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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由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局）共同编制的《2023年度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

质量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过

去一年，示范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稳定，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84.1%；整体水质保持优级水平，53

个地表水考核断面中达到或好于Ⅲ类

断面比例为96.2%。

自示范区成立以来，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持续改善、生态质量状况

稳定，鸟类等珍稀物种种类有所增

加，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

“绿”了。尤其是在去年，在经济

稳步复苏、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增长

的情况下，示范区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达 84.1%，较 2022年进一步

提升0.8%。与2019年相比，优良天

数 比 率 上 升 5.7%，PM2.5浓 度 改 善

21.1%。

水环境方面，去年地表水环境质

量保持优级水平，与2022年持平。

太浦河水质2019年至今一直稳定在

II类，淀山湖各功能区水质均达到IV

类，主要营养盐浓度呈下降趋势，区

域内4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标。

土壤环境方面，根据示范区3

个背景点、5个基础点监测显示，区

域内主要污染物监测项目含量均低

于农用地风险筛选值。声环境方

面，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较好，

功能区声环境昼、夜间均值达标情

况尚好。生态生物环境方面，2023

年示范区生态质量指数 （EQI） 为

47.20，生态质量评价类别为三类，

较2022年上升0.04。生物多样性状

况保持稳定，其中发现野大豆等国

家二级保护的野生植物及白花蛇舌

草、腺柳等具有重要资源价值的土

著性植物，观察到夏季鸟类13目30

科46种。

在示范区，一体化发展正融入到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

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正成为区域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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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竹纤维材料应用到车载零部件，后备厢部件可以减重

20%，增加纤维含量还能增加产品刚度并降低冲击力。在昨天

举行的世界环境日“同虹绿色论坛”上，第二届“天骄湾杯”

创新创业大赛绿色低碳赛道企业组第一名项目令人印象深刻。

这一获奖项目将竹纤维这一新材料，应用于汽车制造业及

其他复合材料制品这一新场景。澳莆（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通过纤维提取和共混工艺等技术，将竹纤维与各种高分子

