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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background

中国政府在 2020 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布“二氧化碳

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工业园区的耗能约占全社会总耗能的 69%，碳排放占全国总

排放约 31%。因此，将工业园区定为精准减排的落脚点、攻坚区，

确保节能、减耗、提质、减碳工作的落实，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

       零碳智慧园区能够实现园区管理和城市管理的融合，通过实现

碳排放智慧监测，构建碳管理综合监控平台等公共平台，从而整体

实现城市和产业功能区碳中和的精细化管理、智慧化服务。



零碳智慧园区发展阶段

       零碳智慧园区是指在园区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全方位系统性融入碳中和理念，依托零碳数字化平台，以精准化

核算规划碳中和目标设定和实践路径，以泛在化感知全面监测碳元素生成和消减过程，以数字化手段整合节能、减排、

固碳、碳汇等碳中和措施，以智慧化管理实现产业低碳化发展、能源绿色化转型、设施集聚化共享、资源循环化利用，

实现园区内部碳排放与吸收自我平衡，生产生态生活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园区。

零碳智慧园区发展阶段
development

低碳园区

降低碳排放强度
单一能源体系
低碳技术
数字技术赋能碳管理

近零碳园区

碳排放总量接近零
分布式能源
节能技术+减碳技术
互联网+园区

净零碳：零碳智慧园区

从源头实现零碳排放
综合协同能源网路
零碳技术+负碳技术
数据驱动碳管理



QUARTERLY REVIEW

insert you awesome clever slogan 

现状

截至2021年，中国已经开展了6个低碳省（区）和
81个低碳城市、51个低碳工业园区、400余个低碳
社区和8个低碳城（镇）试点，形成了全方位、多层
次的试点体系。而从试点城市的规划来看，其又进
一步将低碳理念融入校园、社区、医院、工业园等，
形成新时代绿色“连锁效应”。园区充分发挥自身
改革试验田的作用，作为区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
样板，持续提升当地宜居宜业的生态水平。

       智慧园区已在全国范围广泛铺开建设，成功标
杆和成熟方案层出不穷，基于现有的园区数字化基
础，贯彻碳中和理念、整合零碳应用已成为零碳智
慧园区建设的主流方向。    

Read More

零碳园区现状
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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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园区系统架构图

     

零碳园区系统架构图
framework



建设内容

园区双碳数据汇聚和分析子系统

通过对整个园区的碳排放进行实时评估
和预测。基于系统获取的能耗、产量、
能源系统结构等数据，建立系统总体、
各节点的碳排放实时评估模型

综合能源在线监测数据采集和分析子系统
包括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分布式风力发
电系统、储能系统、直流微网系统等，实
现多种能源互补互济、协同优化，以及园
区能源系统的精细化运行，提升能源综合
管理水平。

