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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楼宇碳排放占据全
社会总量的近60%，在这之中，
31%以上的碳排放来自工业园
区。”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
上，有代表委员列出如上数据，
以此表明工业制造业逐渐成为
碳中和的重要赛场。

工业园区如何踏上零碳
之路？探路者能提供哪些经
验？企业如何从中受益？本
期，中国城市报记者进行了采
访分析。

新需求产生新机遇

从我国碳排放源头来看，
工业生产活动一直是我国碳
排放的主要领域，而其中一半
以上的工业用能又集中在工业
园区。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
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此前公
开表示，工业园区碳达峰碳中
和是城市、区域和行业碳减排
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园区在
应对气候变化中作用重大，更
应积极面对双碳任务。

作为工业园区的主体，工
业企业责任重大。2021年，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
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
版）》指出，不仅要树立减碳标
杆，还要限期分批改造升级和
淘汰高耗能企业。同年，碳交
易所在上海成立，纳入重点排
放单位超过2000家。

而后，各地陆续出台相应
规范规定，要求年碳排放量2.6
万吨二氧化碳以上的工厂或园
区，都要纳入监管行列。

由此可见，从长远来看，
能耗双控已经成为工业园区
尤其是工业企业发展绕不开
的坎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截
至目前，不少工业企业仍缺乏
行之有效的碳管理体系，面临
着碳盘查难、碳减排难、碳资产
管理难、碳管理专业人员与工
具缺失等困境。这使得大多
数工业企业的降碳减排难以
实现。

新需求背后蕴藏着新的市
场机遇。欣喜的是，市场上目
前已经出现了不少碳中和解决
方案商。他们从自身出发先试
先行，为工业园区和工业企业
实现碳中和目标探路。

“软硬兼施”
为高耗能老工厂“动手术”

距离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以
南30公里处，坐落着美的重庆
水机中央空调生产基地。如今
基地内低碳智慧的元素随处可
见：进厂处有为新能源车专门
配备的停车位和充电桩，可以
智能开闸起降；散布在厂区各
处的LED灯，会根据日照强弱
控制开关……据了解，该工厂
已于2022年获得了PAS2060
碳中和证书。

但谁曾想到，此前由于年
代久远、设备老化等原因，该工
厂能耗一度高居不下，不利于
可持续发展。

记者注意到，今年印发的
《重庆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
方案》要求，工业企业建立高
效、绿色、循环、低碳为特征的
现代工业体系。

政府有要求，企业有需求，
这座生产基地顺势成为美的楼
宇科技的零碳工厂试点。

从高能耗到碳中和，这座
老工厂动了哪些“手术”？

据工厂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做零碳绿色园区的规划时，

主要分了三个阶段：
2020、2021 年是零碳
试水区，主要通过改
造工业设备做到节能
减排；2022、2023年是
零碳浅水区，主要开
发利用新能源，比如
光伏储能；2024、2025
年是零碳深水区，重
点扩大光伏使用量，
开展光伏二期工程，加大清
洁能源的使用。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到
此采访调研时看到，基地中央
的办公楼外立面上铺设着一片
片蓝色的光伏板。这些光伏板
源源不断地将太阳光转化为工
业园区的绿色电力，而且所有
能耗数据可通过终端传输到云
端，后台系统上一目了然，让能
源的使用者与生产者实现了身
份互换。

“光伏BIPV（光伏建筑一
体化）的应用是工业园区降碳
的关键，而厂区建筑为BIPV提
供了大量的空间。”据美的楼宇
科技水机产品公司工艺负责人
王晓峰介绍，基地在自有办公
楼宇、厂区屋顶开发分布式“光
伏＋储能”一体化项目。二期
建成后，光伏发电将达到每年
620万千瓦时，绿电应用达到
55%。

王晓峰给出一个测算数
据，通过上述措施每年可减少
碳排放5323吨。“在光伏存在
昼夜波动性的情况下，配套的
储能解决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碎片化和波动性。实现了不管
太阳见与不见，电就在那里。”
他说。