化合物相结合，避免了大量能源消耗和繁杂的后道处置，让生

物材料成为化学材料的可持续替代品。试验证明，与传统高分

子复合材料相比，由竹纤维材料制成的汽车后备厢部件有更高

的拉伸强度和刚度，成本更低，还能实现19%以上的二氧化碳

减排。

在科技传播服务平台“科创界”创始人徐荣看来，中国推

进“双碳”的路径，也牵动一系列领域的转型升级。本届大赛

中，“能看到未来市场”的项目受青睐，体现出绿色低碳赛道

上的新变化：从技术创新走向产品创新。在他看来，经过这些

年我国绿色低碳事业的快速发展，市场比拼的不再是“谁有解

决方案”，而是“用谁的产品”。对绿色低碳企业而言，要为新

材料新技术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解决

用户“痛点”。

获得大学生创业组一等奖的新能源电池储能领军者项目，

则对标科创板分类，选择新能源领域的新型储能赛道。项目负

责人、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谭颜锚定的主

要应用场景，是发电侧和用户侧储能。这次的参赛作品，是新

型化学电源“锌—空气液流电池”。与锂电池相比，锌—空气

电池采用的是水系电解质，不易发生自燃等火灾事故，更为安

全可靠；同时，锌—空气电池主要基于金属锌和空气中的氧

气反应，与铅酸电池相比，避免了重金属污染，更绿色环

保。如果储能设备采用新型锌—空气液流电池，可以将当前

平均几小时的储能时长延长到数天甚至几周。谭颜说，他从

2020年起投身这个项目，是考虑到在该应用场景中，国内同

类竞品还未出现，具有较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且，无论是从短

期市场利益考量，还是为长期环境效益着想，这个项目都将发

挥积极作用。

“本届比赛与以往相比，产品类项目增多了，跳脱出纯技

术层面的探讨。”同济科技园虹口园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大

赛累计收到来自25个省市的179个项目，经评审，包括企业组

和大学生创业组各有13个项目获奖。论坛现场，包括澳莆新

材料在内，共有8个项目与园区签署落地协议。获奖项目代表

还与中国银行虹口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五角场支行分别签署银

企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为科创新星后续发展提供保障。

“产品创新”成为创新创业大赛
绿色低碳赛道参赛项目新趋势

竹纤维制成后备厢
汽车更轻排放更少

昨日，在六五环境日上海市主场活动现场，一位阿姨拿着两

袋旧衣物准备投入废旧衣物回收箱。 本报记者 陈龙摄

（上接第一版）

液态化学品运输变“绿色”
碳博会上还有不少新奇的“绿色展品”。

临港的展位上，一绿一蓝两只硕大的箱子十

分惹眼，箱子的体积可变，舒展开来是长1.2

米、宽1米的标准托盘尺寸，折叠起来则变成

扁扁的一块板，方便运输。

“这是我们在生产运输领域循环利用的

创新实践。”现场工作人员揭秘说，绿色箱子

主要用于食品行业的运输，而蓝色箱子则用

于液态化学品运输领域的循环利用，“针对聚

氨酯、丙烯酸乳液、环氧树脂、润滑油、油墨等

非危化学品行业的痛点，我们结合可折叠‘箱

中袋’技术，让传统一次性包装高浪费、高成

本、高污染、固废处理难等核心难题迎刃而

解。”实践显示，蓝色箱子每运输1吨液态化

学品，就能减排二氧化碳160公斤左右，节材

350公斤左右。

这些蓝色箱子外面并没有标签，如何有

效分辨、高效流转？箱箱共用创始人兼CEO

廖清新介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他们采用

“一箱一码”管理模式，可以实时监控箱体的

位置和使用状态。2023年，通过已投入的循

环包装资产，箱箱共用合计约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13.25万吨，减少污水排放33.47万吨。

就在展会期间，箱箱共用还携手临港集团、中

关村科技租赁等伙伴发起零碳循环创业计

划，加速绿色生产力落地。

小小纸杯撬动绿色供应链
展会现场还有一个小物件引起记者关

注——人人都使用的一次性纸杯。“纸杯

里面有一层 PE膜，它与纸杯难分难舍，

使得一次性纸杯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无法

实现完全的循环利用。”在巴斯夫展台，

现场工作人员拿起普通的纸杯，它看起来

材料简单，其中却隐藏着对环境不太友好

的物质。

如何解决这道应用难题？巴斯夫现场展

示了解决方案——高性能水性阻隔涂层纸杯

“生产—使用—回收—再生”全链路体系。

“与传统的PE淋膜纸杯相比，采用水性涂层

的纸杯不仅容易碎解，而且易于和纸张纤维

分离，能直接送入造纸设备中回收利用。”

工作人员介绍，纸杯是非常优质的可再生资

源，而且用量大，覆盖范围广，全面推进其

循环回收利用，有助于高效使用森林资源，

减少碳排放。

一只小小的纸杯，也撬动着绿色供应链

的改变。记者了解到，纸杯的环保“平替”

领域不只有巴斯夫一家在单打独斗，在碳博

会的外商投资企业绿色低碳技术论坛上，上

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巴斯夫、金光纸

业、都佰城集团、湖南立乐科技等还将联合

倡议并发起“零碳循环纸杯先行者联盟”，

旨在推广一次性纸杯的可循环利用，并鼓励

更多相关方加入优质资源再利用、循环经济

和碳减排的努力中来。目前，奕碳科技和雀

巢旗下的奈斯派索已加入先行者联盟。下一

步，联盟还将引入标准制定指导机构、减排

和环境效益认证机构，科学评估该实践对碳

减排和废弃物回收的效果，未来有望在餐饮

行业进一步推广。

“碳中和”以更创新方式走进现实

当老百货商场们纷纷谋求升级转

型，南京路上的新世界城已在过去几年

时间里悄然完成了一系列节能低碳化硬

件改造，正从“算碳、降碳”向“管碳、治碳”

