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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典型案例

（排名不分先后）

一、示范园区（1 家）

序号 园区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行业 推荐理由

1 锦界工业园区 四 陕西省 -

管理方面，园区建立了由市领导和园区管委会负责人组成的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领导小组，

建立了政府、企业、项目配套多方共同参与的资金筹措体系，并组建了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工作

监督小组。

技术方面，园区从能源互联网系统建设、物联网平台建设、智慧园区建设三方面开展电力需

求侧管理工作。

实施理念方面，电力需求侧管理项目开创新模式，实现了锦界工业园区多能流协同能力管理，

提高园区清洁能源比例，促进园区循环化改造，打造智慧园区。

实施成效方面，园区通过长期的需求侧管理工作，对园区其中 9户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 9户企业共节约电量 4256 万千瓦时，削减或转移负荷 2702 千瓦；2022年节约电量 19903 万

千瓦时，削减或转移负荷 19735千瓦。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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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范企业（11 家）

序号 企业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行业 推荐理由

1
银川隆基硅材料

有限公司
一

宁夏回

族自治

区

半导体

管理方面，该公司通过电力需求侧平台的建立与改造，针对生产用电环节梳理排查，制定用

电管理实施方案 13项，从领导层面持续推动电力需求侧管理。

技术方面，公司通过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对能源数据进行监控、分析，采用低碳绿色节能

照明、谐波治理等手段，同时对循环水泵、单晶炉、电容补偿柜开展节能改造。

实施理念方面，该公司将电力需求侧管理与信息化管理两化融合，构建电能管理 ERP系统，

以改变用电习惯和方式，达到电能管理的“可视化、数字化、网络化、专业化”。
实施成效方面，该公司通过电力需求侧平台的建立与改造，在平台运行期间，经生产用电环

节梳理排查，实现经济效益 5114.2万元，节能量 16890.7吨标准煤，2022年用电量为 92648.3万
千瓦时，较上年减少 5976.2万千瓦时，产值 105.7亿元，较上年增长 35.8亿元，2022年万元单

位产值能耗 0.1吨标准煤，较上年能耗降低 33.8%。

2
福耀玻璃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福建省 玻璃

管理方面，该公司成立能源管理委员会，持续完善能源管理体系，制定《能源运行管理程序》

《监视和测量管理程序》《节能环保管理规定》等管理文件。

技术方面，该企业大力推广节能技术和节能设备应用，积极推进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储能电

站、高温烟气余热发电等项目建设。

实施理念方面，该公司制定降本增效和清洁能源使用计划，优化生产流程和能源使用结构，

推进能源管理数字化建设，加大可再生能源使用。

实施成效方面，公司内自建智慧能源信息管理平台，系统监管能源数据。2022 年综合能源

消耗 571454.9万千瓦时，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 94兆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9193.6万千瓦时，

减少能源消耗 11298.9吨标准煤。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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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行业 推荐理由

3
云南天安化工有

限公司
三 云南省 肥料制造

管理方面，该公司成立了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组，制定了《节能减排责任制考核和奖惩规定》

《主要耗能设备管理规定》《节能低碳责任书》。

技术方面，自 2020年起，该公司建立了能源管理系统及能源数字化工厂，全面监管煤、电、

水、蒸汽、压缩空气等能源数据，实时开展能源平衡网络监测、能耗预警、重点用能设备能源计

量管理，数据报送及节能诊断，进行了配电设备更新改造、投入数字化工厂、余热余压利用、电

机设备节电改造等多项改造工作，系统有效保障了园区的用电安全与能效提升工作。

实施理念方面，该公司通过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有效手段，构建以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为导向的新发展理念，并持续进行智能化、节约化改造。

实施成效方面，通过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可靠性得到保障，系统更加稳定，各生产装置实

现安、稳、长、满、优运行。合成氨能耗从 2020年 1486千克标准煤/吨下降至 1401千克标准煤

/吨，磷酸二铵从 225千克标准煤/吨下降至 219千克标准煤/吨，磷酸一铵从 211千克标准煤/吨下

降至 205千克标准煤/吨。

4
中材安徽水泥有

限公司
四 安徽省 水泥

管理方面，该公司建立体系化的节能领导小组，制定能源资源规划及用电管理实施方案 20
余项，建立了《能源计量管理制度》等 4项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度。

技术方面，该公司进行了离心泵、高效风机节能改造、在线分析仪自动配料系统技改项目、

磁悬浮及气悬浮风机技术改造等多项改造措施。

实施理念方面，该公司重视能源资源管理工作，重点围绕能源资源管理、能源计量、节能减

排等方面开展工作，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实施成效方面，拓展建设能源管理平台，实现可视化、信息化、集中化与智能化的能源管理，

