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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因数调整电费下降至几乎为零，总

体电费节省近 1000 元……对比 2022 年 9 月

和 10 月两份电费清单，北京燕开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宏月很是开心。

“降耗增效来自一场节能诊断。”刘宏月

告诉记者，公司主营配电柜设备制造，近两

年出于转型升级考虑，新建了特殊环境测试

实验室，“没想到，新增业务量上来了，用电

量也翻了一番。日益高企的电费，让我们动

了求助节能诊断的念头。”

2022 年 7 月，在北京市经信局牵线下，

北京和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成为燕开电气

的节能诊断服务商。驻场近两周时间，经过

现场勘察、设备测试和能效检测后，和碳环

境公司开出了节能诊断书——天然气热风

炉余热回收、喷塑装置技术改进、配电线路

实施无功补偿等 5 项改造项目。

看到诊断书，刘宏月算了一笔账：按照

方案实施改造，公司年节能量可达 13 吨标

准煤。随后，诊断书提出的节能建议逐条变

成生产线上的改造实践。

步入燕开电气高压配电室，一台两米多

高的深灰色箱体格外显眼。“节能诊断书中

提到，部分用电线路功率因数偏低，造成配

电网线路损耗大。为此，我们投用了这台无

功补偿设备。”刘宏月介绍，尽管这项改造投

资近 20 万元，但改造后预计每年可节能近

11 吨标准煤，可抵消部分成本。

更多节能改造正在加快推进落地。在

燕开电气车间，天然气热风炉的热烟气以前

直接排放，余热未经利用。近期，公司正考

虑上马一套新设备，将余热储存起来，收集

到保温箱内，再用到热水器上，在节能降耗

的同时改善员工生活。

燕开电气的绿色实践，是我国以节能诊

断提升工业能效的一个缩影。对企业工艺

技术装备、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管理体系开

展全面诊断，查找出能源利用薄弱环节和突

出问题，为精准施策、提升能效奠定了坚实

基础。

2019 年工信部创新开展工业节能诊断

服务行动，到 2022 年底，全国已有 1.9 万家

企业接受节能诊断，600 多家工业节能诊断

服务机构开出约 3.7 万项节能改造诊断书，

预计节能约 6659 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

二氧化碳约 1.7 亿吨。

以和碳环境公司为例，连续 4 年中标工

信部节能诊断服务项目，已为 700 多家企业

实施节能诊断，涉及化工、建材、食品、机械

制造等多个行业。仅在 2022 年，和碳环境

对 10 家北京工业企业提出 89 项建议，项目

实施后预计可实现年节能量超 1724 吨标准

煤，年经济效益近 1087 万元。

节能诊断正成为不少企业迈向绿色发

展的关键一步。“节能诊断带来的不仅是能

效降低，还有发展思路之变。”刘宏月说，过

去选设备优先看功能，现在则更注重能耗水

平，“今后，我们打算定期开展节能诊断，不

断挖掘新的节能空间。”

“我国工业领域用能企业数量多、涉及

面广，加快推进工业节能提效，不仅有利于

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还能推动生产设

备 更 新 换 代 ，提 升 行 业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水

平。”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大节能诊断服务力

度，帮助钢铁、石化等行业和数据中心、通

信 基 站 等 领 域 的 大 中 小 企 业 推 进 节 能

提效。

节能诊断 用能更高效
本报记者 韩 鑫

推动绿色转型 协同降碳减污

关闭发动机，将电缆与岸边的电桩连

接，打开“船 e 行”APP 自助扫码接电，船上

所有供电设备立即恢复运转，使用完毕自动

结账……停靠到长江南京段龙潭水道码头，

“中艺泽泰”轮的船长王啸熟练地带着船员，

一道为船接上岸电。

说起岸电的好处，在长江上跑船多年的

王啸讲得头头是道：靠泊期间用岸电，不需

使用船上自带的柴油发动机供电，杜绝了大

气污染物排放，还能实现噪声零污染，成本

也更低。载重量达 710 标箱的“中艺泽泰”

