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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哈佛中国项目，位于哈佛大学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得到了能源基金会中国、施氏家族慈善基金、莫特塞普总统研究加速基金（用于非洲）、校长办公室以及气候
变化解决方案基金的支持。 

在以下位置找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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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对中国的访问  

自2020年以来中国几乎持续不断
的入境防控政策以来，哈佛中国
项目于今年四月最终得以重返已
重新开放的中国。抓住这个机
会，我在中国五个城市用了三周
时间，见了近75位朋友和合作伙
伴，他们大多是项目的研究校
友。我们的经济学家何文胜也做
了短暂行程，在北京与我汇合。
我们举行了关于现有和新项目
的讨论，并与约25位同事共进晚
餐，其中一些同事从南京、武汉
和西安等远地赶来。行程中，我
还访问了上海、举办了一个小型
聚会，随后前往香港、珠海和天
津。我们为在中国建立的活跃校
友研究网络感到骄傲，也很高兴
能再次与他们面对面交流。

此次旅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探讨
中美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对未来在
气候和环境研究方面的合作产生
的影响。我们希望这种影响能够
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因为在过去
三年的疫情期间，我们的联合研
究工作得益于Zoom等工具的帮
助，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生产
力。

然而，在面对面的会议中，我们
强烈感受到了对持续且扩展研究
合作的激情，这甚至超越了我们
最初的预期。在中国和美国，气
候相关议题被认为是学术合作的
最佳领域之一，这些议题相对其
他学术领域，较少受到政治紧张
形势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我

们的同事们坚信世界上两个最大
的气候和环境研究社区不能停
止彼此间的学习和共同探寻新见
解。在哈佛中国项目的研究群体
中，退缩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
反而期待着未来三十年的持续合
作伙伴关系。

执行主任的信

Chris P. Nielsen （上图）是哈佛中国项目
的执行主任。 Michael B. McElroy，吉尔
伯特·巴特勒环境研究教授，是项目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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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为解决中国沿海碳减
排的挑战提供了有希望的解决方
案。中国的沿海省份虽然土地面
积较小，却居住着76%的人口；沿
海地区占据着全国72%的总用电量
和70%的总二氧化碳排放。将沿海
地区能源结构的从化石燃料转型
是中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核
心挑战之一，而海上风电可能是
关键所在。

最新发表在《自然通讯》的研究
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型，测试电网
对可再生能源波动的适应能力，
并设计了海上风电的最佳投资计
划。这项新研究来自哈佛大学约
翰·A·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的一项中美合作研究计划——哈
佛大学中国能源、经济和环境项
目，并与中国华中科技大学的合
作伙伴一起完成。该文章是最早
分析在较高海上风电投资水平下
各个省份的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机
会的研究之一。

中国的陆上风电投资占全国风电
投入的80%以上和全球风电投入的
30%，陆上风电在冬季发电量明显
较少，电网灵活性有限。其他零
碳能源来源，如太阳能和核能，
也存在经济、地理和安全约束。
相较而言，海上风电可以提供更

为理想的可再生能源资源。

“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至少有
1000 GW的海上风电容量的平准化
成本可以实现低于核电机组的平
准化成本，”哈佛中国项目主席、
环境研究吉尔伯特·巴特勒教授迈
克尔·B·麦克尔罗伊解释道。“我们
发现海上风电投资水平可能超过
当前政府的目标的两倍以上。”

为了制定海上风电的最佳部署计
划，华中科技大学的陈新宇教授
领导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高
分辨率的中国各个省份的评估模
型。该模型结合了对海上风力资
源和经济性的精细分析，考虑了
风电场的微观选址与输电系统的
优化，并模拟了每小时的电力系
统需求，确定了各省在海上的装
机容量、输电和储能方面的最佳

投资计划。

该模拟系统预计到2030年，海上
风电的投资将翻倍。模型改进了
目前各省的海上风电部署计划，
将一部分投资从广东转移到江苏
和浙江等省份。该计划可以将全
国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从31.5%提高
到40%，并实现成本低于当前计划
的预期成本。到2050年，中国的
海上风电容量可达到1500 GW。

