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7日，“科学与中国”20周年
重庆科普报告会暨第六期重庆市领
导干部科技讲堂在雾都宾馆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科
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金之
钧作了题为《碳中和——背景与实现
路径》的科普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
作委员会委员尹浩通过线上方式作
了题为《物联网发展的昨天、今天与
明天》的科普报告。

院士专家来渝纵论科技前沿热点

“我们团队认为，两个轮子驱动，
两大领域发力，一个核心抓手,是中国
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基本路径。”7月
27日上午，在“科学与中国”20周年重
庆科普报告会暨第六期重庆市领导干
部科技讲堂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
会委员、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
之钧分享了他对实现碳中和基本路径
的思考。

“目前，我国的人均能耗随着GDP
的增加而增加，但增速明显下降。”金
之钧表示，既要保证GDP增长，又要满
足对能源的需求，这是我国实现碳中
和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

金之钧指出，我国提出用30年时
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2030至2060年
期间，每年需减碳3亿吨以上，减排的
强度前所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
稳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研究其路径
极其重要。为此，金之钧团队提出“两
个轮子驱动，两大领域发力，一个核心
抓手”的基本路径。

两个轮子驱动，是指发挥政府导

向作用和市场主体作用。金之钧表
示，政府的导向作用在起步阶段非常
重要。但要认识到这是一把“双刃
剑”，一方面，减碳需实事求是，防止一
刀切、层层加码。另一方面，从长远来
看，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避免出现
煤炭“一吨难求”的情况。

两大领域发力，指的是减碳领域
和消纳领域。减碳方面，一是调整能
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
石能源结构比例。二是调整钢铁、建
筑、交通等工业领域结构，改造工业
流程，实现再电气化。消纳方面，应
着力进行陆地生态系统现状与潜力
分析、海洋生态系统与潜力分析，发
展CCUS/CCS技术、二氧化碳直接利
用技术等。

一个核心抓手，指碳定价、碳交易

与碳税。世界银行2020年数据显示，
全球已有61项碳定价机制正在实施或
计划实施中，其中31项属于碳排放交
易体系，30项属于碳税，共覆盖约120
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约22%。2021年，随着生态环境
部印发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启动实施，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已全面启动。

金之钧表示，碳中和涉及社会方
方面面，仅从技术、能源、生态环境等
任何单一部门考虑都是片面的。他
建议，碳中和路径设计应处理好五大
关系：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能源安全
与碳中和的关系，把经济发展与能源
安全作为首要目标；二是国家层面的
减排目标与各省市、企业减排目标以
及路线图的关系，积极做好国家层面
的统筹协调；三是传统化石能源公司
和新能源公司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层
面重视行业之间的平衡性与协同性；
四是近期与长期的关系，着手近期，
着眼长期，积极培育颠覆性技术，用
技术改变能源格局、创造未来能源；
五是中国与全球的关系，既要顺应或
引领时代潮流，又要防止被国外制约
能源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金之钧：

两个轮子驱动，两大领域发力，一个核心抓手
是实现碳中和的基本路径

重庆日报记者 张凌漪

7月27日，“科学与中国”20周年
科普工作座谈会暨院士重庆行科普
报告会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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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记者 谢智强 摄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产业生态竞
争将日趋激烈。”7月27日上午，在“科
学与中国”20周年重庆科普报告会暨第
六期重庆市领导干部科技讲堂中，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

与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尹浩在作主题
为《物联网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线
上报告时表示，人工智能正在驱动物联
网，从“万物互联”迈向“万物智联”。

回溯物联网发展的“昨天”，尹浩
表示，物联网概念自本世纪初提出以
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得到认可，并成
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
驱动力。“物联网产业被称为继计算
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
第三次浪潮，深刻改变着传统产业形
态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大量新
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引发了全球数
字经济浪潮。”

在我国，2018年12月，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的概
念，强调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

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在尹浩看来，物联网在
新基建的浪潮下正加快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成为重塑生产组织方式和促进
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设施和关键要
素。

今天，在新基建浪潮推动下，我
国物联网产业发展正迎来战略机遇
期。围绕供给侧、需求侧和智慧城
市三大应用领域，物联网与垂直行
业的融合应用日益深入，覆盖场景
日趋广泛。

尹浩举例介绍说，当前物联网在
工业领域应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
是网联传感器实现智能化生产。企业
通过网联传感器，动态感知生产设备、
原材料、人员状态，实现生产过程的智

能决策和动态优化，显著提升全流程
生产效率、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二是
实现企业服务化转型。利用传感器获
得的海量实时数据，结合云平台侧的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预
测性维护、性能优化等服务，实现企业
服务化转型。

提及未来的发展，尹浩表示，新基
建在给物联网产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
时，也迎来诸多挑战。一是核心基础
能力依然薄弱，产业生态竞争力不
足。二是缺少整合和龙头企业的引
领，产业链协同性不强。三是相关的
标准体系仍不完善。四是物联网与行
业融合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化。五是网
络与信息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尹浩
提出，围绕供给侧、需求侧，打造可持
续发展的“物联网+”新型产业体系，驱
动物联网产业协同发展是关键。“必须
同步推进物联网网络建设、加强物联
网标准和技术研究、提升物联网应用
广度和深度、构建高质量产业发展体
系、建立健全物联网安全保障体系等
五个方面工作，推动物联网产业健康、
快速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浩：

人工智能正驱动
物联网从“万物互联”迈向“万物智联”

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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