为公司可持续用能优化及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提供技术支撑与决策参考，实现新增经济效益 425万
元每年，节能量 1154吨标准煤/年。2022年用电总量为 22906.7万千瓦时，产值 14.2亿元，单位

万元产值能耗 2.4吨标准煤。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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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行业 推荐理由

5
中信重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四 河南省 机械制造

管理方面，该公司制定了《中信重工动能管理制度》等 4项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度以加强能源

管理，获得全球能源管理领导奖-能源管理洞察力奖、“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资质证书。

技术方面，该公司开展了优化峰谷平用电方案、变压器节能改造、电能质量治理等技术改造

工作。

实施理念方面，该公司通过“互联网+”能源管理系统，对电力、天然气、氧气、蒸汽、压缩

空气等十几种动能进行数据采集和实时监控。利用能源管理系统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开展功

率因数对标、需量控制、对重点用能设备进行重点管控实现错峰生产。

实施成效方面，通过电力需求侧管理，优化了公司电力资源配置，调整了用电结构及方式，

提高了用电效率，在企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安全效益的同时，促进了节能降耗和减排工作，

对企业转型升级起到了良好的保障作用。2022年公司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98251.01吨标准煤，较

2021年减少 20%，碳排放量 249182吨二氧化碳，较 2021年同期减少 17.2%，约 51599吨。

6
美的集团武汉制

冷设备有限公司
四 湖北省 家电

管理方面，该公司联合美的集团各基地成立能源管理小组，制定《能源管理手册》等 4项电

力需求侧管理相关运行制度；在公司内部成立绿色制造推进项目组、电力需求侧管理小组，建立

了需求侧响应三级管控机制。

技术方面，该公司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2022年厂区内年度光伏用电量在 330万千瓦时

左右；在建分布式储能技术项目；TO 炉余热回收、氮气自制、气体回收再利用、高压空气替代

高氮、线体联动改善、磁悬浮中央空调迭代等一系列节能降耗项目已落地。

实施理念方面，厂区电力需求侧管理从安全可靠用电、绿色节能用电到智慧能源用电等方面

持续转型，形成了独特的能源管理方案、自主设计的能源管理系统与节能创新的低碳项目等，大

幅提升了厂区能源管理水平。

实施成效方面，2022年全面升级工厂能源系统覆盖水电气仪表 600余个点位，包含能源用量

监控、报警预警管理、耗能费用分析、闲时浪费预警等功能，不仅加强了重点能耗设备设施的监

控，同时为节能项目效果评估提供强有力依据，为后续场景化绿色低碳平台的建设奠定基础，实

现年度减碳量超 4000吨。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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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行业 推荐理由

7
中国重型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四 山东省 汽车制造

管理方面，该公司制定了《能源管理办法》《变电站管理办法》等多项制度，统一管理标准

及用能检查制度。对各生产单位用电分时管控，结合实际生产情况制定用电管理实施方案。

技术方面，实施了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采用地源热泵空调系统、监测各生产单位用电情况、

监测电能质量等电力需求侧管理措施。

实施理念方面，该公司通过建立电力需求侧管理系统及电力需求侧管理数据体系，实现能源

智能化、自动分析及预测管理，从而实现能源管理的精细化运作。

实施成效方面，通过智慧能源信息系统，实现公司、产线和重点耗能设备的分级管理，目前

共计接入计量仪表 2千余块，用电管理方面实现用电尖峰平谷分析，提高了能源管理工作质量和

效率，促进节能减排，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企业效益。2022年公司用电总量为 51983万千瓦时，

2022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0.017吨标准煤。

8
太钢集团岚县矿

业有限公司
四 山西省 采矿

管理方面，该公司设立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组，建立并完善了相关的制度，于 2021年通过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加强用电管理及用电设备的运行维护，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制度及细则，严格

实施节能降耗监督检查。

技术方面，在原有电力需求侧管理平台基础上建设了综合能耗在线监测平台，根据平台监测

分析进行了无功补偿节能改造、优化浮选低压电网功率因数、生产工艺节能改造等多项节能措施。

实施理念方面，该公司加强用电管理制度建设，重视信息化平台建设，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

改造等措施，优化了用能结构、提高了用能效率，实现了能源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降低了公司

