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2 日 ，内
蒙古三峡乌兰察布
新一代电网友好绿
色电站示范项目一
期工程现场，80 台风
电机组全部完成吊
装，取得年底全容量
并网发电 “战役”的
阶段性胜利。

该项目是目前
全球最大、全国首个
“源网荷储一体化 ”
示 范 项 目———三 峡
乌兰察布源网荷储
示范项目的子项目，
其规划容量为风电
170 万千瓦、 光伏发
电 30 万千瓦， 配套
建设 55 万千瓦储能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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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能能空空间间布布局局不不合合理理成成工工业业降降碳碳堵堵点点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新奥助力天津滨海新区打造港产城融合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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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业业绿绿色色发发展展初初见见成成效效
近两年， 我国工业绿色化发展已取得初步成

效。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十三五”时期，我国规模以
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在“十二五”时期大幅下降
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 16%。

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公布的数
据，2019 年上半年， 我国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2.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3.1%；
2020年，能耗强度继续下降，全年单位GDP能耗比上
年下降 0.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
降 0.4%，降幅比前三季度扩大 0.3个百分点。

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的同时，一大批绿色

工业示范项目亦正在布局。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
我国共打造了 2121 家绿色工厂、171 家绿色工业园
区、189 家绿色供应链企业。 最新发布的《“十四五”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与《关于加强产融合作推动工
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均强调，要加快重点产业
结构调整步伐。

“预计到 2022 年，工业领域绿色规划、绿色设
计、绿色制造等政策效应会逐渐显现，能效水平将
明显提升，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将进
一步下降。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节能与
环保研究所王煦说。

中中西西部部地地区区进进一一步步承承压压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在众多工
业发展指标中，中西部地区工业经
济呈现出了强劲增长势头， 而东
部、 东北部工业经济增长较缓，产
能空间布局不合理问题凸显。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昊指
出，以甘肃为例，在 2020 年，我国

前三季度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2.7%，但同期甘肃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超出
全国平均水平 3.6%。

“我国中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
富，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强、加之一
段时期以来，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
部地区转移的重化工产业项目，导

致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重，以重
工业为主的工业主体增速较快。 ”
王煦表示。

根据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
录（2020年）》，预计 2021年，将有大
批重化工产业新项目入驻西部地区，
“未来，相比东部，中西部地区工业降
碳形势更为严峻。 ”赵卫东坦言。

调调整整工工业业结结构构、、创创新新绿绿色色低低碳碳技技术术是是关关键键

当前，平衡产能空间布局、调
整工业结构、创新绿色低碳技术
是工业领域实现绿色发展的三
大任务。

“产业结构偏重的中西部地区
应适时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产
业结构转型，强化节能技术改造和
节能管理数字化，不断实现绿色低
碳技术创新。 ”王煦表示。

在调整工业结构方面， 王煦指

出，针对资源型地区，要合理设置政
策实施过渡期，将节能减碳目标政策
与当地经济平稳发展、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紧密结合、统筹考虑，制定差异
化工业绿色发展方案。“东、中西部各
地区及城市应按照资源禀赋、产业发
展阶段和特征等进行分类，制定专门
化、差异化的工业降碳政策。 ”

此外，创新工业绿色低碳技术
方面，赵卫东表示，以数字化转型

为切入点，工业领域应进一步引导
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先进适用技
术设备的应用， 优化生产工艺流
程， 着重在生产过程中提升能效、
减少碳排放。 “特别是在钢铁、石
化、水泥等重点行业中，在已建设
的能源管理中心基础上，应加强利
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打造能效可视、能耗可控
的工业能源管控方案。 ”

我国首个万吨级光伏
绿氢示范项目开建

本报讯 11 月 30 日， 我国首个
万吨级光伏绿氢示范项目———中国
石化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正式启
动建设。 这是全球在建的最大光伏
绿氢生产项目， 投产后年产绿氢可
达 2 万吨。

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是国
内首次规模化利用光伏发电直接
制氢的项目， 总投资近 30 亿元。
主要包括光伏发电、输变电、电解
水制氢、储氢、输氢五大部分。 项
目将新建装机容量 300 兆瓦 、年
均发电量 6.18 亿千瓦时的光伏电
站， 年产能 2 万吨的电解水制氢
厂，储氢规模约 21 万标立方的储
氢球罐 ， 输氢能力每小时 2.8 万
标立方的输氢管线及配套输变电
等设施。 项目预计 2023 年 6 月建
成投产， 生产的绿氢将供应中国
石化塔河炼化， 替代现有天然气
化石能源制氢。 （戴小河）

