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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生態環境
   共建美麗中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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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採取的措施 2024年將採取的行動

中國聯通堅決落實國家「雙碳」工作部署，實施企業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積極
應對氣候變化，以數字化助力全社會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促進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現代化發展格局。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深入實施中國聯通碳達峰、
碳中和「3+5+1+1」行動方案，將綠色低碳戰
略融入企業生產經營全過程。

▪攜手中國電信累計開通 5G共享基站超過 121

萬站，減少碳排放約 1150萬噸 /年。

▪打造綠色數據中心典範，嚴格執行國家和當地
行業主管部門關於環境保護的規定，推廣應用
高效節能技術。

▪聚焦工業互聯網、河湖治理和生態環保等領域，
提供綠色發展解決方案，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
式低碳轉型。

▪錨定綠色發展目標，持續提升氣候風險管理能
力，完善氣候風險應對流程，通過可持續發展
治理機制，進一步推進應對氣候變化行動。

▪持續深化共建共享內涵和外延，開展共建共享
實踐創新，不斷提高通信網絡基礎設施綠色化
水平。

▪持續完善產品全生命周期綠色管理，推進綠色
供應鏈建設，推動上下游供應鏈綠色低碳技術
水平革新。

▪不斷發揮數智能力，圍繞能耗管理、智慧水利、
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助力全社會綠色低碳
發展。

保護生態環境，共建美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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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中國聯通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採取積極策略應對氣候變化，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節約能源法》等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定期評估氣候變化相關風險與機遇，制定環境管理目標與策略。2023年未出現環境
領域違法違規方面問題。

 完善綠色發展治理體系
中國聯通將綠色發展與氣候變化相關議題管理融入公司治理架構。董事會作為決策機構，全面指導制定相關綠色發展策略，

決策重大事項，確保有效治理。董事長負責指導建立健全企業節能降碳及氣候變化管理體系，決定綠色發展與氣候議題相關重大
工作事項等。公司將可持續發展重大議題納入薪酬政策，管理層薪酬與可持續發展目標關聯，開展多維度培訓，推動目標任務落
地。

中國聯通綠色發展治理架構及監督責任

 落實綠色低碳策略部署

中國聯通堅持綠色發展理念，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將綠色低碳理念融入企業生產經營全過程。2021年6月，中國聯通率先
發佈《中國聯通「碳達峰、碳中和」十四五行動計劃》，深入實施「3+5+1+1」行動，推動通信網絡基礎設施綠色化水平不斷提高。

● 總體目標：到2025年，單位信息流量綜合能耗比「十三五」期末下降20%，單位電信業務總量綜合能耗比「十三五」期末下
降15%。

● 總體進展：單位信息流量綜合能耗下降至2.3千克標準煤/TB，比「十三五」期末下降17.9%。

建立3大碳管理
體系
碳數據管理體系、
碳足跡管理體系、
能源交易管理體系3 深化拓展共建

共享
深入推進行業基
礎設施資源共建
共享，試點擴大合
作對象範圍
1

數字賦能行業
應用
數字賦能行業應
用，助力千行百業
節能降碳1

聚焦5大綠色發展
方向
移動基站低碳運營，綠色
低碳數據中心，通信機房
綠色低碳化重構，網絡精
簡優化、老舊設備退網，
智慧能源管理水平
5+

+

+

中國聯通「3+5+1+1」碳達峰、碳中和行動內涵

治理層級 責任機構 主要職責

最高決策機構 董事會

● 審議和監督環境管理相關長期發展戰略、氣候風險與機會議題、
重大投資決策、各項行動方案等相關重大事項，監督節能降碳工作的落
實及發展

管理組織 審計委員會 ● 根據氣候議題，監督公司風險管理及內控管理系統健全有效

執行實施

總部/各下屬單位節能降碳
責任部門和相關業務部門

● 聚焦網絡設施降碳、公共服務降碳及行業賦能業務等領域，實施
環境管理各項舉措，確保日常營運合法合規

網絡部

● 牽頭負責推進落實碳達峰碳中和能力體系建設，建立健全相關管
理制度，組織降碳、低碳、零碳技術的研發、測試、推廣，組織培訓、
宣傳、交流等日常具體工作

● 牽頭落實網絡節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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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氣候風險管理能力