的用能成本。

实施成效方面，无功就地补偿提高用电设备功率因数达到 0.9以上，实现节能量 73.9万千瓦

时/年；电容补偿的合理投用使电网功率因数由 0.85提高至 0.95左右，平均每月节约电能 125.9
万千瓦时，核算节约电费 51.6万元。2022年，该公司用电总量为 120831万千瓦时，单位产值电

耗 1350千瓦时。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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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行业 推荐理由

9
陕钢集团汉中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
四 陕西省 钢铁

管理方面，该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节能环保管理体系，建立完善了《避峰就谷实施方案》等 8
项管理制度，建立了完善的电能目标责任制及能源目标指标考核体系，实行电耗定额管理。

技术方面，开展了无功补偿、变频技术、节能水泵技术、低碳绿色节能照明等节能改造项目。

实施理念方面，企业改进用电方式，在用电环节制止浪费、降低电耗、移峰填谷、减少碳排

放，在节约用电、信息化建设、可靠用电、电力需求响应、绿色用电、环保用电、智能用电等方

面均进行了有效提升改造。

实施成效方面，积极参与负荷侧调峰，实行有序用电，近 3年参与电力需求响应 3次，2021
年利用峰谷电价差节约电费 182.6 万元，2022 年利用峰谷电价差节约电费 581.2 万元；新建

BIPV14.19MWp分布式光伏项目，预计 2023年 11月并网发电，年平均发电量预计约 1316万千

瓦时；环保用电方面，2023年 1-8月份取得绿色用电 3900万千瓦时，减少 CO2排放 2.6万吨。

近年来吨钢综合电耗降至 2022年 301千瓦时，2022全年避峰就谷节约电费 581.2万元。

10
上海仪电显示材

料有限公司
四 上海市

显示器件

制造

管理方面，该公司制定了《节能管理规定》《节约能源文件》《公司用能费用汇总表》《“十
四五”节能减排规划》等多项专业制度与方案。该公司建立了能源管理体系，明确了全体员工在

能源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并将能源管理工作推进到每个用能单元。

技术方面，公司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全过程、精细化能源管理，通过优化峰谷平用电方案、

提高功率因素、变频器改造、冷冻机冷却水泵变流量控制、工艺车间下降层更换感应灯等 100多
项节能改善措施收到实效。

实施理念方面，建有一套完善的循环管理系统，通过列行的节能监测、能效对标、内部审核、

组织能耗计量与测量、组织能量平衡统计、管理评审、自我评价、节能技改、节能考核等措施通

过体系全面控制能源使用。

实施成效方面，该公司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通过系统性实施和节能技术改造，节省了能耗支

出，挖掘出新的节能空间，自电力需求侧平台投入后，年电力直接交易考核偏差为 0.89%。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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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行业 推荐理由

11
赞皇金隅水泥有

限公司
五 河北省 水泥

管理方面，该公司形成了需求侧管理专业制度与方案 14项，持续改进电力需求侧管理措施。

技术方面，该公司从 2016年起进行了高低压电机进行变频技改、低碳绿色节能照明、低压

电容提升改造等多项技术改造工作。

实施理念方面，该公司采用先进生产线设计思维，使用工业固体废物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

固废等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理念的技术工艺装备，并对企业自身进行了长期有效节能改造。

实施成效方面，该公司通过长期的需求侧管理工作，水泥综合电耗每年呈下降趋势，已降至

2022年的 69.2度/吨。可比熟料综合煤耗 96.9千克标准煤/吨，可比熟料综合电耗 52.2千瓦时/吨，

可比熟料综合能耗 103.34千克标准煤/吨，可比水泥综合电耗 66.5千瓦时/吨，可比水泥综合能耗

76.1千克标准煤/吨，均优于《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16780-2012要求，达到国内行业

先进水平。

三、参考产品（技术）（12 项）

序号 产品技术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申报企业 产品（技术）简介

1
CET-EEMsys工
业企业能源管理

系统解决方案

一 广东省

深圳市中

电电力技

术股份有

限公司

产品适用于石化、化工、有色金属、钢铁、电子制造、机械制造、汽车制造、轻工等行业，

产品依托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电力能效监测终端和数据采集集中与交互终端，通过对企业用能数

据的采集、监测、统计和分析，发现企业用能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为企业生产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帮助用户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用能效率，最终节省成本。

获发明专利 6项，实用新型专利 13项，外观设计专利 4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 1项；通过

中国赛宝实验室测试及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科技成果鉴定。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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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技术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申报企业 产品（技术）简介

2
WNK能量回馈装

置
一 湖北省

万洲电气

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适用于国民经济各行业具有位能负载、大惯量负载和长时间（频繁）减速制动的场合，

