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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科技发展环境：中国承诺将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

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发言：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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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碳中和”大背景下，我国在2020年9月份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明确提出碳达峰、碳
中和。中国向全世界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远目标。

“2060”碳中和目标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和行动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助力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下的CCER（中国核证减排
量）碳汇交易、长三角区域碳普惠机制下的碳汇交
易，探索和拓宽碳汇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路径。

建立碳普惠方法学，逐步推动碳普惠规则共建、标
准互认、信息共享、项目互认。

围绕碳中和的核心技术、政策标准、市场机制等方
面开展深入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企
业创新提供技术支持，为公众普及碳中和知识，形
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的碳中和工作格局。

积极促进长三角地区内外的交流与合作，搭建国际
交流平台，引进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推动长三角
地区在全球碳中和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中心平台：七大研究与产业促进委员会



Smart Water Enhanced Double Carbon Research and Industry Promotion Committee



委员会主要职能

水资源回收厂(WRRF)能量流动的一般框架 修改自WEF (2019) 



委员会主要职能



委员会主要职能

(a)同时进行脱碳和养分去除的传统厌氧/缺氧/好氧活性污泥工艺；(b)将MECC、微藻培养与
资源回收和CCU结合起来进行碳和养分去除工艺；(c)将传统工艺与MECC +藻类工艺进行比较，

CCU潜力和经济影响的初步估计



p 央国企、高校院所的水务行业领跑者
p 智慧水务理念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
p 促进成果转化，探索水务行业减碳路径、评估减碳效益、鉴定减碳成果，优化配置企业碳资产
p 推动长三角地区水务行业率先实现“双碳”目标，并为全国水务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

水务行业是指由原水、供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资源
回收利用等构成的产业链。
智慧水务指利用物联网、智能传感、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对供水、排水、节水、污水 处理、防洪等水务环节进
行智慧化管理。
智慧水务具有水务感知、水务业务和水务人的智慧3个特点，
其有望成为解决城市水资源问题的重要途径，已成为传统水务
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技术驱动，行业转型，势在必行
行业
协会

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 产学
研用



委员会主要职能

双碳+水务科研平台

发挥好长三角地区高校科研实力，

结合气候及水系特点，走进水务企

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

探索减排降碳关键技术。

企业服务平台

针对传统水务企业、高用水高排放

企业面临的减排问题，提供“一站

式”碳服务（评估、检测、治理、

工程实施及培训等）



Wetl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search and Industry Promotion Committee



p 汇集环境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
p 致力于湿地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影响评估、减排策略研究政策建议的制定。

湿地作为有机碳库密度最大的生态系统类型，水位下降
对碳库的威胁以及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备受关注。
因此，涵盖三种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全球湿地退化
评估，可以了解较为完整的排放体量及湿地生态系统功
能恢复的减排潜力，为制定有效的净零排放策略提供理
论依据。

湿地温室气体通量计算，提供双碳技术支持
行业
协会

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 产学
研用



p 深入研究长三角湿地生态环境演替及其温室气体排放机理
p 持续推动长三角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评估和减排策略
p 全面开展理论研究、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政策建议等一体化工作
p 创建立足长三角、辐射全国的人工智能产学研“双碳”智慧平台，促进长三角协同发展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及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
观测研究站对河口湿地生态演替和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形成机理、温室气
体排放估算、影响评估等具有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打造协同创新平台，包括研究、咨询、政策和产业发展，整合长三
角核心区域的科技资源，推动理论研究、技术开发、政策建议和效果评
估的协同创新模式

l对长三角湿地进行全面研究，形成全国乃至全球湿地与气候变化
关系，提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和经验
l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相关服务的人才体系
l形成湿地温室气体研究流程、技术和规范体系等引领性工作
l项目课题、科学论文、核心专利、技术产品、产业平台

——湿地温室气体排放检测、影响评估、减排策略及政策建议
助力长三角智慧城市发展及双碳目标

技术
开发

政策建
议

科学
研究



—整合研究结果，形成政策建议

—申请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

—研究湿地温室气体的排放机理、气

候影响和控制策略

—形成相关标准、研究体系等

形成温室气体检测理论体系—

开发相关技术设备管理系统—

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技术认证

推动科研、产业和管理等交流互动

组织学术年会、邀请院士专家报告—

举办科研交流和技术对接会议—

开展开展科普和培训—

学术活动 课题研究

技术开发 政策建议

产业平台



Research and Industry Promotion Committee on Biomass High Valu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Ø 目前国际上并无明确的“绿色甲醇”的概
念界定。

Ø 甲醇的绿色与否主要取决于甲醇的合成原
料—氢气/合成气及二氧化碳的来源。

Ø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建议，
可按甲醇的生产原料来源将其分为绿醇、
蓝醇、灰醇和棕醇，当原料氢气和二氧化
碳的来源均为可再生时，合成的甲醇可以
认定为绿醇

Ø 其中可再生氢气指可再生能源制取氢气，
包括清洁电力电解水制氢、绿色生物质制
氢等

Ø 可再生的二氧化碳指生物质来源二氧化碳
或直接空气捕获二氧化碳。





考虑到脱碳进程等现实因素，欧盟在针对《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REDⅡ）》补充条例中表示，短期内不再
强求生物质制甲醇与电制甲醇作为绿色甲醇的唯二方式，而是把可计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在工业及火电
场景中捕获来的不可再生CO2制备的甲醇也可以认定为绿色甲醇，但全生命周期的碳排不得超过28.2克二氧
化碳每兆焦。







p 汇集了环境学、生态学、热力学、燃烧学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
p 致力于生物质收集与管理、生物质气化技术、生物燃气超低氮燃烤技术、生物燃气

