和增量碳逸皆被统计在“碳逸流

量表”中，并且在考虑因产品销售等环节产生的碳

逸转移后，可得到统计周期内的碳逸余额，即前文

所述的碳逸累积。碳逸累积值越高，说明系统产生

的碳排放量越大，系统的低碳性越小，可作为一个

判断综合能源系统低碳性强弱的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碳足迹视角只是判定某个组织

或系统低碳性的方法之一，具体方法的选择，关键

看研究者对于低碳性识别之后的应用方向。例如，

表 1　原材料采购与领取过程碳逸数值的记账方式

Table 1　Accounting method of carbon-escape value in raw 
material purchasing and receiving

项目

货币价值
记账

碳逸数值
记账

采购原材料

借：原材料
应交税费-增值税-进项税

贷：应付账款等

借：碳逸资产-原材料碳逸-进
项碳逸

贷：碳逸累积

领用零星物资

借：生产成本
贷：原材料

借：碳逸资产-生产碳
逸-进项碳逸

贷：碳逸累积

表 2　燃料和动力消耗过程碳逸数值的记账方式

Table 2　Accounting method for carbon-escape value of fuel and 
power consumption process

项目

货币价
值记账

碳逸数
值记账

生产过程耗用
燃料和动力

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燃料
和动力
应交税费-增值税-进项税

贷：其他应付款/银行存款,等
借：碳逸资产-生产碳逸-增量

碳逸
贷：碳逸累积

管理或研发部门耗用燃
料和动力

借：管理费用/开发支出-
燃料和动力

贷：其他应付款,等

借：碳 逸 资 产 - 管 理 碳
逸-增量碳逸

贷：碳逸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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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来衡量园区的绿色化，满足绿色制造体系的要

求，可考虑以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作为判定依据；

若要建设零碳或低碳园区，则需以负碳技术的应用

为重点；若以工业产品的“碳标签”为关注点，则可

考虑以碳逸累积值为相关制度构建的基础。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综合能源系统重要的运

行目标。要实现该目标，势必会增加更多的基础设

施投入，而这些投入很可能会增加整个系统的碳排

放。而有关这些新增碳排放的统计，往往会因缺乏

清晰、可靠的方法支撑而被迫被“无视或忽略”。因

此，碳逸会计系统不仅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方法，

也是将“节能”和“低碳”2类概念进行有机关联的路

径与桥梁。

3. 3　有关碳逸会计系统应用的讨论

3. 3. 1　与LCA的关系

LCA 是指“对一个产品系统的生命周期中输

入、输出及其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和评价”。该技

术可用于碳足迹分析，是 ISO 14067—2018 和 PAS 
2050：2008的应用基础。

LCA法较为突出的缺点是：所采用的数据基础

很难保证准确性，数据的选用主观性较强。因此，

如果将该方法与碳逸会计系统进行联用，可有效提

高碳足迹核算结果的客观性与可靠性。简言之，就

是在确定碳足迹类型与核算边界方面，首先依托

“碳逸”概念进行分析；在具体到某个细分环节的碳

足迹核算时，可借助LCA的一些思想与方法。

3. 3. 2　碳逸类型分析的全面性　

低碳性分析的逻辑顺序是：碳逸类型分析→财

务会计确认→碳逸数值计算→碳逸积累统计→低

碳性判定。

这种分析思路的缺点是，有可能在初始阶段遗

漏个别碳逸类型及其对应的细分过程。为此，还需

从财务会计报表及信息披露方面“逆推”是否存在

可能被遗漏的涉碳环节，用作前述逻辑分析过程的

补充，以保证碳逸会计系统对园区综合能源系统运

行全过程的覆盖。毕竟，对一个组织而言，任何涉

碳环节都很难摆脱与财务会计系统的关联。

3. 3. 3　碳逸会计系统的落地应用　

碳逸会计系统在低碳性分析方面的落地应用，

可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1）首先，要对现有财务会计信息化系统进行

改良和优化。例如，可考虑在现有信息化系统中，

按照碳逸会计系统的构建框架增加新的记账模块；

同时，新增有关园区和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内容，如

企业碳排放权交易信息、企业涉碳会计信息的审计

验证、国家的低碳政策和区域性法规、企业实施的

碳减排目标与计划、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源清单、企

业减碳控碳的绩效考核、企业上下游客户涉碳信

息等。

（2）其次，要采取措施加强园区二氧化碳排放

的分析与监测，提升对各细分环节碳逸核算的准确

性，建立有利于促进本园区减碳、控碳的技术体系

等，这是碳逸会计系统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

（3）要加强对碳逸会计系统本身的研究，积极

推动区域性、行业性、全国性涉碳会计政策与技术

规范的建立与推广。毕竟，一个园区综合能源系统

及其上下游关联方涉碳信息的准确获取与共享，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的联动与协作，仅

靠单一园区系统碳逸的计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系统低碳性分析的可靠性。

3. 3. 4　其他问题

尚有很多有关碳逸会计在园区综合能源系统

的应用问题未展开深入讨论。例如，借助碳逸会计

报表体系中的“碳逸资产-权益表”探讨综合能源系

统涉碳成本的管控问题和碳约束机制下的能源预

算管理问题。

对于未计入企业财务信息统计范围的员工自

愿减排问题、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碳足迹核算边界问

题、电网侧的碳逸类型分析与计算问题等，都有待

在未来进行深入研究。

表 3　碳逸流量表简化示例

Table 3　Simplified example of carbon-escape flow statement 

项目

一、进项碳逸

1.销售管理产生的进项碳逸

2.研发设计环节产生的进项碳逸

3.采购原材料、包装物产生的进项碳逸

4.生产环节产生的进项碳逸

…

进项碳逸小计

二、增量碳逸

1.销售管理环节产生的增量碳逸

2.研发设计环节产生的增量碳逸

3.采购原材料等产生的增量碳逸

4.生产环节产生的增量碳逸

…

增量碳逸小计

三、碳逸转移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活动减少的碳逸

2.其他原因导致的碳逸减少

碳逸转移小计

四、期末碳逸余额

本期余额 上期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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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为适应能源行业清洁低碳化转型的要求，有效

推进“双碳”目标的落实，本文依托碳逸会计体系，

探讨如何实现碳足迹核算过程的可靠性问题，可为

园区综合能源系统的低碳性评价提供新的研究思

路与理论借鉴。碳逸会计系统的构建与应用，不仅

是对于新时代背景下财务会计体系的创新性改良，

更是从未来综合能源系统有效落地与推广视角进

行的有益理论探索。从推广应用所面临的问题看，

“碳逸会计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开发、与现有财务会

计系统的融合及试点应用，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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