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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和园区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建设指南

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是支撑工业企业和园区提升能耗双控

和碳排放双控管理水平的信息系统和基础工具，通过采用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智能传感等信息通信技术，开发能耗

和碳排放数据采集、监测、核算、分析、预测、预警、决策支持

等功能，支撑开展产品碳足迹、项目碳评价和企业碳管理。为指

导工业企业和园区建设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推进数字技术赋能

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工业节能降碳水平，制定本指南。

一、建设目标

工业企业和园区通过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建设运行，实现对

能耗和碳排放的精准化计量、精细化管控、智能化决策与可视化

呈现，持续提升节能降碳管理能力，有效支撑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和碳排放降低，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二、业务功能

能碳管理中心具备能耗查询、能源消费量和强度计算、能源

消费分析与用能策略推荐、能效对标、能流分析、能效平衡与优

化、用能与碳排放预算管理、碳排放、碳足迹核算、供应链碳管

理、碳核查支撑、碳资产管理等功能。业务功能及技术方案的开

发应用需依据节能降碳相关标准政策要求，具体标准可在“全国

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

能耗查询。实现对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

燃料油、天然气、电力（包括火电、水电、光伏发电、风力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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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发电、余热余压发电等）、热力，原料用能，以及用作燃

料的甲醇、乙醇、氢、氨等能源消费数据的实时更新、查询、历

史数据追溯等。

能源消费量和强度计算。依据《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等国家标准，计算一个时间周期内，工业企业和园区的能

源消费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值/增加值综合能耗等。

能源消费分析与用能策略推荐。结合实际需求，对用能单元

在一个时间周期内的用能结构、成本、能效等进行计算和分析。

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用能配置、清洁能源使用等推荐策略。

能效对标。对各用能单元、各生产时段内的能源消费情况进

行监测，开展主要工序、重点产品和设备等的能效对标。结合节

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等要求，支撑开展节能管理。

能流分析。通过绘制桑基图能源平衡表等，对能源输入、转

换、分配、利用等全过程进行计算，对能流、能效与损失等进行

分析，实现对能源流动全貌的查看、重点能耗环节的识别等。

能效平衡与优化。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结

合能效对标、能流分析等，优化工艺、设备等运行参数，实现能

源综合平衡与优化调度。

用能与碳排放预算管理。对一个时间周期内工业企业和园区

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进行分析预测，实现用能和碳排放的全流程

管理和动态调整。

碳排放核算。依据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规则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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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间周期内，工业企业和园区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现碳

排放来源追踪、碳排放趋势分析、超排放预警等功能。

产品碳足迹核算。从产品原材料获取、生产、运输、销售、

使用和回收处理等环节采集数据信息，结合绿电绿证交易情况，

实现产品碳足迹在线核算、碳足迹报告生成、支撑产品碳标识认

证等功能。

供应链碳管理。面向上游供应商，依据供应链场地数据采集

标准和规则，采集材料用量、能源消费等数据。面向下游用户，

结合应用场景的实际需求，提供产品碳足迹核算过程、结果等。

碳核查支撑。支持碳排放核算的过程数据和原始凭证追踪和

溯源，实现碳排放报告在线自动生成，完成碳核查相关材料汇集

和导出。

碳资产管理。实现对各类碳资产（如碳配额、国家核证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等）的分析展示，支持对某一履约周期的碳配

额录入，对新一个履约周期的碳配额测算等，对配额指标使用情

况开展预测预警。

三、技术方案

（一）系统架构

根据信息系统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相关要求，设计工

业企业和园区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系统架构。包括基础设施层、

数据采集层、数据架构层、模型组件层、业务应用层、互动展示

层六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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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