轮，满装满卸一次，需停靠码头 15 个小时左

右，油费就得 600 多元，而用岸电，花费不过

20 多元。“前些年，这艘船进行受电设施改

造，一次性投入了 20 多万元。不过，有关部

门出台了补贴政策，降低了企业成本。”王

啸说。

近年来，交通运输部大力推动水运业

绿色低碳转型，船舶靠港使用岸电更是被

作为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的重点工作加以

推进。先后推动出台了港口岸电实行大工

业电价并免收容量电费等政策，利用中央

财政资金鼓励船舶加快受电设施改造，还

协调国家电网对沿长江港口自建岸电设施

实 施 岸 电 使 用 综 合 成 本 不 超 过 1 元/千 瓦

时的优惠措施。2021 年 3 月起实施的长江

保护法要求“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船舶靠

港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岸电”，进一

步加快了岸电在长江沿线省份推广应用的

脚步。

“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按照主管部门

要求，靠港船舶必须在码头接上岸电后，才

能安排装卸作业。”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集公司”）安全环保部经

理助理潘祥伟告诉记者：2016 年，拥有 10 个

泊位的龙潭水道码头在全国内河码头中较

早实现了岸电设施全覆盖，只不过有时 1 个

泊位停靠多条船舶时无法同时接电。2021
年 5 月以来，为更好满足靠港船舶需求，公

司 又 分 批 次 实 施 智 慧 岸 电 和 岸 电 增 容 项

目。2022 年 2 月，24 套智慧岸电设施全部建

成投用。

“ 如 今 ，龙 集 公 司 2310 米 的 码 头 岸 线

上，每隔 90 米就有 1 套智慧岸电设施。”潘祥

伟算了一笔账：以 10 个码头每年靠泊约 1 万

艘次进行测算，每年可减少柴油消耗超过

750 吨，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2250 吨。

“ 从 供 电 设 施 、供 电 线 路 再 到 配 电 设

施，整个改造先后投入 900 多万元。”潘祥

伟认为，尽管岸电改造不会直接为港口创

造经济效益，但能有效提升码头泊位利用

率及港口在业界的口碑，形成发展助力。

龙集公司码头的改造提升是长江沿线

岸电推广的一个生动案例。据统计，2021
年以来，长江沿江 11 省份已完成 1 万余艘

船舶受电设施改造，具备岸电使用条件的

船 舶 数 量 逐 步 增 长 ，基 本 实 现“ 应 接 尽

接”。港口岸电使用量持续增加，2022 年前

11 个 月 使 用 6890 多 万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28%，大大减少了船舶靠港期间对港区环