想要实现碳中和，单靠这
些改造还不够。事实上，工业
企业大量碳排放来自生产车
间，因此从生产工艺到产品管

理，也需要相应的减碳措施。
在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

一个房间的闸门正缓缓放下，
里面有一台新装配好的中央
空调。

“这是油漆烘干房，以前用
‘电+热’的方式烘干，现在把空
压机的废热引过来，一天可节
电700千瓦时。”王晓峰介绍，
车间碳排放的减少，很多都来
自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
比如在原材料切割环节应用等
离子无限回转技术，取代传统
物理切割，可避免铣刀带来的
能耗；再比如整机测试环节，让
同型号批次标准机合并测试
项，也能实现节能降碳。

除了硬件改造，还有软件
上马。走进基地中央的办公大
楼，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智能大
屏，屏幕上实时显示着生产车
间、园区管理、经营运行、能源
消耗等各方面的数据。

“我们致力于打造最终的
物联网平台，不仅仅连接所有
的能源生产侧设备，还可以将
用能终端进行互联，最终把能
源看板、设备监视、能耗优化、
报警管理统一。”美的楼宇科技
数字化业务架构中心负责人王
坐中说。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工业
园区而言，碳中和是一个不断
精进的过程。“工厂的产量还在
持续提升中，它的耗能也会随
之动态变化。”王晓峰说，“我们

周围有玻璃厂，余热多，未来也
计划和玻璃厂探讨共同进行余
热回收的可能性。”

业内：园区改造
要算总账、算大账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工业
园区零碳改造绝非易事，尤其
是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会给企
业带来一定的压力。这笔经济
账应该怎么算？

对于投入这件事，王晓峰
感受深刻，他坦言，单是光伏项
目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要
求企业必须客观分析投入产出
比，看项目值不值得投。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时发
现，虽然已实现零碳目标的园
区在落地时间、地点及园区内
产业结构等方面差异明显，但
在实现零碳路径上，高比例的
绿电供应和消纳成为其共同
选择。

对此，王晓峰认为，节能改
造要算“大”账，虽然投入大，但

“光伏+储能”组合对于企业来
说，用电成本更低。更重要的
是，可以在遇到特殊情况停电
后继续供电一定时间，起到不
间断用电的作用。

有专家呼吁，鼓励园区向
综合能源服务方向发展，建设
新型综合能源系统。

“综合能源服务是一种为
满足终端客户多元化能源生产
与消费的新型能源服务方式。”
一位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的专家建议，一是要鼓励能源
企业、制造企业、信息服务企业
开展跨界融合，搭建智慧能源
服务平台，运用市场化运作机
制吸引各参与主体在需求侧管
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二是通过
构建综合能源系统，打通电、
热、气多种能源子系统间的技
术壁垒、体制壁垒和市场壁垒，
促进多种能源互补互济和多系
统协调优化，在保障能源安全
的基础上推动能效提升和新能
源消纳。

此外，上述专家提到，园区
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的意义
远不止于省电这么简单，建议
通过数字化能源管理，将能源
生产消费过程可视化、可量化，
通过数据分析更有针对性地
提升产品质量，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在重庆市南岸区一家水机中央空调生产基地内，工厂办公楼外立

面上的光伏板把太阳光转化为工业园区的绿色电力。

2023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
暨中国氢能展在京举行

近日，2023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

会(CEEC2023)暨中国国际氢能及燃料

电池产业展览会(2023中国氢能展)在

北京举行。

本次展览以“推动氢能创新链与产

业链深度融合”为主题，旨在搭建起产业

链上下游深度交流与合作、新兴技术产

品创新与发布的国际平台，吸引了百余

家相关企业齐聚一堂。博览会聚焦氢

能热点、共话氢能发展与机遇，展品覆

盖氢能制储输用及燃料电池全产业链。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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