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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效码: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

推进“双碳”工作，制造业是重要领域。作为全省首个“工业碳效码”试点市，2021年2月，湖州市以数字化为引领，通过
一系列数字技术的系统融合，在全国首创“工业碳效码”，解决了企业能耗底数不清的问题，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率先实现
碳达峰提供了重要支撑——

领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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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实践

9月16日，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省统计局正式发文，将在湖州成立“浙
江省工业碳效评价与改革创新中心”，
未来该中心将负责在省域内开展工业碳
效场景应用运营服务，更大范围、更深层
次接入各类能源数据，提供全方位“双
碳”支撑服务。

致力于服务浙江“双碳”工作的省级平
台选择落地湖州，源于我市在碳效管理领域
的成功探索。2021年2月，为精准服务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率先实现碳达峰，引领企业精
准降碳，湖州市以数字化为引领，在全国首创
“工业碳效码”。

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背景
下，精准测评工业企业的碳排放数据势在必行。以往
收集碳排放数据，政府侧存在行业、区县、园区企业
情况底数不清、重点不明的情况，企业侧往往不知自
身所处的碳强度水平及行业水平，导致想转型也没有标
准和样板。

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卢峰表示，通过汇集
经信、统计、税务、电力等部门的39类数据，我市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建立全国首个工业碳平台，分行业、分地
区测算汇总碳排放量数据，并建立碳效智能对标体系，围绕企业
碳排放水平、碳利用效率、碳中和情况，开展三大指标智能对标，动
态立体地对企业进行“碳画像”，形成了融合三个标识于一体的“工业碳效码”。

作为全省首个“工业碳效码”试点市，目前我市已发布“工业碳效码”2.0
版，新版本以服务企业为目标，聚焦企业需求和用户体验，同时实现了与企业码等平
台的深度融合，创新“企业码+碳效码”双码融合，构建双码协同全链治理。市统计
局工业统计处处长周少南告诉记者，碳效评价结果基于后台数据实现季度动态更新，
形成企业碳足迹，打通现有绿贷平台，实现平台互连互通。

探路实践

探路实践开路时刻

绿色发展是湖州的特色和亮点。作为一名记
者，三年前，我曾来湖采访当地制造业发展，对这
座以“绿色智造”为发展主线的城市印象深刻，特
别是“工业碳效码”的运用模式具有很强的借鉴性
和推广性。

湖州与日照虽相隔千里，但在工业领域的绿色
探索却有很多共同之处。近年来，日照市围绕推进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数据价值化
等内容实施了八大行动，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融合应用不断加深。

实践证明，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当下，日照正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
换，把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结合起来，聚力突破
钢铁、汽车、高端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产
业，打造1个三千亿级、1个千亿级、3个五百亿级的
产业集群，努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两座城市能保
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在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中有
更多合作机会。

朋友圈

日照日报记者
孟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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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26日，浙江省“工业碳效
码”发布会暨场景应用推广会在湖州市
举行。当天浙江“工业碳效码”场景应用
正式上线发布，依托国网新能源云数字
经济平台，工业领域形成了碳排放量、碳
排放强度、能耗总量、能耗强度四大核心
指标，为全省“双碳”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数据显示，“工业碳效码”在全省
运行了近一年时间，实现省、市、区
县、乡镇四级碳排放监测，成功覆盖浙
江4.2万多家规上企业，碳效平台通过
引入 47 家第三方节能服务机构，为
9817家碳效评价落后企业进行绿色减碳
技术诊断，引导广大企业主动谋划节能
改造项目，分类实施产品、产线、车
间、工厂的全流程节能改造，推动450
家绿色工厂实现提档升星。工业碳效码
综合改革实践也获评第一批浙江省数字
经济系统优秀重大应用，入选“中国改革
2021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节能与环保研究
所赵越主任认为，“工业碳效码”的横空
出世，是数字技术助力“双碳”的典型案
例，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具有创新性
强、融合性强、覆盖面广的特点，在助力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数字赋能碳减排的潜力巨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
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紧紧抓住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推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
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
度融合，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
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
重。”“要下大气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
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工
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