进阶。

2024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

成果博览会昨天开幕，记者从黄浦区展位

获悉，南京路步行街商业建筑碳效提升示

范项目日前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第一批

《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并成

为唯一一个全国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改造示

范项目。

对超大城市上海而言，这条街的绿色

“碳”索意义非凡。南京路有着超大建筑

密度、超高人流量和高占比楼宇经济，改

造要在不影响街区日常运行和建筑风貌的

基础上，达到高效能与高智能。而这也是

中心城区的城市更新未来都要面对的问

题，黄浦区将以一条街的探索，在全市率

先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

发展道路。

未来南京路将诞生5个绿
色商场、1个碳中和商场

作为南京路上有名的老牌百货商城，新

世界城在过去几年间已逐步完成了绿色焕

新，针对制冷、供热、照明、数字化等系统

进行了升级改造，搭建了屋顶光伏发电系

统，借助绿色金融开展合同能源托管，同时

积极开展企业碳配额管理。据统计，新世界

城的碳排放量近年来正在不断持续下降，

成为南京路上的绿色低碳转型标杆项目。

绿色低碳改造，主要围绕能源系统做

文章。“未来南京路将诞生5个绿色商

场、1个碳中和商场”，黄浦区新世界城

绿色低碳改造项目负责人介绍说，既有建

筑要实现节能降碳，数字化转型至关重

要，“算清建筑碳排放的现状，通过监测

评价与审计工作，从而挖掘一幢楼的减碳

潜力，再实施硬件上的降碳改造，譬如安

装光伏可再生能源等”。

先进技术手段的使用，最终将实现

“管碳、治碳”能力水平的提升。黄浦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南京路为试点，将成

为城市中心城区传统商圈改造建设的参考

样板，在降本增效的同时，进一步形成产

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动能。

据了解，南京路绿色低碳改造目前已

有新世界城、世纪广场、春申江大楼、旅

游纪念品商厦等一批示范项目，将针对恒

基名人购物中心、第一百货商厦等11栋

楼宇开展能源审计工作，支持永新广场、

宏伊广场等楼宇获得LEED金级认证，以

整条街的接续改造，探索商业建筑能效碳

效提升路径，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商圈建筑

降碳率15%以上。

居民区接入“虚拟电厂”

全国首个居民“虚拟电厂”也同步亮相黄

浦区展台。

据介绍，虚拟电厂本质是一种新的能源管

理模式，以数据为燃料，以互联网为厂房，从而

形成一个具备等同发电能力的公共设施。

2016年黄浦区启动全国首个商业建筑

虚拟电厂示范项目，截至目前，黄浦区虚拟电

厂平台已接入商业建筑155幢，覆盖率超过

50%，已被纳入上海电力需求响应常规调度

资源，累计调度超2000幢次/50万千瓦。

商业建筑虚拟电厂建设如火如荼的同

时，黄浦区进一步将居民小区纳入虚拟电厂

覆盖范围，展会现场展示了全国首个居民虚

拟电厂2.0版。

居民“虚拟电厂”，其原理是在居民家中

插座里接入一个小型感应器，用户通过手机

App就能直观地看到家庭用电情况。此外，

在虚拟电厂平台中有一个低碳社区应用板

块，展示社区碳排放排名和低碳知识内容，以

“碳普惠”形式激励居民参与节能降碳行动，

从而促进社区用能和碳排放管理。截至目

前，虚拟电厂已累计接入用户超300户，接入

用电设备超过900个，总接入容量超600千

瓦，在夏季高温天需求响应试验中累计成功

调节电力负荷超过100千瓦。

新世界城完成一系列节能低碳化硬件改造，
正从“算碳、降碳”向“管碳、治碳”进阶

南京路绿色“碳”索入选首批全国示范

本报讯（记者张懿）2024上海国际碳
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开幕之际，

新版《上海产业能效指南》昨天发布，将对

指导本市提升产业能效、优化产业结构发

挥重要作用。市经信委相关人士表示，接

下来，上海将积极对标《能效指南》，加快

淘汰落后设备，助力制造业整体能效提

升，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能效指南》是在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统计局指导下，由市能效中心、市节

