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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能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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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

洁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

全。流程工业是工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战场,
石油化工、钢铁、有色冶金等行业的能源消耗、CO2
排放量以及SO2排放量均占全国工业的第一位。

   

《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助力“双碳”目标达成白

皮书》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减碳贡献占比

将逐年提升,至2060年将至少达到70%,减碳总量

将超过350亿吨”。这表明产业界已经意识到自动

化和智能化理论与技术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

段。实现流程工业“双碳”目标必须实现高耗能工业

低碳运行和多介质能源协同减碳调控。
   

工业互联网与工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为攻克面向“双碳”目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理论与技

术的科学难题开辟了新途径。“面向双碳目标的自

动化和智能化理论与技术”的双清论坛着眼国际学

术前沿,围绕低碳工业智能化和多能互补协同智能

调控的自动化与智能化系统理论、关键技术及面向

应用层面的基础性问题,分析了面向“双碳”目标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讨论了面临的

挑战,给出了凝练的科学问题与主要研究方向。在

低碳工业智能化方面,聚焦工业生产全流程碳排放

智能建模方法、低碳工业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流程工业低碳绿色制造、制造业异质能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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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方 向 为 复 杂 工 业 生 产 过 程 控 制、优

化、综合自动化与智能化和基于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优化决策与 控 制 一 体 化 工 业 智

能系统。发表IFAC会刊和IEEE汇刊论

文共计210余篇。承担国家973计划(两

期)、863计划、支撑计划、高技术产业化示

范工程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工程院重大

战略咨询项目等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10余项。以第一完成

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共5项。

合利用与智能优化调控;在多能互补协同智能调控

方面,聚焦研究多介质能源转化机制与特性表征、多
介质能源供给协同调控与优化、零碳转型导向下的

多能互补与源储荷自主调控、能源“源—网—荷—
储”一体化智能决策与综合安全、零碳智慧能源系统

的结构化变革、城市智慧能源管控。上述研究涉及

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工程实施与示范应用

多个方面,亟需加强政策支持、研发投入,加快推动

该领域的发展。《中国科学基金》编辑部特别为上述

成果筹划专题,旨在使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进一步

厘清面向双碳目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理论与技术及

应用层面的研究现状和面临挑战、主要科学问题与

关键研究方向,树立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未来

发展方向,助力开展依托工业智能实现双碳目标的

研究,不断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

度、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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