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31 日，第七届（2024）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
暨中国能源报创刊 15 周年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城
市能源转型国际合作发展论坛在京成功举办。本次
分论坛由中国能源报、丹麦格兰富集团共同主办，以

“碳索未来 向绿而行”为主题，深入探讨城市能源转
型涉及的政策、技术、市场等，通过借鉴分享国内外城
市先进的能源转型经验、优秀成果，赋能城市转型，助
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城市能源系统。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马磊在致辞中分享了丹麦在
节能减排领域所做的努力。马磊表示，中国和丹麦都
非常关注能源绿色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中国在保持
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努力降低能源消耗、用新能源替
代化石能源，并加强能效管理。丹麦则通过创新和可
行的商业模式，帮助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未来希
望两国能在此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
辑兼中国能源报总编辑谢戎彬在致辞中指出，随着全
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能源转型已经成为各国面临的
共同难题，而城市作为能源消纳的主要载体，更是成
为能源转型的“主战场”。众多城市依托独特的资源
禀赋，在能源转型的道路上积极推广清洁能源，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以新技术、新
模式、新成就不断铺就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为全
球能源转型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不过，城市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为此，谢
戎彬建议持续优化能源结构，精确定位城市与能源的
相互关系，积极转变城市能源使用方式，推动化石能
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提高低碳
能源的供给能力，实现清洁能源大规模利用，打造智
慧互联的城市综合能源体系。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建
设开放、协同、高效、共赢的城市能源产业生态，推进
新能源、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降低能耗和碳排放，
走出城市能源转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加强能
源国际合作，以国际城市间的互鉴交流，赋能清洁低

碳高效的能源系统构建。持续强化舆论引领，通过加
大对绿色能源和节能环保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环
保意识和绿色消费认知，提升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打
造全民共推能源转型的良好氛围。

谢戎彬同时表示，中国能源报作为由人民日报主
管主办的行业媒体，未来，将坚持记录好能源产业转
型发展的奋进历程，讲好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
型、促进能源合作的中国故事，护航城市能源转型高
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能源研究会智慧能
源与产业零碳化发展专委会主任委员李伟阳指出，城
市与能源的关系是能源变革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命题。
如今，城市与能源的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能源系统
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并主导城市发展
的方向，城市与能源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融合在一
起。怎样从供给保障型的城市与能源关系，转变为变
革驱动型、发展驱动型的城市与能源关系；怎样把能
源发展嵌入城市、工业、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去理解
能源变革、城市变革，以实现能源与城市的高质量发
展，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东亚区总监陈波平表示，
城市是创新的中心，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成为
能源解决方案的提供者。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提出
了可再生能源加速器的倡议，并制定了明确目标。目
前，全球已经有 15 个城市加入了该倡议，覆盖超过
7000 万居民。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希望能够推动城
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助理、环境学院教授
鲁玺介绍了数字化技术在促进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鲁玺表示，实现净零排放已经
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大势所趋，因此，风电、光伏等可再
生能源占比将有巨大提升，多样化的数字技术将赋能
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

建筑领域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

一，对推动城市减排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格兰富
商业建筑事业部副总裁葛沛安表示，在推动建筑领
域节能减排过程中，既不能忽视新建建筑，同时也
要重视既有建筑。一方面，应关注到建筑能效的提
升，通过技术改造升级，推动现有建筑中供暖、制冷
及供水系统降低能耗；另一方面，通过更多使用绿
色能源，促进建筑减排。此外，供水也是促进建筑
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向。据葛沛安介绍，在传统水泵
上安装变频驱动器，加之运用电动技术，将传统水
泵转为智能变频水泵后，二氧化碳排放量随之减少
37%，相关技术已经在中国市场应用，预计将有 120
万亿瓦时的节能空间，相当于减少将近 6400 万吨二
氧化碳排放量。

葛沛安强调，建筑领域减排市场需求巨大，希望

各方协同合作，共同助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
在“圆桌对话”环节，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

长、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杨雷，联合国人居
署中国办公室国家官员应盛，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

（ITDP）东亚区首席代表刘岱宗，亚洲开发银行能源经
济学家卢兰兰，格兰富商业发展首席经理欧阳云围绕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化路径” 展开充分讨论。
论坛同期发布由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联