境的污染。

此外，至 2022 年底，渤海湾省际客（货）

滚装船舶全部具备受电设施，山东省省际客

（货）滚装码头全部实现岸电常态化使用，沿

海大型内贸干散货船舶靠港使用岸电也正

有序推进。 2020 年，全国主要港口五类专

业化泊位岸电设施覆盖率达 75%，超额完成

了 50%的目标。

“推广岸电之外，近年来我们还统筹推

进绿色港口、绿色航道、绿色船舶、绿色运

输组织方式等发展，加快新能源清洁能源

在港航领域的应用。”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继

续大力推进重点区域、重点航线、重点船舶

靠港使用岸电，助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

“从港区堆场自动化改造、纯电动设备

应用到环境状态监测、综合能源管理，再到

智慧岸电升级、供水系统优化，绿色港口建

设可做的文章还有很多。作为港口人，我们

愿持续推进节能改造，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作出更大贡献。”潘祥伟说。

岸电改造 港口更清洁
本报记者 刘志强

四 川 成 都 兴 隆 湖 畔 ，一 座 8000 多 平 方

米 的 屋 顶 花 园 很 是 显 眼 ，10 多 个 建 筑 模 块

堆叠错落，四周遍布着油麻藤等垂直绿化植

物。这里就是 2022 年投用的成都首个“近

零 碳 建 筑 ”—— 中 建 低 碳 智 慧 示 范 办 公 大

楼。这座总建筑面积 7.8 万平方米的“庞然

大物”，比成都市办公楼平均能耗低 1/3 至

2/3。背后的节能秘诀是什么？

——身披“隔热防寒衣”，减少建筑能耗

需求。

“建筑南向设置模块化绿墙单元，东西两

向设置种植槽与攀爬拉索，形成了随季节生长

变化的动态植物界面，与屋顶花园合力消减大

楼的城市热岛效应。”中建西南院总建筑师刘

艺介绍。由玻璃幕墙搭建而成的大楼外墙是

另一层“隔热防寒衣”。相比普通中空玻璃，建

筑采用的三银双中空玻璃热反射性能和保温

性能更好，能够节省约 35%的空调能耗。在夏

天，室内玻璃的一侧可比室外低 9摄氏度。

——自备“天然新风机”，充分利用自然

通风。

中建西南院双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袁渊告诉记者，大楼建筑模块采用层层退台、

堆叠错落的设计，可利用场地高差减少开挖

土石方，也能让空气流通更顺畅，“沿湖岸主

导风向，建筑采取‘H 构型’，通过贯穿建筑南

北的平面风道与立面风洞，优化室外风场环

境。”此外，大楼还采用了气象跟踪技术自控

天窗，可根据感应器联动自动开启。

适应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充分利用自

然通风和天然采光，是绿色建筑的一个重要

特点。为最大程度采用自然光，设计团队在

大楼设置了采光天井，使楼内 87%的功能房

间达到自然采光标准。大楼还设置了工位照

明智慧系统，可以感应区域人员活动，控制灯

具开关和亮度。

——装上“超级充电宝”，推动绿色能源

应用。

楼顶，800 多平方米的光伏板实现零碳发

电；地下，大型储能设施调节不稳定的光伏发

电，相当于“充电宝”，共同组成了大楼的光储直

柔系统。“大楼光伏年发电量约 12.9万千瓦时，

光伏出力多或者用电低谷时给‘充电宝’充电，

光伏出力小或用电高峰时放电。”刘艺介绍。

通过保温隔热、自然通风采光以及光储

直柔等一系列技术举措，中建低碳智慧示范

办公大楼每年可节省用电约 186 万千瓦时、

减少碳排放约 1027 吨。

近年来，我国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快速

发展，新建绿色建筑面积从 2012 年的 400 万

平方米增长到 2021 年的 20 多亿平方米。截

至 2021 年底，节能建筑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

比例超过 63.7%，累计建设超低、近零能耗建

筑面积超过 1000 万平方米。据住建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经过节能改造的居住建筑，冬季

的室内温度能提升 3 至 5 摄氏度，夏季能够降

低 2 至 3 摄氏度，居住起来更舒适。

随着新型城镇化加快，我国建筑用能强

度预计还有较大幅度增加，建筑节能面临的

压 力 不 小 。 为 此 ，不 少 地 区 推 出 了 支 持 举

措。比如山东青岛市，完善绿色建筑技术创

新体系，建立产学研用联合模式与机制，加快

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又如浙江湖州市，先

后推出“零碳建筑贷”“低碳提效贷”等 30 余

款金融产品，大力发挥金融撬动作用。

根据《“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

展规划》，到 2025 年，我国城镇新建建筑将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面积 3.5 亿平方米以上，建设超低能耗、近

零能耗建筑 0.5 亿平方米以上。住建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坚持生态优先、节约优先，加

大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和绿色建造推广力度。

降低能耗 建筑更绿色
本报记者 丁怡婷

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能够有效提升其竞
争能力，也有利于构建全
链条全流程的数字化生
态，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
字产业化，为高质量发展
夯实根基

运用 3D 仿真设计工业软件，服

装设计周期从 30 天压缩至 3 天；上

线能耗管理系统，单台空压机年节

约费用 10 万元以上；通过数字化采

收，茶叶生产企业效率提升 30%，成

本降低 20%……工信部近期发布的

《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典型

案例集（2022 年）》显示，不少中小企

业插上数字化翅膀后，效率大幅提

升，效益明显改善。

成绩值得欣喜，差距也需要正

视。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 89%
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