能中心、市节能协会、市能源标准化委

等联合发布的。与旧版相比，新版《能

效指南》结合国家及地方标准的最新变

化，对一系列能效、水效指标进行调整，

并增加国家及本市绿色产业发展政策

和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

总体上，新版《能效指南》从重点产

品能效、重点设备能效、行业产值能效

等维度出发，遴选出一系列限额值、准入

值、先进值，为企业与先进对象对标，为政

府引进项目、制定产业政策、开展节能监

察等提供量化评价标准和参考依据。值

得一提的是，为方便各方获取《能效指南》

信息、了解相关能效指标，市能效中心此

次专门发布“能效导航”微信小程序，让用

户可以在线查询产业能效指标。

据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人士介绍，当前本

市正在积极响应《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

新实施方案》的要求，加快制造业智能化、绿色

化、融合化发展。在此背景下，新版《能效指

南》的发布，有利于发挥其“上对标杆，下对限

额”的作用，加快淘汰落后设备，促进升级设备

能效，助力制造业整体能效水平提升。

据悉，接下来，本市相关方面计划实施一

系列工作，包括设备能效对标行动、设备更新

升级行动、系统能效标准提升行动、创新产品

应用行动等，加大对重点企业能效管理情况

的排摸，强化节能监察，加强创新产品在重

大工程的推广力度，引导企业升级工艺和设

备，进一步推进本市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上海新版《能效指南》推动工业设备更新

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人，已成为推动

可持续消费发展的主力军。面对环保这件

事，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变了：从“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到“人人有份，积极参与”，从“只

看到自己的肚脐眼”到“关心对地球到底好

不好”，从“感觉上不错”到“用起来真

香”……这些绿色消费观的养成正引领新

的消费趋势。

作为2024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

与成果博览会平行论坛之一，昨天举行的

聊点新“花”样——Z世代可持续消费平行

论坛聚焦可持续消费这个关键环节。当年

轻消费者对可持续消费有了足够兴趣，如

何跨越“痛点”，帮助他们把环保理念转化

成实际行动，与会专家给出不少建议。

年轻人可持续消费四大新趋势

可持续消费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关键部分，不仅将助力减少资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也有望成为消费创新和增长的

强劲动力。

令人欣喜的是，当下年轻人的绿色消

费观已经觉醒。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基

金会与欧莱雅中国在论坛上发布的《年轻

人的新“花”样：2024年轻人可持续消费

趋势洞察》 清晰描绘出Z世代“人人有

份，积极参与”的态度转变。报告显示，

年轻人在可持续消费方面有四大新趋势，

体现为清醒消费、身心平衡、科技驱动以

及自然友好。

可持续生活博主、豆瓣“无痕生活”

小组发起人苏一格告诉记者，有40万人

在豆瓣的极简生活小组致力于将资源和精

力花在生活中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贵的

买不起，而是希望用钱更加理智。”

“我比较在意技术能否真正解决环境

问题，而不是只搞噱头。”好瓶主理人

Supa为科技创新而投票，在她看来，如

果一个产品只是空洞地打上环保标签，而

没有真正的技术创新和支持，很难赢得00

后的青睐，甚至会在社交分享时代遭遇批评

和抵制。

破题“知易行难”，增加绿色
消费选择

虽然许多年轻消费者都非常愿意支持可

持续消费，但化作实际行动却没有那么容

易。贝恩发布的《亚太区可持续消费趋势洞

察》显示，90%的消费者愿意付出更多价钱

购买可持续消费产品，但只有少数人会实

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当下的尴尬

现状。

为何会出现知易行难的情况？年轻人普

遍认为，“选择难”是一个痛点，特别是

“很少有人能讲清楚”什么是可持续，部分

品牌的“洗绿”行为更影响了消费者的信

任。报告显示，53%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可持

续产品或服务“可获取信息较少”，42%希

望供应商完善产品、服务“可持续属性”的

标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年轻人还吐槽

“不便捷”，比如不少商家推出的咖啡自带

杯、空瓶回收等举措，对于年轻人而言，日

常出门时并不便于实操，增加了绿色消费的

难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李丽认为，破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是当务之急，要赋能消费者获得充足的产品

环境影响信息，并进一步建立相关行业标

准。她还特别强调推动创新的重要性，“品

牌要让产品在品质功效和可持续表现上齐头

并进，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比如，推

动可替换包装这一创新包装形式的普及，就

是值得一试的做法。”

欧莱雅北亚及中国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朴

智鲜透露，未来欧莱雅将提供更多补充装、

替换装，预计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会持续上

量，确保洗护产品、面霜、粉底气垫等关键

产品都有可持续产品供应，比如契尔氏的一

款面霜就将于今年9月推出替换装新品，在

消费者看得到的地方持续进行消费者教育。

碳中和博览会平行论坛聚焦年轻人可持续消费——

Z世代会为怎样的“绿色”买单

2024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黄浦展台现场。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聚焦世界环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