合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格兰富集团共同完成
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绿色低碳标准建设展望》白皮
书。该白皮书从中国绿色低碳标准化工作进展、目前
相关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国际经验和启示、绿色
低碳标准建设展望等四个维度进行研究分析，旨在
为中国绿色低碳标准建设贡献智慧。

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办公室国家官员应盛：

建设以人为中心的智慧城市

联合国人居署非常重视数字化在推动城市可持续
发展中发挥的作用。2020 年，我们发布了五大旗舰项
目，其中之一便是以人为中心的智慧城市旗舰项目。
2019 年，联合国人居署在中国发起成立联合国人居署
中国未来城市顾问委员会，旨在促进科技与城市融合。
城市的发展速度往往慢于科技的发展速度。推动智慧
城市相关技术发展的是企业，而决定城市智慧化进程
的是政府，我们希望架起一座桥梁，促进相关方的沟通
和交流。联合国人居署中国未来城市顾问委员会希望
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智慧城市发展，确保在数字化时代，
不让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区掉队，通过数字科技实
现城市更可持续的未来。

联合国人居署中国未来城市顾问委员会还推出了
知识产品——《未来城市顾问展望》。此外，我们每年
会和不同城市开展顶层设计试点项目，力图将顶层设
计落实到具体的智慧城市实践项目中。绿色能源如
果能和城市更好地结合，对很多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
而言，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TDP）
东亚区首席代表刘岱宗：

交通对消费侧减排至关重要
针对能源系统转型，很多人都关注供给侧改革，比如

发电厂转型以及减少煤炭消耗等，但按消费侧排放来看，
建筑、交通等基础设施消耗在城市消费中占比很高，有大

量消费群体。同时，城市是消费侧二氧化碳的排放
主体。消费侧最大的排放部门是道

路交通系统，第

二大排放部分是居民住
宅，第三大是商业住宅。
因此，城市交通体系对消
费侧减排工作非常重要。

从全球范围来看，促
进城市交通减排工作有
三大手段：一是提高能源
效率，从汽油向电动化转
移，通过大数据、减少无
效排放等手段助力整个
城市交通系统效率提升；
二是减少燃油车辆的使
用，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
出台了拥堵收费政策，伦
敦设置了超低排放区，对

进入该地区的尾气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额外征收
费用；三是促进出行方式的改变，提升民众使用公共
交通系统或自行车的便利性，促进绿色资源的自发
使用。

更好促进清洁能源和智慧交通体系融合发展是
未来城市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比如我们在做电动
汽车的时候，还要把电动汽车作为储能来考虑。未来
整个基础设计建设过程中，公路将变成电气化公路，不
仅可以生产能源，还可以通过使用电器来推动货运行
业转型。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提出交能融合解决方案，
并开展了相关工作。

我们希望持续推动中国城市低碳转型。截至目
前，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在中国 12 个城市有相关落
地项目，我们在天津参与了世界银行投资的自行车与
步道项目，该项目是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最大
的自行车与步道项目，总投资额 1.5 亿美元，天津市政
府投资 14 亿元，共同推动城市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经济学家卢兰兰：

持续推动城市供热系统低碳转型

作为一家气候银行，我们承诺在 2030 年前，力争累
计签约投融资额达 1000 亿美元。去年，我们在中国的
投资额度约为 9 亿美元，希望在 2030 年前，每年可以保
持 9亿美元至 10亿美元的投资额。

在能源和气候领域，我们对技术援助的赠款额度
累计达 7600 万美元左右。截至 2023 年，我们累计做了
上百个课题研究。在主权贷款和非主权贷款层面，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主要方向，其中
交通、城市、能源和农业是主要的四大行业，工业能效
提升、可再生能源项目等是典型项目。

推动城市供热系统低碳转型需要因地制宜。青岛
智能低碳区域供热项目是一个典型的多能互补案例。
在项目设计过程中就考虑到，淘汰燃煤电厂的过程中，

仅靠单一清洁能源无法满足青岛市日益增长的热负荷
需求，也无法实现城市供热的整体低碳转型。因此“多
能互补”，即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使用是推动
青岛供热系统低碳转型的解决方案，对推动青岛市的
碳达峰、碳中和至关重要。

青岛市以天然气为主要集中供热方式，我们支持
的青岛智能低碳供热项目在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奥帆中心）示范了零碳排放供热——在不利用化石
燃料的前提下满足区域额外的热负荷需求，以“分布
式绿能多能互补”为核心，综合利用海水源热泵、太阳
能光伏、风能、空气源热泵、污水源热泵、工业余热回
收等清洁能源技术为整个社区供热和供冷。2021 年，
奥帆中心被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认定为全国首个