能碳管理中心运行环境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安全设备

及操作系统、数据库等。运行环境应稳定安全，确保能碳管理中

心响应迅速，兼具易用、可维护、可扩展及稳定特性。应构建全

面的系统安全协防体系，保障网络、系统及数据安全。

（三）数据采集

能碳管理中心可通过现有系统数据对接、仪表采集、手工填

报和烟感实测等采集方式完成能源消费、生产经营等关键数据的

采集和上传。加强能源和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检定校准。提高

物联网智能传感器、智能仪表覆盖率，提升数据自采率。制定数

据审核机制，采取区块链等存证技术，提升数据质量和安全防护。

系统对接。通过接口方式，从管理信息系统、生产监控管理

系统、生产过程控制系统、源网荷储及工业微电网系统等调用相

关数据。

仪表采集。部署智能电表、智能燃气表、热力仪表、称重传

感器等采集装置，通过有线或无线通信网络上传相关数据。

手工填报。无法自动采集时，可开发填报界面，根据应用需

求，填报主要能源数据与关键生产数据。

烟感实测。针对碳集中排放场景，探索在线监测等实测方式

采集碳排放数据。

（四）数据架构

发挥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贯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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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互通和信息共享的作用，通过工业企业和园区生产管控、管

理信息以及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既有系统和数据平台，以及构建基

础数据库、采集数据库、业务数据库、统计数据库等方式，确保

各类数据的安全性、准确性和高效利用。

鼓励工业企业和园区根据实际需求，以国际国内相关权威碳

排放因子为基础，不断积累聚集本土碳排放因子数据，逐步构建

碳排放因子数据库，加强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衔接。

（五）模型组件

加强能效对标、企业碳排放核算、产品碳足迹核算、园区碳

排放核算等算法模型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相关要求的衔接统

一。鼓励工业企业和园区依据业务需求开发模型组件。

能效对标模型。实现对主要产品、设备的能效对标。模型设

计应对照国家现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设备能效标准，以及

《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重点用能产品设备

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等要求。

企业碳排放核算模型。实现对工业企业碳排放量进行核算与

分析。模型设计应根据应用场景，符合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

要求（GB/T32151）系列国家标准、生态环境部《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和相关行业碳排放核算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等要求。

产品碳足迹核算模型。实现对产品碳足迹进行核算与分析。

模型设计应符合相关国际规范，符合《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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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及对应细分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

标准。

园区碳排放核算模型。实现对园区碳排放量进行核算与分

析。模型设计可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等，

并根据相关要求迭代更新。

（六）业务应用

工业企业的业务功能包括能耗查询、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计

算、能源消费分析与用能策略推荐、能效对标、能流分析、能效

平衡与优化、用能与碳排放预算管理、碳排放核算、碳足迹核算、

供应链碳管理、碳核查支撑、碳资产管理等。工业园区的业务功

能包括为入驻企业提供能源消费、碳排放管理等上述相关功能，

提供园区内能源利用系统性优化等公共服务。

（七）互动展示

根据实际需求，通过大屏、电脑端、手机端等提供访问入口，

构建相关数据、业务等的可视化能力。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工业企业和园区可根据实际需要，建立能

碳管理技术队伍，由节能降碳管理负责人，具有节能、能源计量、

碳核算以及软件工程、信息安全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员组成；

明确节能降碳管理职责，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等

相关制度，定期组织开展相关人员业务培训，提高节能降碳管理

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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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保障。工业企业和园区应建立健全能碳管理中心

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加大必要投入，有效保障能碳管理中心的高

效运维和持续更新。鼓励开展资源整合，将已建设能源管理中心

升级改造为能碳管理中心。积极创造条件，促进能碳管理中心与

既有信息系统、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各级能碳管理相关平台等

的协调对接，实现数据共享，有效支撑节能降碳。

（三）网络和数据安全。工业企业和园区应增强网络和数据

安全保护意识，落实《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

求》（GB/T 22239）等国家标准，压实网络和数据安全主体责任。

根据实际情况，对能碳管理中心设定相应的安全等级保护级别，

做好重要数据识别、分级防护和风险评估，保障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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