“中国拥有丰富的风资源和有利的
水深条件来发展海上风电，”哈佛
中国项目的团队成员、华中科技
大学博士研究生及该论文的第一
作者郭昕扬说“中国海上风电场的
部署不仅可以为全球风电行业提
供未来十年最大的市场，还可以
为中国摆脱基于化石燃料的能源
体系提供一个重要的基石。”

最新研究：Xinyang Guo, Xinyu Chen, 
Xia Chen, Peter Sherman, Jinyu Wen, and 
Michael McElroy. 2023. “Grid integration 
feasibility and investment planning of 
offshore wind power under carbon-neutral 
transition in China.” Nature Communica-
tions, 14, 2447. 

新的HCP研究

将海上风电纳入中国电网可以进一步推动碳中和目标

中国海上风电场的部署不

仅可以为全球风电行业提

供未来十年最大的市场，

还可以为中国摆脱基于化

石燃料的能源体系提供一

个重要的基石。”

新的《自然通讯》研究建模分析了海上风电的并网

2023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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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2020

HCP获得来自能源基金
会中国的三项资助

PNAS: 中国高温和臭氧复合极端事件的早期预

警系统 

高温加剧地面臭氧的生成，导
致极端高温和较差的空气质量
同时发生的致命复合事件，对
儿童、老年人以及患有呼吸疾
病的人尤为危险。

与全球大多数地区一样，中国
正面临着温度更高、持续时间
更长和发生更频繁的热浪事
件。由于中国经济
的快速、能源密集
型发展，臭氧主要
前体物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VOCs）和
氮氧化物（NOx）
的排放也在增加。
在像中国这样人口
众多的国家，这种
组合对人类健康构
成严重威胁，尤其
是在北京等大城市。

现在，来自哈佛大学约翰·A·
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SEAS）和香港浸会大学合作
的研究团队已经识别了影响极
端高温和臭氧复合事件发生的
大尺度天气系统并开发了可以
在数月之前提供预测的模型。

和对飓风和野火季节的预测一
样，这些预警信息可以帮助政
府提前采取行动，协调资源储
备，制定减排措施，以减轻可
能发生的高温热浪和臭氧污染
极端复合事件造成的损失。 该
研究最近发表在《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上。

“今年夏天我们
已经在全球范围
内看到了破纪录
的热浪事件，包
括在中国，在当
地排放的影响下
导致了大量的臭
氧污染。” 该研
究的共同第一作
者，SEAS和哈佛中
国项目的访问研

究员、香港浸会大学博士研究
生王凡说。“我们的研究可能在
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使中国生
态环境部等机构能够在春季就
为夏季可能发生的高温和臭氧
污染事件做好准备。”

这个研究团队由哈佛中国项目
主席、SEAS环境研究吉尔伯特·

合作性研究

能源基金会中国是一家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注册的慈善组织，自1999年以
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哈佛中国项目的三个独立资助
项目被能源基金会中国选中获得资
金支持，使研究得以聚焦于能源技
术创新、碳减排目标以及重工业脱
碳方面。

第一个资助项目是“气候中性的技术
系统和创新政策项目”， 这是一个
为期三年的项目，重点研究美国和
中国的深度脱碳路径。该项目旨在
确定实现两国本世纪中叶的减排目
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能源技术选
择。该研究由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科
学、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哈佛中
国项目以及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所合作进行。

第二个资助项目是“双碳目标下中国
产业转移和区域发展”，将与清华
大学的合作伙伴一起评估未来情景
下中国低碳区域发展和潜在产业转
移。该项目旨在通过使用情景分析
工具帮助规划实现双碳目标，并指
导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情况投资和规
划低碳产业。

第三个资助项目是“中国钢铁行业
脱碳的先进技术”，评估未来几十
年内减少重工业碳排放的先进缓解
技术。该项目采用综合框架探讨中
国钢铁行业重要且具有挑战性的问
题；评估清洁氢在中国钢铁行业的
特定潜力；并基于先进技术的成本
效益提供政策和技术建议。