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加劇的形勢，公司不斷加強針對氣候變化相關風險和機遇的分析、評估與管理，不定期進行專項風險識別
評估，年度組織開展氣候變化風險識別評估。由於公司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源是通信網絡運營所形成的二氧化碳間接排放及直接
排放，因此主要使用溫室氣體排放量、單位信息流量綜合能耗等指標來衡量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其中，二氧化碳排放來
源主要包括因消耗電及外購熱力所帶來的間接二氧化碳排放量，消耗汽油、柴油、天然氣、煤等所帶來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

中國聯通氣候變化風險與機會識別流程

氣候變化風險和機遇清單

風險
類別

子類別 風險與機會
風險
等級

發生位置 時間範圍
帶來的主要
財務影響

帶來的主要
業務和策略
影響

應對措施

過渡
風險

法律與政
策風險

為達成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促使溫室氣體排放管控措
施更嚴格。

中 組織本身、
供應鏈 短至中期 直接成本

增加
業務經營
調適

積極跟進政策研究，定
期優化雙碳重點工作。

科技風險

隨着智網等新興高算力業
務需求的發展，亟需突破
性高效降碳、零碳創新技
術。

中高 組織本身、
供應鏈 短至中期 直接成本

增加 研發和採購
研究和發展新的低碳技
術，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並推動綠色供應鏈建設。

市場與聲
譽風險

消費者偏好有所改變，傾
向於選擇低碳產品，可能
提高市場准入標準。

中 下游及使
用端 中至長期 間接成本

增加 產品及服務

關注市場變化，開發綠
色低碳產品，及時披露
公司 ESG 工作進展，樹
立責任品牌形象。

針對重大氣候風險與重大機會，公司深入評估各項氣候風險可能造成的沖擊強度、範圍、時間，以及可能對業務帶來潛在
的財務影響，形成風險和機遇清單，從而更有效地進行管理應對。

收集氣候變化相關風
險與機會信息

綜合考慮政策、法規、戰略、技術、運營、市場等因素，對有關信息進行收集匯總、歸類和
評估。

評估氣候變化影響
評估極端氣候（如地震、洪水等）可能對通信網絡安全的實質性影響，分析沖擊類型、範圍、
強度、發生時間及可能性。

建立風險和機遇矩陣
根據氣候變化可能性和影響程度，建立風險、機會矩陣，按照網絡安全運行及能效提升、客
戶使用需求變化類型，組織有關專業線開展相關風險和機遇識別。

研究「雙碳」規劃
開展公司碳達峰碳中和發展專題規劃研究，中期為主、長期為輔，開展政策、技術等方面的
前瞻性研究，推廣成熟節能技術，加大創新技術研究與成果轉化，在企業總體發展框架下，
科學、合理確定管理方式與節能改造項目投入。

界定實質性影響
根據影響發生的範圍、程度、頻度等，結合相關政策引導、技術修復等發展預測，組織相關
專業部門開展綜合評估，對影響的實質性進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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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解氣候變化風險對業務和策略的影響，基於企業生產實際，對科技風險進行情境分析。科技風險主要來自可能出現的
算力需求爆發，全國各地均可能涉及。如政府主管部門關於能耗及碳排放管控力度增加的情況，對當地分公司能效等指標管控
要求隨之提高。因此亟需突破性高效降碳、零碳創新技術，有效控制碳排放。同時，上游通信設備供應商提供的設備能耗及能
效，也對公司能耗變化產生一定影響。