产品配套与节能改造。WNK系列回馈节能装置采用了第三代电流控制算法，核心部分采用了美

国 TI的工业控制专用 DSP处理器和高性能电力电子器件 IGBT/IPM，使产品的回馈效率高，电

流谐波极小，从而避免了常见回馈装置对现场设备控制系统的干扰，确保了加装回馈装置后不会

影响现场设备的正常运行。

2013年 10月通过湖北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获国内发明专利 1项、国内实用新型

专利 2项，被评为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节能环

保）项目，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湖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3
永磁涡流柔性传

动节能技术
一 辽宁省

迈格钠磁

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适用于电力、矿山、冶金、石化、水泥等领域，通过永磁材料所产生的磁力作用，完成

力或力矩的无接触传递，实现能量的空中传递，具有节能（平均节能 15%以上）、隔振（80%）、

降耗、环境适应性强、延长系统使用寿命、维护量少、产品寿命周期长等显著优势，是风机、水

泵、破碎机、皮带机、磨煤机等常用负载装备持续、安全、高效运行的新型绿色保障工具。

产品获得专利 122项，已入选工信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国

家发改委《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国家节能中心《重点节能技术应用典型案例》。

4
新联能源综合服

务云平台
二 江苏省

南京新联

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应用于对电力用户的配用电监测与能效管理。采用互联网+模式，集成云计算技术、移

动互联网技术和数据采集等技术，支持Web、App、微信访问方式。实现配用电设备的采集监测

与能效管理，支持需求响应、园区抄表、光伏系统监测、空调监控扩展应用等功能。

通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新产品技术鉴定，认为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获得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专利 1项、外观专利 1项。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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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技术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申报企业 产品（技术）简介

5
高而美低温型热

泵采暖、干燥机组
二 广东省

广东高而

美制冷设

备有限公

司

产品应用于学校、宾馆、家庭的生活性供暖及工厂、矿山等生产性供热（含干燥）领域，并

出口欧洲。产品采用一种空调热泵节能系统的控制方法的专利技术，通过对频率的有效调节保证

主要的高耗能部件高效运行和整体系统的平稳运行；应用了一种低温增焓制冷系统专利技术所设

计的系统，使产品在严寒气候环境下能效明显跃升，并确保其在恶劣气候环境下仍安全可靠正常

运行；采用了一种电子膨胀阀最佳开度的调阀方法和调阀装置的专利控制技术，能将实际条件与

预设程序有机结合，使系统保持在最佳的蒸发器供液量下工作；应用了一种强力制冷和快速化霜

的空调热泵系统的工作方式和一种化霜余热吸收再利用的控制方法的专利技术，实现了化霜余热

利用和按需除霜及适时退出、并可按需变频加热化霜；使用一种温控防冻装置及具有该装置的液

路系统的专利，有效避免了冬季环境下停电或较长时间停用后水路系统损坏的问题。

产品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和国家日用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获得国内发明专

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2018年获得著作权登记证书、产品采用的分液冷凝节能降耗技术

获得 2018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20年获得“专精特新”新品发布会入围新品奖、2022年广

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2022年佛山科技进步奖。

6
烧结余热能量回

收驱动机组

（SHRT）技术

二 陕西省

西安陕鼓

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应用于冶金领域，将烧结余热发电改为直接拖动烧结主抽风机，双能源驱动烧结主抽风

机向烧结工序供风，使驱动烧结主抽风机的电机降低电流而节能。其核心在于汽电同轴双能源驱

动主抽风机减少了能源之间转换的重复损失，大幅提高余热回收的效率。机组适应工况宽广，当

汽轮机功率低于烧结主抽风机所需功率时，由电动机补充，实现主抽风机的正常运行；当汽轮机

功率超过烧结主抽风机所需功率时，富余的能量将通过电动发电机发电外送，可同时实现调速运

行状态下的反送电。

经查新，国外无该机组配置的任何记录。在冶金领域属于陕鼓首创。通过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获得发明专利 5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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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技术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申报企业 产品（技术）简介

7
Agorae DR-EMS
配用电可靠性及

能效管理平台

三 福建省

福建阿古

电务数据

科技有限

公司

产品适用于供配电可靠性要求高的工业企业，如对电力质量以及能源精细化管理有较高要求

的半导体、生物医药以及高能耗行业。产品基于 AIOT边云协同的多源融合电气特征分析技术，

高效率低成本的解决了恶劣环境安全用电和重要场所可靠用电的困扰。围绕“精确感知、实时采

集、稳定通信、可靠数据”的产品设计理念，通过对企业用电、水、热、气、油等能源消耗关键

节点加装智能边缘终端，依托 5G网络、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全方位

的需求侧运行监控管理、能源管理、设备管理、专业的节能解决方案、故障预警及快速响应的运

维服务。

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项，外观设计专利 1项，软件著作权 30余项。

8
GTR飞轮储能装

置
三 河北省

盾石磁能

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产品应用于轨道交通、电气化铁路、微电网及新能源领域。利用旋转体高速旋转时所具备的