碳能大数据

双碳模型算法
双碳微组件库

园区双碳数据共享

能够实现省级能源管理平台数据传输、省
级环境监测管理平台数据传输、现有生产
信息共享平台数据传输。

建设内容
content



工业协议解析库 设备接入 5G/NB-IoT/eMTC 傅里叶变换

服务器资源及虚拟化 分布式存储 动态网络 多租户管理多数据中心群集管理

高频数据采集 能源仪表

公有云部署IaaS

终端用户
层

园区场景解决
方案 企业客户中心 开发者(企业&个人)中心 企业运维服务 平台运营第三方应用中心 区域子门

户 多语言

工艺采集

私有云部署

PLC网关

安 全

工业PaaS层

数据引擎平台(含AI引擎) 数据开发平台 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分析平台

数据湖 数据仓库 可视化 元数据管理 数据质量 多因子分析 数据地图 数据血缘

组织服务 碳计算服务 设备管理服
务 系统参数服务业务流程服

务
系统日志服

务预警推送服务

用户服务 权限服务 实时数据服
务

能源调度服务工艺路线服
务

定位管理服
务能耗计算服务

APP管理服
务

接口管理服
务

C-业务中台

B-数据中台

设备接入平
台

消息路由平
台

规则引擎平
台

设备管理平
台

实时监控服
务

移动应用平
台

开发社区服
务

微服务治理平
台

微服务框架 容器管理服
务

服务集成平
台

应用开发平
台

移动推送服
务 CI/CD

流程引擎

API网关
A-技术中台

采集汇聚层

工业SaaS层

碳监测

碳计量

能源管理 设备服务
设备管

理
故障诊

断

分布式能源管理 碳中和管理理
碳足迹核

算
碳减排

耦合控
制

知识库

发电预测

储能监控

光伏汇总

发电差额

气象数据

汇流箱分
析

组串分析

逆变器分析

碳排放管理

设备监
控

故障派
单

实时监控

历史数据

历史数据

工艺仿真

碳足迹

碳分析

精细管理

统计分析

节能管理

重点设备

能效管理

碳资产 碳能交易

碳核查

ccer管理

碳配额

碳汇管理

交易主体

交易申报

交易信息

风险管理

碳抵消

多能互补

能源协
调

中和管理

网络安全

工控安全

数据安全

应用安全

态势预测

法律法规

物理灾备

CASFZPlat平台总体架构
framework



建设目标

1、构建高效、统一的园区平台，实现能源实时监控、能耗动态分析、碳排放监测、园区综合能源调控、园区
双碳智能化管理。 

2、实现园区内涵盖水、电、汽、燃气、供暖等全能源介质的监测、管控与能源计量仪表检定的规范化管理，
确保能源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3、以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手段推动园区能源绿色化综合应用，推动清洁能源的使用、推进“源网荷储”并增
强化石能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

4、建立科学、完善的园区能源与碳排放监督评价和指标体系，提高园区的监督管理水平，对重点企业的碳排
放及能耗强度和总量进行有效的监控、跟踪、预警、管理与评价。

5、对园区能源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现园区企业碳排放及能耗负荷预测；并构建园区能源与碳排放模型，
实现企业碳排放的配额优化配置，促进企业主动进行节能降耗技术改造，推动企业逐步向低碳转型。

建设目标
Goals



平台功能介绍

一、园区能源和碳数据全景可视化

       根据国家、地方政府构建的碳监测指标，
对碳排放总量、碳汇总量、能源消耗强度、
园区生产总值以及人均碳排放量等数值以及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能源消耗等约束性指标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展示。
聚焦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碳消费领域，
将碳数据在时间维度上展开绘制各行业碳排
放结构的追踪溯源图，分析不同情景下的能
源消耗不温室气体排放，为园区产业政策、
降碳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平台功能介绍
Function



二、碳排放管理

碳数据核算，系统可以对企业的能源数据进行核算及汇总，实现流

量到能量、能量到碳数据的自动换算，并且能够按照预先设置的报表格式

，自动生成企业碳排放数据报表。

碳排放统计分析，通过统计表格、统计图表等方式，对企业的碳排

放情况、节能改造前后变化趋势、同比、环比等进行分析。

碳资产评估管理，系统针对企业的碳资产进行管理与评估，对监测

排放的数据，为园区设定适合的碳排放目标，制定企业的碳排放策略，根

据企业的实际需要储备用于履约的CCER和配额。

碳排放标准管理，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碳相关的排放指标、核

算标准及方法进行管理，并集成一些行业领域内，低碳企业的减排措施、

减排经验等信息。

平台功能介绍
Function



平台功能介绍

三、分布式能源管理

       对平台接入的分布式综合能源子系统进行数字化监测和对逆变器、汇流箱、直流配电柜、交流配电柜、环境监测模
块、变压器、并网保护装置、电能计量装置、电池组件等众多设备和检测点连续不间断的监控和关键设备运行效率、故
障发生率等主要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价。