 踐行綠色低碳運營

 建設綠色低碳網絡

中國聯通持續深化共建共享，優化綠色數據中心發展佈局，投入超過3億元專項資金用於節能減碳改造，形成了領先的網
絡能力，推動數字信息基礎設施高質、健康、綠色發展。

持續深化共建共享

中國聯通攜手中國電信全面深化在5G、4G、基礎網絡資源方面的共建共享，聯合業界在共享技術、組網、運營、管理等
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為全球5G規模化建設和低碳減排提供良好范例。

● 雙方累計開通5G中頻共享基站超過121萬站，實現鄉鎮及以上區域中頻連
續覆蓋、農村熱點區域有效覆蓋，達到了規模翻倍、覆蓋翻倍、速率翻倍的效
果。

● 在綠色建造方面，採用5G基站AI智慧節能平台，大容量BBU集中規模部
署，液冷節能機櫃等節能手段，獲批國家發改委指定業內唯一的5G節能減排示
範工程。

● 依託5G一張網的良好合作，雙方大力推進4G中頻一張網，推動網絡「減
量、提質、增效」。克服部份區域負荷居高不下、不同廠家設備幹擾等困難，實
現4G中頻網絡全面共享。2023年新增4G中頻共享基站96.6萬站，規模超前兩年之
和；電聯雙方累計開通4G共享基站數超200萬，基本實現中頻全量共享。

共建共享
累計為國家節約投資超過

3,400億元

節約
運營成本超過

390億元 /年

節電量
約

200億度 /年

減少
碳排放約

1,150萬噸 /年

風險
類別

子類別 風險與機會
風險
等級

發生位置 時間範圍
帶來的主要
財務影響

帶來的主要
業務和策略
影響

應對措施

實體
風險

急性風險
洪水、暴雪、地震等極端
天氣對通信網絡安全運行
造成不同程度損壞。

中高 組織本身 短至中期
間接成本增
加、資本支
出增加

基礎設施維
護、產品及
服務

持續完善風險預控措施
及應急預案，增強演練
等。

慢性風險
海平面上升等慢性氣候變
化對沿海地區通信網絡安
全運行存在風險。

中 組織本身 長期 資本支出
增加

基礎設施建
設和維護

持續跟進信息收集，對
相關地區風險預控及應
急預案進行必要的更新。

低碳
機遇

資源效率 使用低碳技術提高能耗利
用效率。 中 組織本身 短至長期 運營成本

降低
運營效率
提高

大力推廣低碳技術，提
高清潔能源使用量。

產品與服
務

客戶對發展方式綠色轉型
的需求增加。 中 使用端 短至長期 營業收入

增加 產品及服務
研發生態環保、能耗管
理等數字化解決方案，
助力全社會綠色發展。

註：短期是 0–1年，中期是 1–3年，長期是 3–5年。

《2020年中國電信 &中國聯通 5G共建共享 SA

建設工程》獲 2022–2023年國家優質工程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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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綠色數據中心

中國聯通貫徹落實國家「東數西算」工程部署，持續優化綠色數據中心發展佈局，踐行雙碳戰略，嚴格執行國家關於數據中
心能耗的規定，打造技術先進、綠色低碳、安全可靠的新型數據中心，累計21個數據中心入選工信部等多部委聯合評定的國家
綠色數據中心。

● 推進數據中心精準化選址。緊密結合當地城市或城鎮規劃要求，引導非實時性數據中心建設向西部地區轉移。
● 開展節能改造專項行動。對規模以上數據中心進行點對點分析，從優化運維、局部改造、系統升級、關停併轉四個層次

制定節能改造方案，推動存量IDC機房綠色低碳化
升級。

● 發揮建築節能作用。控制合理的體形系數，
充分利用自然光和日照，採用保溫隔熱屋面，合
理控制維護結構的傳熱系數，提升圍護結構熱工
性能。

● 打造綠色數據中心典範。中國聯通新疆「一
帶一路」數據中心是國內首個間接蒸發冷卻空調項
目；寧夏中衛數據中心是國內首個通信運營商新風
自由冷卻項目；浙江德清數據中心是國內首個運營
商採用燃氣冷熱電三聯供技術的分佈式能源項目。

