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回顾】能源政策模拟工具（EPS）技术支持小组正式启动 

 

2021年，美国能源创新政策与技术公司（EI）与绿色创新发展中心(iGDP)合作，更新了中

国能源政策模拟工具（EPS）并发布在线版本，用于支持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围绕碳达

峰碳中和政策方案、技术选择、投资方向等方面的决策分析。最新版模型有更细致的工业

分类，可以设置更复杂、灵活、符合国情的政策情景。EPS模型是由EI开发的免费和开源的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量化分析工具，用于模拟和评估能源与气候政策对能源消费、温室气体

排放、污染物排放、投资需求及相关宏观社会经济指标的影响。 

 

2023年3月16日上午，iGDP举办能源政策模拟工具（EPS）技术支持小组启动会。本次会议

邀请了EPS模型的开发团队及已有成功案例的应用团队组建技术支持小组，介绍现有工作及

经验，并邀请地方团队进行分享交流，识别技术小组未来工作方向和重点。 

 

EI 高级研究总监 Robbie Orvis 首先介绍了 EPS 模型的全球进展。过去几年，EI 已经开发

了很多模拟工具，包括国家级、地方级和可广泛应用于区域层级的模型。在行业层面，已

完成 25个不同行业的建模，未来将增加对交通行业、金融领域特别是融资政策影响等的预

估和分析。对于中国的研究，EI正基于初始研究报告《气候能源政策解决方案》，借助更多

EPS模型，更新中国脱碳的长期政策路径。和 iGDP、NCSC合作的国家模型更新版本也即将

问世。今年，EI将完成对美国电力和建筑部门 EPS 模型的更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介绍了EPS模型在中国

应用的情况。EPS模型在中国的应用，特别是在推动“双碳”目标落地时，发挥了它在技术、

政策、未来行动推动经济性（成本、价格、投资研究）方面的独特优势。EPS在模型肌理及

其能够研究的具体问题方面，对NCSC创建的模型是非常好的补充。未来，希望通过EPS模型

对全国重点部门和行业进行新的分析。比如，在部分高耗能行业出现短期反弹情况下，“十

四五”关键性目标、关键性领域的相关行动是否会受到影响；传统的东中西部，其影响“双

碳”目标的要素的差异和支撑是什么等。 

 

iGDP 研究总监、高级分析师杨鹂介绍了 iGDP支持国家 EPS 建模的工作情况。iGDP于 2020

年参与国家建模工作，主要负责部分模型的输入数据更新、所有输入数据整合和基准情景

的校准工作。在基准情景下，基于国家截止到目前发布的最新政策，以及国内外最佳实践，

搭建现有政策情景和碳中和情景。这一版国家模型 EPS简称为“iGDP 2022”已经上线发布。

此版本是在在线平台上，基于中国气候政策语境更新线上工具政策解释。通过此款免费的

开源在线中国模型工具，使用者可以建立自己的政策解读和不同的政策情景，以此对我国

在气候行动政策下的节能、减排、降碳、社会经济影响情况进行量化分析。此外，iGDP 团



队同时开发了两个基础工具，一是政策信息库——零碳录，此款中英文在线平台旨在和从

业者分享国家地方“双碳”相关的政策。二是数据信息库，iGDP 持续支持王庆一老师进行

能源数据的编制工作，并据此形成国家和省级层面，社会、经济、能源、碳排放数据信息

库。基于国家和省份 EPS 建模，iGDP 也在识别我国重点领域和部门政策的最新进展及备受

关注的热点议题，进而对相关领域进行数字经济和环境影响的第三方评估。iGDP 还将围绕

非二氧化碳减排、绿色金融等模块开展更多工作。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气候与能源部副研究员奚文怡、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碳达峰

碳中和研究所副主任吴君宏介绍了 EPS 模型在浙江的实践。 

 

奚文怡讲到，2019-2020年，WRI支持浙江完成了一期 EPS建模，2022年开始对模型进行更

新和升级，并发布了基于中国 EPS 模型和浙江 EPS 模型的政策研究报告。该报告包括模型

结果、不同政策的减排潜力分析，以及浙江 EPS 模型的具体方法、技术系数、参数设置的

技术文件。模型的交互界面同时上线，成为大陆地区唯一一个省级在线 EPS 模型。 

 

吴君宏讲到，研究院综合考虑了中国国情、国家宏观政策边界，浙江省的能源结构、行业

特色等因素，对 EPS 模型进行了本地化调整，对输入文件、政策情景、政策措施选择进行

了更新。未来，希望 EPS 模型的模块和逻辑更加本地化，政策设定更加明确和具体。同时，

能够支持单一模块独立运行，以便研究者针对不同领域开展独立细致的研究。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助理研究员刘桢介绍了 EPS 在市级层面即广州市的应用。能源所基于