平台功能介绍
Function



About

零碳智慧园区需要合理规划充电设施的位置与容量、优

化充电设施的运行，加强对用电终端的监控管理，提高

服务质量，降低能源消耗，以有力保障园区零碳交通的

实现。在对充电桩位置与容量进行合理规划的基础上，

零碳智慧园区对用电终端的监控管理系统也需要一并部

署，推进充电桩与通信、云计算、智能电网、车联网等

技术有机融合，利用大数据优化充电桩位置布局，合理

安排充电时间，平滑电网负荷曲线，提高利用率。

Charging pile
电动汽车充电桩



平台功能介绍

四、碳配额管理

计算碳排放配额，预测未来碳排放
量，配额盈缺及时预警，为企业碳
减排及开展碳交易提供决策依据。

预测碳
排放

根据历史配额数
据和行业基准，
核算排放配额，
分配配额计划

配 额 测 算

根据排放量预测
值，及时进行配
额盈缺预警

配 额 盈 缺 预 警

为企业碳减排
及开展碳交易
提供决策依据

指 导 决 策

减低履
约成本

平台功能介绍
function



平台功能介绍
function

源网荷储智能调度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减少碳注入

1

基于智慧用能决策系统的光伏、风电、透平、储
能、变频、磁控、SVG等的发、储、用一体化能
源协调优化。

2

以储能装置为平台，提高光伏发电、风力发电、
余压透平发电的利用率，同时通过变频技术、磁
控技术和SVG技术动态调节供电平衡，提升供电
稳定性和线缆功率因数，实现源网荷储的协调优
化



平台功能介绍

双碳知识库

针对节能减排、双碳等相关

的政策规划、节能技术、改造方案

、节能案例等知识和经验，提供在

线归档、共享、查阅等功能，方便

用能单位及时了解行业最新节能减

排规划、优惠政策、管理要求等信

息，及时学习行业内标杆企业的节

能减排技术，为企业制定节能改造

计划提供参考依据。

平台功能介绍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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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菏泽成武化工业双碳园区建设

现状与问题

菏泽成武工业园区2006年4月被省政府批准、济南市人民政府帮扶的省级开发区。园区现有规划面积25.8平方公里，入园内
落地企业75家，其中规模以上化工企业35家。园区已建成一套安全、环保、应急救援、交通的智慧园区管理平台。

园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63.2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
随着“双碳”、“双控”政策，园区管委会和区内企业压力倍增，
政策对工业园区提出更高的要求。工业园区设定减碳规划的难点
在哪？工业园区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有哪些？如何实现双碳
目标的低成本？园区企业如何从中受益？

山东菏泽成武化工业双碳园区建设
About us



可再生能源（分布式能源、储能等）+双碳园区能源与碳中和平台+增值服务

解决方案
function

目标客户 痛点 问题

工业园区 “双碳”、“双控”政策
考核，产值减少，园区管

委会压力倍增，

1、园区实现“双碳”目标
的路径有哪些；
2、如何减碳、控能？ 

重大碳排放企业 “双碳”、“双控”政策
下政府限制措施，碳排放
指标、用能指标约束，减
少供煤供电等

缺少解决双碳双控的资金，
如何实现双碳目标的低成
本？园区企业如何从中受
益？

渠道（资源方、EPC、收
购方）

如何抓住“双碳”、“双
控”商机

1、没有产品（一揽子解决
方案）；
2、没有战略合作伙伴的平
台和机制；
3、没有项目资源信息



山东菏泽成武化工业双碳园区建设

中科泛再与园区管委会开展双碳战略合作，在能源转型方面，园区搭建能源管理平台，通过信息化节能实现智慧能源管理。

在应用转型方面，园区一方面通过打造零碳建筑，对空调通风、集中供暖等系统进行节能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全方位、多层次

实施生产过程节能措施，对生产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打造零碳生产，降低单位生产值的能源消耗，实现园区绿色发展。