动能来存储能量，通过电动机/发电机一体化双向高效电机，实现电能和动能的双向变换。其核

心技术包括复合碳纤维转子技术、大功率高速永磁电机技术、混合磁悬浮轴承技术及阵列控制技

术等。该产品可实现节能减碳，改善电能质量，稳定网压等效果。

通过国家铁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通过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中心科学技术成果鉴

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国内发明专利 19项，实用新型专利 41项。

9
绕组式永磁耦合

调速器技术
三 江苏省

江苏磁谷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应用于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动力传动领域。绕组式永磁耦合调速器是非接触永磁传

动设备，由永磁转子、绕组转子及控制系统组成。永磁外转子与绕组内转子有转速差时，绕组中

产生感应电动势；控制绕组中的感应电流，实现调速和软起功能。在传递动力的同时，转速滑差

形成的能量引出发电，逆变回馈到用电端再利用，高效、节能，解决了其他转差调速类设备的温

升问题，节能效果显著。

通过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科技成果鉴定，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

测，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国内发明专利 7项、国内实用新型专利 27项、国外专利 6项。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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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技术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申报企业 产品（技术）简介

10

分布式多能互补

储能型三端一体

多反馈智慧型

（冷）热联供系统

三 辽宁省

沈阳恒久

安泰环保

与节能科

技有限公

司

产品适用于有冷热需求的不同体量和业态的场所。系统由会思考的云端，执行可靠的源端及

多维度反馈精准的末端有机结合，将电网低谷电、风光弃电转换成热能储存，云端根据天气预报、

用户需求计算负荷，按需蓄能精准供能，最大限度发挥系统优势和节能效果。源端包括：固体储

能装备、高压电极锅炉、热泵、相变蓄热装置等。末端包括：蓄能电暖器、智慧风盘、无线室温

釆集器等。云端：将 AI大模型、边缘计算、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综合应用，可自主学习、

AI分析，根据用户使用习惯，结合区域、天气、保温等多要素进行记忆和调节。可灵活安全高

速稳定的受上级调度参与需求侧响应与电力辅助服务交易。

通过中科合创（北京）科技成果评价中心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获得国内发明专利 13项、实

用新型专利 47项、外观设计专利 6项、软件著作权 20项。

11

煤气透平与电动

机同轴驱动的高

炉鼓风能量回收

机组（BPRT技

术）

三 陕西省

西安陕鼓

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

产品适用于钢铁行业冶金领域。BPRT技术创新性的提出了煤气透平和高炉鼓风机同轴的技

术解决方案。由于煤气透平和高炉鼓风机都是旋转机械，用煤气透平直接驱动高炉鼓风机，将两

台旋转机械装置组合成一台机组，既能向高炉供风又能回收煤气余压、余热。此产品节能效果明

显，大幅减少投资，经济效益良好。

通过陕西省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总站检验，并通过陕西省技术转移中心科技成果鉴定，整

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电动机与煤气透平同轴驱动高炉鼓风机的新方式属于国际领先水

平。获得国内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7项。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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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技术名称
入选

批次
省份 申报企业 产品（技术）简介

12
低碳运维智慧物

联系统
三 天津市

天津安捷

物联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应用于公共建筑、商业地产、工业厂房以及学校园区等场景，包括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空客 A320总装厂房及吉林国家电网调度中心等 1400余项工程项目。产品采用先进的大数据云计

算及物联网技术，将需求侧电力用户的各项用电数据通过终端采集模块收集并传输到数据中心进

行数据分析，实现了电力需求侧管理可视化、数据化、网络化。实现了大、中用电和重要用电企

业的电能管理和高峰时段节能响应。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对用户电能各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为用户控制尖峰时段的用电提供准确的数字依据，可在用电高峰时段实施主动响应，指导用户科

学用电、节约用电、有序用电，采用移峰填谷的方式来节约用电成本。同时可根据系统收集的数

据实现故障预判。

技术成果通过天津市科学技术评价中心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为主任委员的专家组鉴定，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47项，软件著作权 12项；主导国家标准 1
项，参与行业标准 1项。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