跳出浙江省，“工业碳效码”的
“蝴蝶效应”正在全国显现。在江苏省

常州市，精确显示产品生产全过程中
消耗能源所造成的碳排放量数据的二
维码——“碳耗码”正在该市企业中推
广，一码在手能够帮助企业进行低碳生
产技术改造，助力减排降碳。在广东省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四部门制定
的《关于金融支持企业碳账户体系建设
的指导意见》，推动企业建立“穗碳
码”进行碳排放核算，加强各行业碳排
放核算能力，协助地区碳排放监测……

中国信通院在 2022 中国信通院
ICT+深度观察报告会“数字赋能碳达
峰碳中和分论坛”上发布了《数字碳中
和白皮书》，该书指出，数字技术能够
与电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碳排
放领域深度融合，减少能源与资源消
耗，促进传统产业能源优化、成本优
化、风险预知及决策控制，整体上实现
节能降本增效提质，数字化正成为我国
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

今年4月20日，工信部组织召开了
“工业碳效码”线上座谈会。工信部节能
司司长黄利斌充分肯定了湖州在“工业
碳效码”方面所做的工作，强调浙江省

“工业碳效码”建设为全国工业领域数字
化控碳做了很好的尝试和有益探索，下
一步工信部将研究“工业碳效码”在国家
绿色工厂建设评价方面率先进行应用。

记者 邵鼎

让数字技术成为“双碳”源动力

9月23日，国网长兴县供电公司红船
党员服务队来到浙江长兴李家巷工业园区
内的长兴鸿顺纺织有限公司，为企业开具
能效账单及用能分析报告，并给出了 “一
揽子”电力优化方案。“通过‘浙里办－
企业码’模块，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
的‘工业碳效码’，掌握碳排放信息和相
应碳效等级。”企业负责人张顺龙表示，
结合供电公司的意见，企业对生产线以及
配电设备安装进行了整改，成功降低了近
20%线路电力损耗。

在如今的湖州大地，和鸿顺纺织一样
有自己碳效“身份证”的企业不在少数。
市经信局绿色制造处处长陈戈表示，随着

“工业碳效码”这一全国首创技术的深入
探索和推广，目前湖州3700余家规上工业
企业已全部纳入工业碳平台的监管，可监
测381个细分行业和区域整体碳效情况。

“‘工业碳效码’实现企业碳效情况一
码可知、碳效评价结果一键应用、相关业
务一键办理，这将改变过去以行政命令为
主导的节能减排模式，激活企业主动实

施、社会联动进行绿色低碳改造，实现国
家战略与企业主体的同频共振，形成多方
共赢的全新治理模式。”市经信局局长陆
建卫表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运行，如今
湖州对碳效评价为4、5两级的高碳企业开
展了一系列节能诊断服务并制订降碳减量
计划，今年全市实施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
目330个，预计可节约标煤22万吨。

为引导更多企业加入低碳发展队伍，
我市在全国率先出台《深化建设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构建低碳转型金融体

系的实施意见》，系统规划低碳转型金融
发展路径，体系化推进低碳转型金融发
展，创新低碳转型金融服务方式，引导金
融体系支持重点行业公正、有序转型，助
推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依托工业碳平台，我市将企业碳效
等级与绿色信贷融合发展，持续加快绿色
信贷投放，目前已增加‘碳诊断’‘碳金
融’‘绿电交易’等应用模块，为企业在
线选购符合自身需求的绿色金融产品提供
便利。”市经信局副局长沈雪芬说，通过
推出 “碳效贷”等绿色金融产品，全市累
计发放贷款1285笔，共计132亿元。

眼下我市又发布了《湖州市规下工业
企业碳效评价细则（试行）》，旨在率先
将碳效评价覆盖面延伸至规下企业领域，
进一步鼓励企业通过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
提升碳效等级。

同时，通过引进ESG评价系统、亩均
论英雄系统及星级工厂等评价系统，“工
业碳效码”在碳效评价功能上将更为全
面，企业碳效“立体画像”将更加清晰。

从“星火”到“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