建设路径
function

规划 建设 运营

诊断规划 诊断规划  产业优化 机制引导 零碳改造 数字赋能 要素配置

摸底碳排放基础数据
科技评估碳达峰目标
选择制定碳中和路径

研究制定行动方案
整合能源技术资源
多渠道统筹资源

淘汰落后产能
改造传统产业
引进新兴产业

完善碳管理机制
立零碳建设长效
机制与政策措施

能源替代
节能改造基础设施

加强碳监测

智慧管控
数字驱动业务创新

实时感知、万物互联

全要素资源配置
多主体参与监管
多平台互联互通



山东菏泽成武化工业双碳园区建设

中科泛再与园区管委会开展双碳战略合作构建绿色能源+双碳双控平台的零碳产业园。以“能源双控”平台为数字基座，

支撑碳排和能耗指标的可跟踪、可分析、可视化，统一管理碳数据、碳指标以及能耗数据指标，实现碳排放和能耗等重要指标

的实时监测、及时预警和优化闭环。

项目搭建一套工业园区能源与碳中和监管平台，在园区监控管理中心办安装一套服务器、工程师站和可视化大屏等设备，

以及一套CASFZPlat双碳园区能源与碳中和监管平台软件。 

解决方案
function



山东菏泽成武化工业双碳园区建设

中科泛再引入第三方投资园区企业，在企业房屋顶安装容量为4.9Mw，光伏车棚一座及新能源充电站一个，充电桩

10个等设施，并预留储能系统。进一步提高园区电网对新能源的吸收、消纳能力，实现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互联互通。结

合管理平台降耗减碳，企业低成本的实现碳中和闭环。

新能源方面，园区实施光伏工程，根据工厂可用屋顶面积进行屋顶光伏铺设，实现电力自发自用，并利用余电上网，

使屋顶利用率最大化。储能方面，园区合理利用峰谷差价，降低园区能源支出，反哺国网源荷均衡，实现工厂能源经济效

益最大化，同时结合能源技术，使得能源经济效益最大化。

解决方案
function



解决方案

投资方（央企）：投资收购整体园区双碳项目，包

括分布式光伏、平台等。发电收益、碳指标等；

园区管理机构：政策背书，协调企业、政府等。项

目实现减碳、控能考核目标，能源与碳的数字化监

管；

工程总包方:（EPC）项目施工、采购（包括双碳平

台）等，垫资项目工程收益；

资源方（中科泛再）：推进项目实施闭环。包括提

供园区政府背书、项目需求（资源）、双碳平台产

品和碳服务等。收益：平台销售收益、碳排放指标、

能源和碳排放数据、综合能源和碳增值服务等。用

能方：提供屋顶等资源，（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

减少碳排放和用能量。 

解决方案
function



山东菏泽成武化工业双碳园区建设

园区可视化领导驾驶舱

园区管理要求，构建三维数
字孪生模型，对能源消耗数据、
碳排放数据实时展现和预警。全
方位展现重大排放源组态信息，
为展现园区能源流、碳排流以及
多单元协同互补提供图形化的数
据支持。展示企业电、水、气、
热、煤、新能源(光伏、储能)等各
种能源数据。

平台通过对各企业区、建
筑、交通、办公等维度采集的
用能数据和碳数据可视化进行
实时监测、统计、以及预测，
结合与历史数据对比，为园区
节能减排提供决策支持。

园区能耗与碳排放监测管理

山东菏泽成武化工业双碳园区建设
function

主要涵盖碳资产盘查、
碳资产核算、碳资产分析与
评估、碳资产报告、碳减排
措施管理等。

根据园区现有用电量，
光伏发电量及未来30分钟负
荷预测情况，自主调控储能
系统的充放电效率、光伏板
及充电桩的输出功率，按预
设供电优先级做负荷调配，
最大化消纳绿色能源，以及
保证园区的用电平衡。

碳资产管理

园区综合能源管理



客户价值
value

l 预计园区2026年实现碳达峰，2046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工业园建分布式光伏约4.9兆瓦，建设完成后，每年至少可产生607.68万度

绿色清洁电力，减少约0.41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l 实现整个园区能源和碳管理数智化

对园区的能耗在线监测和碳排放的全面感知、全景监控、全面分析，对不

同能源类型、用能负荷进行智能调控，实现“源网荷储”的一体化综合优

化管理；

l 社会和经济效益明显

减少能源浪费，降低用能成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利用清洁能

源，稳步提升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该项目示范工程具有较强的良好的示

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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