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中心“碳中和”的绿色之路



公司简介

北京泰豪

数据驱动治理运营服务商

• 多年深耕智慧城市产业，业务涵盖智能建筑、智慧园区、

智慧城市、数据中心、智慧水务、智慧能源、智慧教育、

智慧医疗等领域

• 以成为数据驱动治理运营服务商为战略发展导向，持续

做大做强智能建筑业务，做深做精数据驱动治理业务



数据中心——
数据驱动治理服务体系架构

数据驱动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

公司简介



快 快速交付 优质高效

新 新技术 新工艺 新能源

省 稳定可靠 节省TCO

绿 绿色低碳 节能减排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服务商

公司简介



“碳中和”的提出

• NASA观测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温室气体浓度较

19世纪升高了1.2°C，过去170年CO2浓度上升

47%,这种极速变化使得物种和生态系统的适应时

间大大缩短，进而造成全球气候变暧、海平面上

升、作物产量降低、人类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加

剧等种种危害。在此背景下，代表可持续发展的

“碳中和”目标被提出，即追求净零排放，实现

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脱钩。



我国碳排放居全球首位

• 近十年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始终居于全球首位，2020年，中国排放二氧化碳近99亿吨，占全球排放比重高达

30.66%，2021年数据中心行业用能碳排放约7830万，到2030年中国碳排放总量预计达到104-110亿吨，而数据中

心用能碳排放也将达到约1.5亿吨。减少排放绝对量和调整用能结构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数据中心2010-2030用能碳排放增长量图数据中心CO 2排放占全球排放量2%



“3060”是国家战略行动

• 在“碳中和”大背景下，我国首次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是在2020年9月份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宏远目标。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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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宣誓：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

2020.9.22

第七十五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

2020.9.30 2020.11.12 2020.11.17 2020.11.22 2020.12.12 2021.1.25

第三届

巴黎和平论坛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边会

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峰会

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二次会晤

2020年

气候雄心峰会

“3060”双碳目标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和行动方案



“碳中和”的达成，是能源供给侧的变革

•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着力推动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 随着清洁能源费电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电成本的下降，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将有潜力促进中国约50%的人为温室

气体排放去碳化，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中最重要的技术。

• 在数据中心行业能源侧，更多的使用新型能源也是从源头减碳的重要手段。

注：非化石能源包括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2035年使用占比

40%



数据中心的“碳中和”=节能+清洁能源

全球部分互联网科技企业10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和进展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 各公司公告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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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是能源使用测，并不直接产生碳排放，节约能源使用才是真正的

减碳。“碳中和”即是挑战又是机遇，“碳中和”倒逼数据中心行业走向

优化、节能、智能的道路。

更多的使用清洁能源也是“碳中和”过程的重要手段



数据中心节能的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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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能

海洋能

太阳能

生物能

风 能

地热能

我们应该对清洁能源
对环境的影响

有更加充分、理性的了解

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背后隐藏的环境危害

光伏发电

水电

风电

• 2500l水生产1升能源，速生树对生态

造成极大破坏，生产过程中排碳巨大。

• 太阳能板制作大量耗能排碳，

副产品四氯化硅等污染物。

• 水质污染，生态多样性危机，

湿地消失、泥沙淤积

• 风不常在，需要其它能源填补。大力推

广风电的国家和地区碳排放量减少不明

显。

生物能源



绿色真正的含义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思想

——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是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任务，是保障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深入实施制造强国、
网络强国战略的有力举措。为贯彻落实《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信部规〔2016〕225号）、《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加强“十三五”信息通信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节〔2017〕77号），加快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现
提出以下意见。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业信息化部）的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制造强国战略，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高举

绿色发展大旗，紧紧围绕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提升，以传统工业绿色化改造为

重点，以绿色科技创新为支撑，以法规标准制度建设为保障，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构建

绿色制造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产业，推动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

全面发展，建立健全工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提高绿色国际竞争力，走高效、清洁、低碳、

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推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共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十三五”信息通信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节〔2017〕77号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

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信息化应

用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为重点，以提升信息通信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为主线，以绿色科技创

新为支撑，以政策法规标准制度建设为保障，大力推进信息通信产业升级，建立健全信息通

信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走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促进行业健康和可持

续发展。

——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

以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以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

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绿色新政》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概念



绿色的“重点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

• 绿色应该是更高的要求，是通过数据中心建设达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和谐相处，并且可持续发展，换言之，

数据中心的“绿色”应该是：通过数据中心的建设与运营让环境变得更好。



数据中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切勿只看碳排放

“碳中和”

碳中和之前

后“碳中和”时代

数据中心的绿色之路



数据中心绿色之路的概念闭环（用氢能源举例）

有风制氢，无风则停

先制甲醇，节省运输成本，

就近制氢，存储应用。

无风时，

可用其他形式能源

进行差补

差补出现碳排放或其他形式有

害物时，进行捕捉封存再利用

或其他有效治理模式将其中和。

氢能源充足时，

补贴其他数据中心，

也可纳入差补份额。

互补 差补 弥补 贴补



选取一种或几种清洁能源进行互补

结合风电附近场景进行建

设，减少运输成本，并存

在自然冷却利用可能性。

或在制氢厂附近建设，节

约运输与输配电成本。氢

存储后也可做ups端电池

及代替柴发。

配合数据中心建设：

举例风电：
优点：清洁，不对环境造成影响

缺点：不稳定，地址选取苛刻，

存在波峰波谷

举例氢能源：
优点：清洁，燃烧过程无任何污染，且对

环境有积极促进作用

缺点：传统制氢过程仍然需要耗费化石能

源，并产生有害排放。

风氢能数据中心：
优点：有风则制氢，无风则不制，自给自足，对环境无任何污染

缺点：安全、存储和运输还需要进一步改善，政策和标准还需突破，环境选择较为苛刻。



氢风能不足时进行其他形式能源差补

风电波谷且氢燃料不足时，可采用其他形式进行差补：

优点：差补电力可作为安全线路备用 缺点：能源侧产生碳及其他有害物质排放



差补后的弥补工作

• 差补后会产生碳及其他有害排放，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捕捉再利用，依然用氢进行举例，对碳进行捕捉后，

即可利用氢进行催化利用。

• 目的是将差补产生的有害物质完全抵消，以不对环境造成影响为准。



过剩后的补贴

• 当氢风能达到波峰时，如本身数据中心使用有所剩余，可对其他数据中心进行补贴出售。达到一种全行业的联动效果。



• 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合作，进行氢燃料电池与数据中心应用的相关研究

• 与清华大学开发部合作，进行绿色数据中心相关研究

泰豪在数据中心“碳中和”绿色之路上的努力



综上，“绿色”数据中心并不能只以碳排放作为唯一指标，

要通过每个环节每个专业的控制和设计达到总体促进环境更优的目的，

要做到“绿色”即是细节又是整体。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