 加強智慧綠色運營

中國聯通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生產經營和決策過程，積極推進綠色低碳技術研發與應用，提高能源綜合利用效率，推進產
品全生命周期綠色管理，從設備採購源頭嚴格把關，倡導綠色消費和綠色生活理念，有效提升企業運營數字化、智能化、綠色
化水平。

推動網絡設施綠色運營

中國聯通聚焦通信網絡基礎設綠色低碳發展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科學規劃調控目標、技術應用、資金安排等要素，全方
位、體系化推進綠色低碳發展。

● 自主研發智能節能機器人。對4G/5G基站設備能耗進行智能調節，在保障網絡性能及業務體驗的前提下，無線網絡能效
大幅提升。近3年累計在超300個地市規模應用，獲得多個行業獎項；2023年度節電超2億度，減少碳排放超11萬噸。

● 精準實施網絡精簡。穩步推進4G網絡精簡及頻率資源向5G重耕，逐步實現5/4G網絡資源平滑重耕升級；在業務遷轉的基
礎上，推進3G減頻。

● 推進綠色低碳機房演進。深入推進通信機房DC化重構，挖掘存量小型站點節能潛力，統籌考慮雲資源池、IDC、5G邊緣
DC等業務需求，全面推進傳統機房向支撐高密度、高效率設備的綠色低碳機房演進。

● 強化用水管理。企業用水主要用於水冷空調系統、辦公營業用水等，不涉及工業廢水排放。不斷提高節水設施使用範
圍，新建數據中心使用全自動變頻加壓給水設備，冷卻水系統用水循環使用，綠化景觀等非生活用水採用雨水收集回用系統，
並在多處設置溢水報警裝置，營造節約用水人人有責的良好氛圍。公司日常辦公和生產經營用水主要來源為市政統一供水，不
存在水污染風險。

中國聯通西北智雲數據中心

黑龍江聯通將數字孿生與智慧運營相結合，打造綠色數據中心。以「數字孿生」技術實現基礎設施資源3D可視化呈
現和穿透，通過物理實體與數字孿生體之間形成精確映射，實現參數一致、調動一致。工程師只需鼠標拖拽即可洞察
現場問題、調整設備狀態、優化系統能效，電能利用效率從1.5降低到1.4，數字孿生系統的逐步建設，為未來建成數字
化智能生命體、在數字空間完成生產運營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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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節能減排統計監督。貫徹落實各項管理要求，嚴格執行節能減排統計制度，完善考核獎懲體系，將能效提升、環境保
護等指標納入分/公司考核範疇；確保基站電磁輻射滿足國家標準要求，建設完成後對基站進行電磁輻射監測，並向公眾公開。

●《構建戰略升級、多維牽引、生態共贏「三位一體」綠色低碳數智管理體系》管理創新成果獲得第二十屆（2023年）信息通
信行業企業管理現代化創新成果一等獎；《加快推進綠色新基建，培育綠色發展新動能》榮獲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評選
「2023中國企業ESG優秀案例」獎。

節能減排專項投資
（億元）

2023年
3.36

2020年
1.23

2023年
13.25

2020年
14.2

2023年
41.5

2020年
24.5

2023年
2.3

2020年
2.8

173%

溫室氣體排放量
（百萬噸）

6.7%

節能量
（萬噸標準煤）

69.4%

單位信息流量綜合能耗
（千克標準煤/TB）

17.9%

創新綠色低碳技術

中國聯通持續推廣電源空調等新技術創新與應用，積極響應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有計劃、有步驟推進太陽能等技術攻關
和落地應用，助力實現雙碳目標。

● 開展電源系統技術創新。以提升供電電壓、減少
供電環節、簡化維護工作、提高數字化能力為方向，推
進獨立分散設備向預裝式一體化演進，如一體化電源；
推進低電壓供電向高電壓供電演進，如高壓直流系統。
新建、改造系統優先考慮其他技術成熟的新設備、新方
案，如室外雙層油機、室外一體化機櫃、室外微型DC、
智能小母線、BBU集中櫃等。

