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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赋能广西“双碳”绿色发展 
 

在数字时代，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利用大数据提高能

源资源配置效率，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绿色变革，助

力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实现成为大趋势。本文对标先

进省市数字化低碳转型经验做法，探索利用大数据技术重点

推动工业、能源、建筑等全面转型，推进低碳技术创新应用，

引领全社会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赋能广西“双碳”绿色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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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地积极实践，大数据推动“双碳”工作成效初显 

随着能源转型的不断深入和数字中国战略的纵深推进，

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和利用大数据推动能源、电力、工业、建

筑等领域低碳化、数字化、智能化，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浙江：建立“双碳”数智管理体系，实现“数智”控碳。

推进全省碳账户体系建设，实现绿色低碳信息共享；构建数

字平台，建设细分行业产业大脑，形成碳排放重点企业清单；

实施“低碳入住计划”，通过电力大数据计算出“碳单”，为

浙江 500 多家酒店降低能耗近 10%。 

上海：使用“虚拟电厂”智慧减碳，通过运用能源互联

网技术，把电网中散落的电力负荷整合起来，在高峰时段“削

平”电网负荷，帮助电网提升低谷负荷，参与电力平衡，提

高电力资源利用效率，节能减碳效果显著，初步形成一百万

千瓦发电能力。 

河南：建立河南省能源大数据中心，率先构建能源大数

据标准体系，初步实现全省能源、经济、政务等全行业数据

的统一归集和管理，高效进行能源监测预警和规划管理。 

重庆：率先提出“智慧住建”理念，推出建筑产业互联

网平台——微瓴智能建造平台。在智能化赋能建筑行业转型

升级的刺激下，推动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累计下降

11.81%，人均综合能耗累计下降 10.33%。 

二、聚焦供需两端，大数据助力“双碳”路径探索 

从各地实践来看，大数据技术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助

力减碳，赋能“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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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方面，大数据技术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助力减排。

一是支撑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以风光水电为主的清

洁能源，减少煤油气等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已经上升为国家

战略，成为当前“双碳”目标实现的最佳路径选择。目前清

洁能源主要用于电力系统，数字化的优势更符合电力系统发

展的需求。二是提供数智化管理，对工业生产进行更为合理

的安排，提高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效率。数据显示，在工业领

域，对生产线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可以提高 30%左右

的能效水平。三是提供高效便捷的线上活动，减少不必要的

线下活动。研究表明，2020 年受疫情管控的影响，各地大力

推行远程办公、线上购物等新形式，线下活动大幅减少，全

球碳排放的总量比 2019 年下降了 7%。 

需求侧方面，行业转型升级、民生改善等用电需求快速

增长，利用大数据分析提供需求导向，激励消费者、投资者

以及企业更好地围绕着碳中和开展活动。一方面，利用大数

据技术分析用户用能需求，提供相应的碳消费激励，引领人

们积极践行低碳生活。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支撑“绿色金

融”，通过人工智能对企业碳减排足迹进行大数据勾画，以

碳积分形式，精准地把资金提供给真正致力于减排的“绿色”

科技企业。有数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特斯拉凭借出售碳积

分就获得了超过 5.18 亿美元（约合 33 亿人民币）的收入，

过去五年总共为其带来 33 亿美元收入（约合 212 亿人民币），

碳积分激励成为低碳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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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西“双碳”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广西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施

行低碳用电账单，号召全区加强节约用电，推动节能减排取

得良好成效，但全区用能需求增加和低碳化转型发展的矛盾

依然突出。一是传统产业能源消费结构占比高。如图 1 所示，

2019 年全区能源消费结构中，工业、生活、交通占比分别为

68.7%、12%、9.9%，成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对此，广西

要减少碳排放量，关键在于降低工业能源强度、提高工业部

门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二是能源利用率低。当前我区发电及电站供热效率

仅为 43.38%，全区能源转化总效率为 70%（数据来自 2020

年广西统计年鉴），能源利用率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清洁

能源替代尚未成熟。广西清洁能源占比虽已达到 30%，但其

在发电侧表现出的随机性、波动性、间歇性特点，给用电负

荷的预测带来了极大挑战，利用传统技术来实现实时用电供

需平衡尤为困难，亟需通过海量数据进行分析预测，为用户

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用电保障。四是全民低碳生活观念淡薄。

主要是缺乏低碳应用场景，尚未形成绿色低碳全民行动的浓

厚氛围。疫情期间，全民数字化生产生活成为疫情防控重要

支撑，为迎接“双碳”大考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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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创新赋能打造端对端零碳产业链供应链，解决供

需平衡，助力工业领域节能降碳。 

（二）大数据助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构建全区统一能源大数据中心，整合运行数据、风光水

电数据、天气数据、气象数据及相关时空数据等，打造高效

互通的能源互联网，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提高智慧电网“一

网统管”能力，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端的运作效率。通过大

数据分析，对清洁能源发电功率及市场需求做出预测，实现

需求和供应动态调整，提高清洁能源发电效率，降低供电用

电成本，促进清洁能源消纳，逐步实现用清洁能源逐步替代

化石能源，改变能源结构，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 

（三）大数据推动数字楼宇绿色节能升级 

积极开展“数字楼宇+虚拟电厂”综合能源试点，利用

数字数字孪生技术，打造现实和虚拟的信息流交互应用场景，

将各楼宇碎片化的电力资源高效整合，实现系统性电力供需

平衡，构建节能型数字楼宇。开发楼宇智能化办公，推广移

动办公、远程办公。提供 7×24 小时线上物业服务、在线看

房、线上租赁、线上招商、线上结算、线上营销、线上供应

链管理等新型数字化服务模式，“足不出户、随时随地”享

受高效便捷线上智能服务，减少不必要出行，助力绿色低碳

节能发展。 

（四）大数据引领绿色低碳生活全民行动 

将数字生活与低碳生活全面协同，打造数字化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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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计量平台，构建“数字市民”“数字企业”“数字政府”

“三位一体”碳账本应用体系，形成人、事、物三元融合“统

一码”，数字化动态展现个人、企业、政府对碳中和的贡献，

指导全社会科学用能、节约用能。提升绿色产品在政府采购

中的比例，激励企业大力推广绿色低碳产品，提供数字生活

服务、“码上消费”，营造绿色低碳消费场景，引领市民低

碳消费，促进出行、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向低能耗转型

升级，激励全社会用数字探寻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五）大数据推进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应用 

构建绿色低碳技术金融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绿色科技企业的低碳实践进行全

方面追溯与评价，优化低碳技术的投资风控体系，创新资金

管控模式，探索提供以碳价为核心的大数据绿色金融产品与

服务项目，以数据流推动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精准地向

节能减排的绿色企业汇聚，激励企业加快零碳技术、减碳技

术和储碳技术等低碳技术研发，推动低碳科技技术创新应用，

进一步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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