“零碳社区”。
我们还助力了济南 CBD 片区的绿色供热供冷示

范项目。该项目是中国首个同套管网集中供热和供
冷示范项目，项目包括南北部两个能源中心、章丘电
厂能源中心、配套管网和换热站工程，提供绿色舒适
的供热供冷双保障，满足片区供热 692 万平方米、供冷
220 万平方米。其中，南部能源中心采用同一套管网
系统提供集中供冷和供热，冬季供暖的时候，通过长
输管网，将章丘电厂余热输送到 CBD 片区，然后夏季
集中供冷时又转成冷源输送过去，为山东打造绿色能
源城市树立了标杆。

2023 年，济南启动了“外热入济”工程并于当年投
产，工程采用集中热源产生高压热水，经过长距离输送到
达供热区域。为了提高热源输送和利用效率，有效提高
工业经济性，达到节能减排效果，对中心城区混入站进行
大温差改造。目前“聊热入济”工程正在实施中，项目计
划在2025年投产。总体来看，实现热网系统的经济高效
运行，对城市减排、雾霾治理有积极贡献。

格兰富商业发展首席经理欧阳云：

设备只是脱碳的一小部分

格兰富每年生产 1500 万个水泵，是全球领先的水
泵企业。过去几年，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客
户不再关注我们能够提供怎样的水泵，而是对我们如
何支撑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更感兴趣。客户希望
减少碳排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给客户提供的产品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提供的不是简单的水泵或高性能马达，而是能提升
能效的产品，助力整个系统运营效率的提升。市场需要
的也不再是水泵本身，而是一个更完善的体系。水泵只
是整个解决方案中的一小部分，是助力脱碳的一小部分。
为此，我们更关注如何和新能源企业一起合作，给客户提
供的不只是产品，也包括系统优化控制方案、智能解决方
案等，这可以帮助客户节能30%至40%以上。

（本报记者 董梓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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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慧

在城市能源转型国际合作发展论坛圆桌对话环节，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杨雷作为主持人，与

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办公室国家官员应盛，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TDP）东亚区首席代表刘岱宗，亚洲开发银行能源经济学家卢兰兰，格

兰富商业发展首席经理欧阳云，围绕“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化路径”话题，展开充分讨论。以下为发言内容摘编。

本报讯 记者李玲报道 
5 月 31 日，在第七届（2024）
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暨中
国能源报创刊15周年论坛的
分论坛上， 《新发展格局下
中国绿色低碳标准建设展
望》白皮书正式发布。

该白皮书由中国城乡
发展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中
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格
兰富集团共同完成。从中
国绿色低碳标准化工作进
展、目前相关工作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国际经验和启
示、绿色低碳标准建设展望
等四个维度进行研究分析，
旨在为中国绿色低碳标准
建设贡献智慧。

白皮书建议：
强化绿色低碳标准体

系的顶层设计；明确产业绿
色低碳标准体系的定位与
目标；充分调动地方、社会
组织和企业积极性，丰富绿
色低碳标准体系；设立绿色
低碳标准体系建设专项资
金，为标准的制修订和执行
宣传工作提供稳定的资金
保障；推动与国际绿色低碳
标准接轨和互认：开展中国
绿色低碳标准与国际先进
标准的对标分析；

要积极发挥质量认证
国际贸易“通行证”作用，深
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实
质性参与国际能效、低碳等
标准的研制与修订；规范重
点领域绿色低碳标准制修
订，要梳理和评估现有的绿
色低碳标准。对达不到绿
色发展要求或与市场需求
不相适应的标准，要及时修
订或废止；

加强制定严格的高耗
能、高排放领域的绿色标准，应建立以
能效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快标准
更 新 升 级 ，强 化 标 准 的 约 束 和 引 领 作
用，推广先进高效产品设备，加快淘汰
落后低效设备，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夯
实绿色低碳标准基础研究及创新，在工
业、建筑业绿色技术基础研究方面加大
投入。鼓励科研单位与企业加强合作，
联合进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研究；

在工业、建筑业绿色技术基础研究方
面加大投入。鼓励科研单位与企业加强合
作，联合进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研究；关注
新兴领域发展动态和关键技术，加大产业
绿色技术转化机制建设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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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化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