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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双碳”目标 实现绿色变革——天津的
“零碳”探索

【DOI】10.12248/j.issn.1007-676X.2023.016.006  

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国内信息与通信技术

行业首家“零碳工厂”、天津市首个“零碳”社区商业项

目……近年来，天津市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各层次，以落实“双碳”目标为主线，加快实现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率先探索出一批“零碳”示范项

目，积极推广应用“零碳示范单元标准体系”，为全社会

绿色低碳发展探索出了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零碳”应用场景落地开花

初夏时节，位于渤海湾畔的天津港一片繁忙。走进全

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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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码头，自动化桥吊来回移动，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

有序穿梭。

自2019年12月打下第一根桩以来，仅用时1年零9个

月，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在这里拔地而起，并获得

权威机构发布的“碳中和”认证。

天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磊介绍，“零碳”

并不是不排放二氧化碳，而是通过计算排放量，采取多种

措施增加碳汇、减少碳排放实现等量抵消，从而达到碳的

净零排放。

“天津港C段码头构建的‘风光储荷一体化’绿色能源

系统，保障了码头100%净零排放。”国网天津滨海公司副

总经理钱峰介绍，天津港和电力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开发了全球首个“零碳”码头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共

计24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和1.43兆瓦光伏发电系统并网运

行，结合绿电交易方式外购清洁能源，为C段码头打造了

一流绿电供给体系。

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是近年来天津市锚定“双

碳”目标，实现绿色发展，不断打造“零碳”示范应用

场景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从能源自给率达到112%的中

新天津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到正在建设的清洁能源

年发电量达10亿度的“零碳小镇”……一批涵盖工业制

造、交通运输、居民生活的“零碳”项目正在天津形成

示范效应。

2022年2月，中新天津生态城第四社区中心取得了由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颁发的碳中和证书，成为天津市首个

“零碳”社区商业项目。该社区在广泛使用建筑节能技术，

实现节能减排的基础上，通过碳抵消率先实现了预先“零

碳”目标。2022年9月，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首家“零碳

工厂”——联想（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在天津正式

投产，其目标是通过技术性碳中和、碳抵消、责任延伸等

措施，实现零碳排放。

近日，由天津市发展改革委、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联合

发布的《天津市低碳（零碳）应用场景（2023年版）》显

示，目前天津已经在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工业生产、农

业农村、绿色生活等5大领域形成28个优秀场景，这些场

景节能降碳成效明显，为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示范样板。

“零碳”标准体系发布应用

标准化是规范引领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实现“零碳”

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和保障。这一点，从事“零碳示范单

元标准体系”研究的康磊深有感触。

他表示，实现“零碳”目标，涉及能源、环境、生

产方式等众多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套可量

化、可操作、可评价的标准体系对于低碳技术推广至关

重要”。

2022年9月，由天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中新天津

生态城生态环境局和天津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制

定的首套“零碳示范单元标准体系”正式发布，并率先

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应用。这是继2021年天津市低碳发展

研究中心牵头制定的全国首个“零碳建筑”团体标准——

《零碳建筑认定和评价指南》之后，天津的又一项“零碳

标准”探索。

这 套 标 准 体 系 包 括 《“ 零 碳 ” 社 区 认 定 和 评 价 指

南》《“零碳”产业园区认定和评价指南》《“零碳”工厂

认定和评价指南——通则》《“零碳”工厂认定和评价指

南——汽车整车制造工厂》，涵盖社区、工厂、产业园区

等诸多领域。

据介绍，为推出该标准体系，研究团队历时近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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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借鉴了中新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利用、

绿色出行、无废城市建设、绿色低碳产业等领域的发展经

验和成果。

该套标准体系也显示，实现“零碳”目标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为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碳达峰目标，该标

准体系为社区、工厂、产业园区等明确了一条“低碳—超

低—近零—净零”的有效减碳路径，并综合考虑控制指标

符合程度与碳排放量核算结果后，对认定对象进行从“零

碳、近零碳、超低碳和低碳”的水平评级。

不仅如此，这套标准也在进行动态补充。“我们在

《“零碳”工厂认定和评价指南——通则》这个总纲下，

又进行了行业的细分。汽车整车制造工厂作为首个行业

‘零碳’工厂标准，后续还将对包括生物医药、电子信息

等其他生态城优势产业‘零碳’工厂认定标准进行补充。”

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旭说。

康磊说，该标准体系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社区、工厂、

产业园区等领域先行先试，通过标准应用和对生态城低碳

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将率先推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低碳或“零碳”示范单元，持续为低碳发展、碳中和提

供标准样板。

“零碳”目标实现路径智慧绿色

2022年发布的《天津市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为在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天津将实施包括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行动、节能降碳增效行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等在内

的十大行动。从已有的实践案例看，能源绿色转型和数字

化转型是推动“零碳”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数据显示，作为全

球供应链的转运节点，港口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3%。港口的碳排放主要源于装卸生产、辅

助生产和附属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燃油和电力。

2021年底，随着两台风机叶片缓缓启动，C段智能化

集装箱码头的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开始并网发电，通过风

电、光伏发出的绿色能源，源源不断地供给着港口的办

公和码头生产，实现了能源生产和消耗两侧的二氧化碳

零排放。

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玲认

为，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生态系统为产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

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零碳制

造”，也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赢

策略。

在天津，部分传统制造业企业也正跟随数字化浪潮，

实现低碳转型。“这几年，我们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建

设‘5G+数字工厂’，实现整个钢铁生产过程的数据互联，

推动制造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天津荣程联合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柴树满说。

“过去炼钢，铁矿石、焦炭等进料多少，如何配比，

全凭老师傅的经验，现在‘智慧大脑’依据原料成分、环

境变化实时监测、进料情况随时优化调节。”柴树满说，

通过数字化精细管控，钢铁产品的质量不仅得到提升，吨

钢成本也降低了，每年还可减少碳排放约13.2万吨。

（来源：《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