● 開展空調系統技術創新。以最大化利用自然冷
源為原則，逐步向電製冷與各類形式自然冷源組合的
多元化供冷方式演進。大力推廣變頻技術，優先採用
智能雙循環多聯模塊化空調（VRM）、小型間接蒸發冷
卻空調（MHU）等。

中國聯通天津空港數據中心高能效空調系統

遼寧聯通創新採用「一機房一方案」模式，定點分析機房能耗短板，綜合運用多種技術，通過機房整合、設備整
治、騰退歸併等舉措，優化老舊通信機房氣流組織形式，採取智能雙循環空調等節能技術，實現機房、供電、製冷的
基礎設施資源同步挖潛。

河南聯通將數字運算控制器用於聯動控制10kV配電自動化技術，整合油機可用容量形成資源池，將多套獨立供電
系統組成微電網，統一調配供電資源，達到資源利用最大化，園區油機資源利用率從30%提升至85%以上，節省投資
約6,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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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使用清潔能源

中國聯通積極響應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開展各類能源綜合利用技術的研究和試點，積極參與綠電市場交易，提前佈局碳
交易，逐步提升可再生能源使用比重。

● 創新能源綜合利用技術。開展智能光伏、餘熱回收、儲能等能源綜合利用技術的研究和試點，根據機房熱負荷情況及周
邊熱負荷需求，綜合考慮熱負荷供、需穩定性及趨勢，採用餘熱回收技術。密切關注各地區關於可再生能源的建設要求，分批
次、分場景推進光伏能源的技術攻關和建設落地。

● 積極參與綠電市場交易。北京、遼寧、青海等分公司參與綠色電力交易，內蒙古分公司認購綠色電力證書等。
● 提前佈局碳交易。北京聯通、深圳聯通參與本地碳交易試點，開展本地碳配額、CCER交易，按時完成履約。

中訊郵電諮詢設計院針對通信基站和數據中心運行場景，提出適用於行業場景的分佈式光伏融合供電解決方案，
即離網型DC-DC補充供電方案（48V和240V）。為實現技術到設備的落地，中訊院跟蹤研究適用的光伏控制器並進行試點
建設，填補行業空白。歷經4年研發，該系統經過精準的能源調度控制策略，光伏能源消納率接近100%，優於光伏行
業平均水平。

西藏被稱為「離太陽最近的地方」，擁有豐富的太陽能資源。西藏聯通積極推廣應用太陽能對通信設施的供電應
用，建設太陽能中繼站91個，太陽供電站址比例達到55%，太陽能裝機量約92.8萬峰瓦，打造綠色發展底座。

國際公司榮獲由香港環境運動委員會、環境保護署、環境諮詢委員會等機構頒發的「2022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是
全港最具代表性的環保獎項之一。

推行綠色辦公方式

中國聯通持續加強綠色辦公、綠色營業管理,加快營業廳數字化轉型進程，推行無紙化辦公、線上辦會、辦公樓宇節能改
造等低碳措施，倡導綠色消費和綠色生活理念，營造綠色健康的辦公環境，減少辦公活動中的資源消耗。

● 提升線上服務水平，中國聯通APP全年線上業務辦理26.9億次，覆蓋420個業務場景，優化線上業務辦理流程，新上線極
速收銀台、雲商群組專區、家庭群組賬戶交費等業務場景，以綠色低碳運營方式提升服務體驗。

● 深入推進營業廳綠色運營，提倡無紙化業務辦理，推行電子發票、用戶協議，並進行營業廳節能改造，增加節能設備使
用，形成節水節電良好習慣。提倡綠色消費，大力推進手機以舊換新，促進資源回收循環利用，近千家營業廳提供回收服務。

● 推行無紙化辦公，實現公文電子化，使用雲公文系統提高辦公效率，持續探索和推廣各類檔案電子文件單套制歸檔和管
理。截至2023年底，總部數字檔案館系統歸檔公文發文2,524件，其中單套制電子文件歸檔佔比88%，大量減少紙質消耗。

