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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二 

11 月 6 日 9:50-10:30 长沙鑫远白天鹅酒店三楼秋实厅 

报告题目：双碳目标下能源供给与流程制造的数字化转型 

报告人：钱锋院士，华东理工大学 

主持人：张海涛教授，华中科技大学 

摘要：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碳排

放总量居世界第一，人均碳排放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能源供给和流程制造作为

典型的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党中央、国务院已对

能源、工业等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当前我国工业领域面临

重型化产业结构能耗高，能源供给高碳化问题突出，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等问

题。鉴此，以能源供给、流程制造及城市用能管控等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将能源

/资源供给和利用与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以绿色化低碳化、高值化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目标，加快能源供给和流

程制造绿色转型升级，是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本报告针对我国能源供给和流程制造领域面临的诸多挑战，探讨了“双碳”目

标下数字化转型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推进途径。报告首先分析了火电、钢铁、建材、

化工等行业碳排放现状，阐述了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意义。接着，报告深入剖析了能源供给和流程制造绿色低碳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挑

战，并指出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报告进一步给出了能

源供给和流程制造数字化转型的突破路径和建议：一是开展多介质能源供给协同

调控，最大能力消纳新能源、实现能源供给的转型和变革。基于全时空信息泛在

感知和认知计算，探究能源转换过程模拟和仿真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实现其

全过程数字孪生，为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奠定理论和技术基础。

同时，借助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分析“源

—网—荷—储”多维度、跨时空交互机理，研究智能联合调度和稳定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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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体化协同控制激励机制，保障电力系统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情况下的

灵活、高效、稳定运行，在开放环境下多介质能源互联的协同减碳调控。二是推

进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管理，实现流程工业低碳绿色智能制造。包括流程工业碳排

机制与碳足迹溯源，流程工业生产过程的智能低碳运行，流程工业低碳制造的产

业链协同优化。研究流程工业产业链的碳排放数据采集与感知、全产业链碳排放

机制与碳足迹监控、碳排放约束下的全产业链协同决策和全流程多目标优化，为

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低碳化和智能化发展奠定科学和技术基础。三是充分

挖掘能源及碳排分布信息，实现城市智慧能源一体化管控。一方面，揭示城市多

介质能源转换过程机理，基于多介质能源及碳排的全时空分布信息，刻画能源供

给和碳流动轨迹，通过知识图谱、人工智能等技术，可实现对城市多介质能源全

生命周期智能管控；另一方面，建立城市各区域燃气、工业用天然气的多尺度、

长周期需求预测模型、全域天然气系统动态平衡模型及长周期产销一体化决策模

型，面向碳排实现计划调度的多层次优化，保证城市天然气系统安全、高效、稳

定运行。报告最后，对“双碳”目标下能源供给与流程制造的数字化转型发展进行

了总结与展望：围绕国家战略，牢牢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机遇，聚焦能源

供给和流程制造数字化转型，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

业链现代化，助力绿色低碳城市精细化治理，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 

报告人简介：钱锋，中国工程院院士，自动控制和过程系统工程专家。现任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能源化工过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过程系统工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

上海市委主委。曾任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

长。 

长期从事化工过程资源与能源高效利用的流程工业智能制造应用基础、关键

技术、工业软件和系统集成研究。创新研发了乙烯装置智能控制与优化运行技术、

软件和系统，在国内乙烯行业全面推广应用，成效显著；突破了精对苯二甲酸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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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全流程优化运行关键技术，实现工业装置大幅度节能降耗；发明的炼油生产全

流程数字孪生、计划调度智能决策、实时运行优化等核心技术，形成了我国自主

可控的大型炼化一体化装置智能制造工业软件和系统。研究成果已在数十家大型

石油化工企业成功应用，取得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曾获得 5 项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15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30 余项省部级科技奖励，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 50 余项，登记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20 余项，获得 3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出版专著 3 部、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360 余篇。研究成果入选中国高校产学研合

作十大优秀案例。先后荣获首届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

科学中心项目负责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全国发明创业奖、上海市科技精英、上

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主持人简介：张海涛，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国家杰青获得者，现任人工智能与自

动化学院副院长、自主智能无人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群体智

能、自主无人艇集群协同等领域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重点（两项）、

GF 重点等国家级项目十余项。在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 Nature 

Communications、National Science Review、Automatica、IEEE 汇刊发表 SCI 论文

70 篇。出版 Springer 英文专著 2 部。群体智能理论成果被 Nature Physics 研究亮

点报道、无人艇集群和无人艇-机集群应用成果分别被国防部和国务院官网报道。

授权发明专利 32 件，制定国家标准 1 件，成果在中船重工、广船国际转化，应

用于大湾区重大海洋设施监测、南海油气等资源电磁探测等。牵头获得湖北省自

然科学一等奖 2 项、广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担任/曾任 IEEE Trans.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Systems、IEEE Trans. Circuits and Systems II、中国工程院院

刊 Engineering、《控制理论与应用》、《机器人》等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