2009年发布的，以 2017年为基准年的 EPS模型，以广州市实现碳中和为目标，绘制了广州

市碳中和路线图。在此之前，团队也对 EPS 模型进行了本地化处理，未来如果将 EPS 模型

在中国推广应用，可以考虑对模型进行本地化调整，如将时间延长到 2060年，提供可供城

市级使用的简化版本，简化数据输入阶段的工作或将模型功能模块化，编制在中国本地化

的方法学指南，开展 EPS 模型的培训等。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分析师奚溪介绍了不同团队进行不同区域建模的工作思考。除国家模型

外，iGDP 已经完成对重庆、安徽、广东、江西四省市的 EPS 建模。我们认为，EPS 是综合

型模型，而非技术路径模型。其优点在于可以整合相关模型的结果，量化评估政策的影响。

在 EPS 对宏观目标完成评估后，需要有更加细节的专业模型，对技术路径进行评估，并将

评估结果置入 EPS模型中进行数据整合。未来，iGDP 将把工作重心放在提升 EPS模型在中

国地方的本土化应用，包括方法学和口径、数据结构、政策语言和目标对标等。 

 

iGDP团队基于模型数据和建模经验，起草了一份《EPS用户导则》，与会专家在讨论环节，

围绕该导则与技术支持小组工作计划，进行分享。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李墨宇讲到，中心目前在更新国家模型，

面向碳中和政策进行情景分析，同时在推进海南省的模型工作。未来，将尝试将 EPS 模型

和 CGE模型进行耦合，希望通过模型软连接更清晰地说明宏观经济或技术模块等问题。 

     

WRI 中国气候与能源部副研究员奚文怡讲到，团队将对浙江 EPS 模型进行更新，并考虑在

江苏和上海使用 EPS模型。iGDP在开展的模型汉化工作，对国内用户来说非常关键。未来，

希望借助技术支持小组，形成互动共享的机制，增进各模型团队的经验交流。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碳达峰碳中和研究所副主任吴君宏讲到，根据城市需求，将开展对

杭州和其他典型城市应用 EPS模型的探索。EPS模型技术手册的汉化便于其在中国地区的推

广，同时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应用，EPS 模型的统计核算和地方统计的口径需要更加适配；支

持模块单独运行，比如只针对交通行业建模，或者能够分析省或特定政策对整体趋势的影

响；增加 EPS 模型政策执行者和被执行者的影响维度，比如基于企业视角观测政策实施效

果。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助理研究员刘桢讲到，下一步考虑在广东省其他区域开展 EPS模型应用。

在导则设计方面，希望可以提供分步骤有侧重的指导建议，比如首先做什么，然后做什么。

或者在更新数据时，建议每个部门优先更新哪些数据等等。 

 

江西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谢运生讲到，研究所支撑江西省政府进行了省级碳达峰更

新指标测算、分领域分行业达峰情况预测、市级模型建构等工作，未来将继续支持市级达

峰情况预测，并下沉到城市和园区进行碳达峰试点。希望 EPS 模型可以支持小尺度建模，

并提高颗粒度，这将使其在省市层面更具推广价值。模型的应用若能通过适当的项目进行

落地，将为各地方团队协作提供进一步的空间。同时希望建立一种机制，让江西等后参与

的省份或地区，在已有建模案例的基础上更快起步。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院生态环境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志贤讲到，研究所承接“双碳”

实施路径研究，支持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EPS 模型在地市层面的应用，需要有更加细

化的数据，模型结果也要更具指导性。模型前期设置的参数存在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需

要建立导向性结论在中间过程的反馈机制。目前湖南省地州市基本完成碳达峰报告编制，

如果将各地市的碳达峰实施路径置入 EPS 模型，能否实现政策导向验证？能否达到政策制

定反向反馈？不同于国家、省级层面的宏观性政策导向，市区级层面更多需要技术导向，

即回答如何落地的问题。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分析师奚溪讲到，未来希望更多赋能地方团队，使地方拥有可持续能力

建设，以长期保持用建模方式科学规划的能力。对于数据共享的问题，iGDP 正在参与开发



一套包含各省份公开数据的基础模型，地方将可以借助这一模型进行新一轮建模，而不用

从零开始对每个数据进行更新。我们也将针对使用程度不同、需求不同的用户，出版一系

列的《EPS技术手册》。iGDP 团队还开发了自动化小工具，作为 EPS模型的补充，以期优化

工作流程，缩短分析时间。 

     

本次会议由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联合创始人、董事胡敏主持。她在会议总结时表示，EPS技术

小组于今日正式启动，希望可以为各模型团队搭建起一个平台，促进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和

信息分享。未来，iGDP将基于专家提到和关心的问题，设计活动和议程，帮助缩短各团队

对模型探索的时间，更快地进入实质性的地方决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