● 大力推廣視頻會議，升級建設「集團－省－市－縣」四級架構的4K超高清專線視頻會議系統和「聯通智會」雲視頻會議系
統，總部全年承辦內外部專線視頻會議484場，雲視頻會議446場，實現低碳辦會。

● 開展中國聯通大廈節能改造，開展綠色照明活動，改造無負壓、中水等給水設備實現節能2%–9%，提升水、電、環境等
數據接入及智能化控制水平，優化智慧能源管理系統冷源智能控制算法，精細化空調節能管理，增加水回收用具以提高水資源
循環利用率；全年新鮮用水量約40.28萬噸，循環水用量約3.1萬噸，總耗水量約43.4萬噸，循環水用量佔比約7.1%，生活廢水排
放約29.9萬噸。

● 傳播綠色發展理念，開展以「節能降碳，ICT賦能，你我同行」為主題的2023年全國節能宣傳周和全國低碳日活動，綠色新
基建相關新聞被新華社、人民郵電報等多家媒體報道，多地向社會公眾發送綠色低碳公益短信，助力全社會節能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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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廢處置回收額

6.55億元

重慶聯通建立數據中心綠色採購管理體系，實現數據中心綠色低碳運營，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共同綠色轉型。通過
對產品及服務的全生命周期各個過程進行分析，從採購需求管理、評審標準設立、驗收審核等各環節建立綠色標準，
並利用數字化技術對產品全生命周期的低碳節能進行綜合評價，節能效果顯著。

聯通智慧鋼鐵軍團攜手秦皇島佰工鋼鐵有限公司，探索鋼鐵行業能碳管理創新應用，針對多生產工序用能、多能
源融合深入探索。通過建設貫穿鋼鐵企業生產全過程的鋼鐵碳雲平台，實現能源生產、存儲、消耗數據的實時採集、
異常告警，達到扁平化的能源故障監測、根因分析及策略推送。通過能源高級預測調度模型，實現煤氣、蒸汽、電
力、壓縮空氣、水等副產能源介質的實時預測、平衡調度，將事後處理轉變為事前干預，提升整體能源利用效率，降
低能源成本，促進鋼鐵行業節能降碳綠色發展。

打造綠色供應鏈
中國聯通推動產品全生命周期綠色管理，建設綠色供應鏈，打造透明高效的供應鏈管理體系，推動供應鏈上下游綠色低碳

技術水平革新。

● 健全物資管理辦法。對物資存儲、使用、運輸和處理等環節進行規範管理，電子化採購比例達到97.5%，推進產品全生
命周期綠色管理，對能耗不合格產品進行嚴格處罰。

● 完善綠色採購標準。從設備採購源頭嚴格把關，加強採購中對網絡設備、IT設備、電源設備及空調等設施的用能效率、
綠色製造工藝、使用壽命等要求，單獨設置能耗、休眠效率等低碳評價，能耗評價佔比提升至35%，引導設備供應企業加大綠
色技術產品研發與供給。

● 倡導綠色物流。強化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要求，要求供應商所提供產品應符合綠色包裝的要求，規範供應商使用綠色材
料、綠色製造工藝的要求，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選用使用綠色材料或具有綠色製造工藝的供應商，引導供應鏈企業提升環境管理
意識和能力。

● 促進物資循環利用。加大閑置物資內部盤活力度，累計盤活調撥物資4.8億元。
● 規範廢棄物處置流程。依託社會化物資處置平台實施集中物資處置，實現廢棄物的減量

化、資源化、無害化和再利用，持續優化報廢處置風險評估和防控責任體系，確保實施過程嚴格
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由於網絡運營中的廢棄物數量與網絡飛速發展和設備不斷更新迭代直接相
關，而且有害廢棄物的產生及處理對集團的運營並非重要範疇，故暫時未能對A1.6所涉及的減廢
目標進行披露，我們主要報告了建設綠色供應鏈、加強循環利用等舉措。