段，仅有 3%处于深度应用阶段。

走数字化转型之路，一些中小

企业为何放不开手脚？笔者了解，

有的担心一次性投入较大、回收周

期较长，导致“不愿转”；有的一时难

以找到适合的技术方案，导致“不能

转”；还有的做过一些尝试，可欠缺

相关技术人才，导致“不会转”。总

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仍然面临

信心不足、决心不强、路径不优等

难题。

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是实体经

济的重要力量，数字化转型是企业

提质、降本、增效的关键举措。推动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

升其竞争能力，也有利于构建全链

条全流程的数字化生态，促进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高质量发

展夯实根基。为此，有关部门应多

措并举，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

造有利条件、化解后顾之忧。

“以点带面”，增强转型决心。

中小企业规模、资金有限，如果改造

投资收效不明朗，往往难下转型决

心。可以通过支持意愿相对较强的

中小企业，打造一批标杆，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经验。2022 年 8 月，工信

部、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提出围绕

100 个细分行业，支持 300 个左右公

共 服 务 平 台 ，打 造 4000 至 6000 家

“小灯塔”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样

本。这有利于带动广大中小企业

“看样学样”、加快转型。

“以大带小”，形成转型合力。日前工信部印发的《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明确了相关举措。一方面，推动“大

企业建平台、中小企业用平台”，由大企业、平台企业、数字

化转型服务供给方等输出成熟经验，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

下游的中小企业协同开展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推动大

企业面向中小企业开放订单、技术、工具、人才、数据、知识

等资源，探索共生共享、互补互利的合作模式。融通创新、

协同转型，中小企业有了更多经验、更多机会，转型也会更

有底气和信心。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须从资金、人才等方面对中小企

业转型提供支持。资金实力有限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关键瓶颈之一。为此，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金融机构，通

过专项资金、补贴政策、创新融资产品等加大支持力度，有

效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此外，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也需要一批既懂生产工艺又懂信息网络技术的专业

人才。有关部门应加大培训力度、加强人才招引，让中小企

业既“敢转愿转”也“会转善转”。

当前，我国 5G、大数据等产业蓬勃发展，工业互联网深

度融入千行百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良好基础和宝

贵机遇。期待随着相关支持政策的完善优化，有更多中小

企业主动加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为中国制造由大到强作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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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象台R

中国宝武与中钢集团启动战略重组

本报电 日前，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与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重组，中国中钢集团有限

公司整体划入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国务院国资委副

主任翁杰明表示，中国宝武和中钢集团战略契合、优势互补，

两家企业重组对于优化我国钢铁工业布局、提升钢铁产业现

代化水平意义重大。据了解，中国宝武将以此次重组为契机，

通过“债务重组+业务整合+管理变革”一揽子方案，推进与中

钢集团的深度融合。中钢集团将全面融入中国宝武“一基五

元”产业生态圈，进一步发挥在矿产资源、科技新材料、工程技

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产业优势。 （刘志强）

■资讯速递R

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开工

本报电 国家东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近日在黑龙江省大

庆市开工。该中心是应急管理部在全国部署建设的 6 个国家

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之一，建成后将成为应对森林草原火灾、洪

涝灾害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要求，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

至上，聚焦东北地区重大森林火灾、洪涝灾害规律特点，创新

航空消防救援等训练设施设计施工，严格工程标准，强化监督

管理，打造优质可靠的精品工程。 （亦 大）

本版责编：邱超奕

版式设计：沈亦伶

■产经观察R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

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加快推进工业

绿色低碳转型、推进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展节能低碳建筑等是其中的重点任

务。本期产经版聚焦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节能改造案例，展现这些领域推动绿色

转型的扎实进展和积极成效。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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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北京燕开电气公司在节能诊断后北京燕开电气公司在节能诊断后

改造完成的喷塑生产线改造完成的喷塑生产线。。

杨金山杨金山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②②：：长江南京段龙潭水道码头智慧岸长江南京段龙潭水道码头智慧岸

电现场电现场。。 张家昊张家昊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图图③③：：成都首个成都首个““近零碳建筑近零碳建筑””——中建中建

低碳智慧示范办公大楼低碳智慧示范办公大楼。。

何震环何震环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