专用锅炉、蒸汽管网等研究与产业化。
p 服务长三角区域并辐射周边城市。

生物质作为零碳能源，可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
全作出重要贡献，其高值资源化利用有助于推动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

l生物质获取的能源被称为生物质能源；
l生物质能源最突出的两个优点就是易得性和可再

生性，被称为“第四大能源”；
l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各类生物质能利用将为全

社会减碳超过9亿吨，到2060年将实现减碳超过
20亿吨。

生物质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可再生碳资源
行业
协会

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 产学
研用



抢抓“双碳”战
略机遇，努力推
动生物质高值化
利用技术领域的

科学发展

目标一

致力于生物质收
集与管理、生物
质气化技术、生
物燃气超低氮燃
烧技术、生物燃
气专用锅炉技术
的产业化落地

目标二

促进农/林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零
碳能源替代化石
能源在长三角地
区推广与应用

目标三

创建立足长三角、
辐射全国的生物
质高值化利用技
术的产学研“双
碳”智慧平台，
促进长三角协同

发展

目标四



形成温室气体检测理论体系—

开发相关技术设备管理系统—

1、组织生物质零碳能源相

关的学术年会、邀请院士专

家报告；

2、举办生物质气化领域的

科研交流和技术对接会议；

3、整合研究结果，形成政

策建议。

学术活动

1、申请国家和地方科研项

目；

2、研究生物质高值化利用

技术，包括生物质高效气化

技术、生物燃气超低氮燃烧

技术等；

3、形成相关行业或团体标

准、研究体系等。

课题研究

1、努力推广生物燃气专用锅炉

技术及生物燃气超低氮燃烧技术，

实现农林废弃物能源化利用在园

区集中供热领域的示范应用；

2、结合合成气加氢制甲醇工艺，

打通生物质气化制绿色甲醇关键

技术环节，并与长三角能源相关

企业合作，实现生物质气化制甲

醇示范应用。

产业平台



Sponge City Construction Research and Industry Promotion Committee



p 致力于深入融入长三角协同发展，整合、优化和共享资源，促进长三角海绵城市建设可持续
发展

p 推动海绵城市建设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的产业转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衍生企业
孵化能力

p 开展技术咨询、规划设计、建设施工、成效评估、产业推广、经验总结等服务，促进企业协
同发展

.
 中国生态城市研究院华东分院及城镇水务所具有丰富的海绵城市建设
经验。着力打造“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整合区域科
技资源，探索“科研院所技术支撑+高校研究理论指导+生产企业技术
配合+施工单位应用实践”协同创新研究模式
参与国家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和示范城市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

l加强督导考核-建立督查通报机制、考评办法；长效人才培养机
制；建立管控制度体系；
l海绵建设的规范性：明确技术审查要求及流程、验收导则、审

查、巡查；施工指导；监理日报；技术规范体系
l课题研究、核心专利、相关产品

海绵产业化促进水生态，城水融合助力碳中和
行业
协会

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 产学
研用



政府咨询
开展政府咨询工作，提供海绵城市系统

解决方案，包括规划、设计、检测、运

维、产品、工艺等

设施设备与新技术推广应用
推广应用海绵城市相关新技术、新工艺、新设施设备：雨

水径流污染的控制设备、雨水调蓄净化工艺、中小型污水

治理设备、水务监测技术、数字运维系统等

科研课题研究、团体标准编制
开展城市雨洪管理相关的标准编制、材料研

究、设备工艺研究、产业研究等

认证与评价
进行海绵城市监测与检测认证

推动海绵城市材料与产品认证

水务软件认证等

环境资源类产品推广应用

开展污泥、底泥、建筑垃圾、厨余垃圾等

城市固体废物再生利用类产品推广与应用

展会及活动
组织年会、品牌会议;开展院士专家讲堂

举办地方城市交流、技术对接会议

科普、培训等



Smart Online Monitoring and Detection Research and Industry Promotion Committee







p 以监测先行、监测灵敏、监测准确为导向，强化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分析，深化生态环境
监测业务创新。

p 构建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推动实现生态环境管理业务与支撑体系“大融合”，实现
感知高效化、数据集成化、分析关联化、应用智能化、测管一体化、服务社会化。

.

由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业行业协会牵头发起筹建，以各产业
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为主要对象，以高效、智能的平台
体系为推动力，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智慧监测和管理系
统，为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必要条件。

l从传统监测向智慧监测转型升级，高效支撑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l运用现代感知手段和大数据技术，保障监测数据

“真、准、全、快、新”，唤醒海量数据价值，全
面提升生态环境感知力、数据要素生产力、智慧决
策支持力。

传统监测向智慧监测转型升级
行业
协会

高校科研机构

企业 产学
研用

市经信委
环境保护工业业协会联
合归口管理
P2实验室
300+以上指标
CNAS、CMA认证



Yangtze River Delta Smart City Carbon Neutrality Research and Industry 
Promotion 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