 賦能綠色轉型發展

 數字促進綠色化轉型
中國聯通一直致力於推動科技與自然共生、共建綠色智能世界，堅持把數字賦能作為推動千行百業綠色低碳轉型的實施路

徑，聚焦工業互聯網、河湖治理和生態環保等領域，提供綠色發展解決方案，積極賦能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優化。

建設鋼鐵碳雲平台，助力鋼鐵行業提升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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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普惠服務低碳生活
中國聯通率先在通信行業推出碳普惠應用「聯通碳生活」，推出的碳減排計算模型通過國家級綠色交易機構權威認證，加強

多元化碳普惠激勵模式探索，聯合多方力量共同構建綠色通信普惠生態，助力全民生活方式向綠色低碳轉型。

●「聯通碳生活」能記錄及量化用戶綠色低碳行為並給予相應激勵，已覆蓋通信、金融、生活三大場景中十餘種綠色低碳行
為，實現了對用戶碳行為認定、碳足跡追蹤、碳減排量核算、碳權益兌換的全流程閉環。

●「聯通碳生活」在第31屆中國國際信息通
信展覽會上首次亮相，入選中國上市公司協會
「2023上市公司ESG最佳實踐案例」，榮獲中國科
協與中國通信學會聯合主辦的「科創中國」金融科
技創新大賽（2023）三等獎，獲得中國金融雜志社
主辦的第六屆金融業年度品牌案例大賽「綠色金
融年度案例獎」，入圍MWC（世界移動通信大會）
2024全球移動大獎「氣候行動最佳移動創新獎」候
選名單。

中國聯通攜手冠捷科技深入探索5G綠色工廠新范式，結合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對企業能源
狀況進行全面監測、分析和評估，建立智慧綜合能源雙碳數字化平台，實現能源消耗過程信息化、可視化、可控化管
理。根據企業用能情況，優化企業能源使用策略，有效提升企業能源效率管理水平。智慧綜合能源雙碳數字化平台已
成功應用於食品加工、印染紡織等輕工行業。

山東聯通持續做好綠色轉型「助推器」，助力山東省生態環境廳打造「環境監測綜合管理平台」，通過對省內溫室氣
體、細顆粒物等監測站點的全量納管，實現省內海量環境評價相關數據匯聚及多個市縣大氣質量評價，助力本省優良
天數比例顯著提升。

中國聯通積極推進河長制業務與信息技術深度融合，圍繞河長制六項工作任務*，以數字化技術賦能廣東打造「萬
里碧道」，通過5G+無人機識別河道「四亂」行為，巡查效率提升12倍，利用MEC+AI等數字化手段支撐河湖健康與河長履
職的分析與監管，智能識別8類非法行為，識別準確率75%以上，助力實現全省河湖狀況智能化管控。

註*：河長制「六項工作任務」：1.加強水資源保護；2.加強河湖水域岸線管理保護；3.加強水污染防治；4.加強水環境治理；5.加強水生態修
復；6.加強執法監管。

中國聯通積極參與國家公園建設，以數字化技術提高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監測能力，構建統一的東北虎豹信息數據
庫，時時掌握東北虎豹活動信息，通過匯集和分析設在公園內的紅外自動觸發相機監測、監控攝像機、遙感技術、無
人機監測等監測數據，實現對東北虎和東北豹種群的全面監測，為東北虎豹種群及其棲息地保護管理提供及時有力的
信息化支撐。

 科技守護生物多樣性
中國聯通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積極推進數字技術與河湖治理、國家公園智慧監管、野生

動物保護相結合，以實際行動踐行生物多樣性保護。

低碳出行 節約用水

節約用電

公眾/小微企業行為

碳普惠 獲取碳幣 購買優惠
獲取政策激勵優惠
進入碳市場

家庭光伏
安裝使用

可再回收資源
分類回收

參加碳普惠
舉辦的低碳活動

碳普惠運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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