福建福清打造综合
智慧能源项目基地

本报讯 国家电投福建公司将
在福清打造城市级综合智慧能源项
目基地。 目前，福州新区福清功能区
京东服务中心充电站已经完成投
运，其余项目正在建设中。

今年 1 月 ， 福清市与国家电
投福建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计划在福清四大工业园区开发配
套综合智慧能源服务， 推进该市
新能源开发， 提升城市综合能源
基础配套设施， 打造城市级综合
智慧能源产业， 确保尽早完成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吴起龙）

首个产学研用一体
“源网荷储”微电网投运

本报讯 近日，国内首个由福州
大学电气学院自主研发，集教学、科
研、 产品展示等产学研用于一体的
“源网荷储” 微电网系统成功运行，
可为分布式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和零
碳建筑实现提供了技术路线， 也为
国家整县光伏实施提供“源网荷储”
示范应用场景。 每年提供零碳清洁
能源约 30 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约 258.37 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量约 61.46 千克，具有校园、工业园
区等场合推广应用价值。 (林洁 )

本报讯 记者吴起龙报道：11 月 30
日，新奥集团与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
在天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双方将聚焦产业互联网，
建设物联感知科技产业园，打造物联传感
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生态聚集区，建设
安全、能源、“双碳”等示范项目，推动产业
智能升级， 创新产业互联网发展模式，全
力打造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升级版和北
方一流科技城。 为此，新奥集团计划在滨
海新区投资达 200 亿元。

当前， 产业互联网迎来蓬勃发展期，
夯实物联感知产业这一基座尤为重要。在
本次合作中， 围绕产业互联网的物联感
知，新奥将投资和建设新智物联感知科技
产业园， 立足物联感知领域实际应用场
景，通过不断攻克和导入物联感知关键技

术，引导产业链优秀企业聚集，在上中下
游建立科研、产研、市场三个产业生态集
群，打造物联感知创新型产业生态。

围绕产业互联网助力产业智能升级，
双方还将聚焦安全、能源、“双碳”领域推
进合作。

在安全领域，以企业生产安全数智运
营和家庭综合安全数智服务为核心，新奥
将全方位推动安全数智服务能力与城市
安全建设运营的融合，落实“安全隐患看
得见、 安全事态知重点、 事件处理有人
管”； 参与国家智能社会治理综合实验基

地的建设和运营，打造
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
数智化安全监管标杆
和企业安全数智运营
示范；导入一体化指挥

调度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能力，推动安全
数智场景全面落地。

在能源领域，新奥将依托“泛能网”能源
管理数字化技术，探索建设南港工业区综合
能源和碳资产管理平台，推动天津经开区成
为绿色低碳智慧园区建设的先行示范区；推
动用电负荷聚合模式示范项目落地；打造能
源供应链示范项目，包括搭建低碳能源供应
链体系、建设北方天然气储输基地、开发有
低碳标签的天然气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动天
然气数智服务平台“好气网”与将要筹建的
天津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协同发展，建设油
气交易交割库。

在“双碳”领域，打造碳中和实验室，
助力碳交易市场发展。 联合研究机构和高
校开展碳中和相关研究， 落地示范项目，
推动相关行业与碳交易市场接轨；打造低

碳公建、工厂，提供线上+线下的一站式综
合能源数智化解决方案，提效减碳；搭建
具有滨海新区特色的泛能服务生态平台。

天津作为京津冀的重要城市， 正致力
于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现代能源体系建设。
天津滨海新区正聚焦特色领域，凭借产业优
势、科技创新优势、政策优势和服务优势，坚
持“创新立区、制造强区、改革活区、开放兴
区、环境优区”，打造生态之城、智慧之城、港
产城融合之城、宜居宜业之城。

新奥集团将依托天津厚实的工业基
底、丰富的应用场景，系统布局发展产业
互联网，聚焦安全、能源和“双碳”等重点
场景，打通从智能传感到数智平台再到产
业生态的全链路，为天津的高质量发展和
现代化大都市治理提供数智动力，为产业
智能的创新和落地作出积极贡献。

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主要领域。 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一季度，我国制
造业绿色化转型加快推进，低碳、智能产品产量高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
降 8.1%，较 2020 年降幅明显增加。 根据工信部 12 月 3 日印发的《“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到 2025 年，我国碳排放强度将持续下降，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能源效率将稳
步提升，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降低 13.5%。

但随着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的持续下降， 工业产能空间布局不合理导致的中
西部地区工业降碳承压较重等难题仍十分突出。对此，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节能与环保
研究所所长赵卫东建议，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工业降碳技术创新升级。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