"我们的研究未来

可能具有重要的意

义，可以让中国的

机构在春季为夏季

高温和臭氧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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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教授迈克尔·麦克尔罗伊和香港浸
会大学教授、SEAS前博士后研究员高蒙
领导，通过统计过去的气象和臭氧数据
建立季节性预测模型。

由于缺乏地面臭氧浓度的长期观测数
据，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复杂的机器学
习模型重建了自2005年以来的中国地表
臭氧浓度数据。利用这一数据集，研究
团队确定了夏季到来之前的西太平洋、
西印度洋和南极罗斯海的海表变暖模式
导致了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东部地区夏
季出现的高温和臭氧复合事件。

这些地区的海表温度升高导致了居住着
大约3亿人的华北平原地区的降水、云
层覆盖和环流的减少，使得包括北京在
内的中国东部地区处于高温和高臭氧环
境。

“这些海表温度异常影响降水、辐射等，
造成了高温和臭氧污染的共同发生。”该
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也是哈佛中国项
目的合作成员高蒙解释道。

该团队建立的模型将这些海温异常与热
浪和臭氧的增加相关联，预测准确率达
到了80%左右。 政府机构利用预测结果
不仅可以发出关于人体健康和农业生
产的预警信息，还可以在极端高温来临
之前减少大气中臭氧及其前体物质的浓
度。

“能够仅仅基于几个月前在海洋偏远地区
观察到的温度模式预测中国异常炎热的
夏季和异常高水平的夏季臭氧，是令人
兴奋的事情，”麦克尔罗伊说。

由哈佛保尔森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通讯部Leah 
Burrows编写

最新研究：Meng Gao, Fan Wang, Yihui Ding, Zhi-
wei Wu, YangYang Xu, Xiao Lu, Zifa Wang, Greg-
ory R. Carmichael, and Michael B McElroy. 2023. 
“Large-scale climate patterns offer pre-seasonal hints 
on the co-occurrence of heat wave and O3 pollution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120, 26. 

图片：中国上空浓密的雾霾云。摄影：亚历山大·格斯特

本科生研究

我在哈佛最喜欢的谈话都是关
于能源系统的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对氢感
兴趣，这个兴趣早在我大学生
涯的早期就产生了。在疫情期
间，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可以探
索和研究替代燃料，我很喜欢
学习SEAS在能源领域的进展，
特别是像迈克尔·麦克尔罗伊
博士和迈克尔·阿兹博士这样
的教授的工作。

我们在哈佛中国项目进行的研
究探讨了从生产地点到消费地
点的氢能运输总成本。这是我
们氢能研究的一个小部分：在
特定位置开发氢基础设施的最
优化方法。我们从单一站点的
氢气生产到广泛的管道供应网
络，通过模拟和计算比较相关
设施的成本和可行性。我们
一直在完善从2022年夏季开始
的研究项目，目的是实现完整
的氢能供应链的模拟和优化
计算。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很高兴
能与蔺海洋博士一起工作。他
一直是这项研究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我总是带着问题来找
他，他总能给予我合适的指
导。不仅如此，他的热心和帮
助在HCP促成了一个友好交流
的环境。他积极地影响着我工
作。我很感激得到蔺博士的指
导，也感激HCP的所有人。

研究挑战总是无法避免的；然

而，它们也是良好的学习机
会。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挑
战是创建Matlab模型，以确定
氢的最低成本。我们将以往的
工作与我们自己的场景结果相
结合。我们使用多种组件的
成本方程，结合实际系统的输
入，开发和优化了系统构成。
这显示了在基于多种场景的基
础设施布局下，氢的生产和运
输将会是多么昂贵。当基于场
景的合理预期与验证结果相一
致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
足的。

我现在是大四学生，我知道大
学的时间很宝贵。我希望取得
一些重大突破，并设定了两个
主要目标。第一个是我真的想
成为氢能方面的专家。随着世
界向可再生资源过渡，我希望
我在HCP的工作以及未来的研
究将使我成为本领域的一个支
柱。此外，作为一名具有创业
思维的机械工程师，我希望最
终拥有一家企业，在那里我可
以应用我的专业知识和工程知
识创造新的价值。

他的话：哈佛中国项
目研究助理安德烈
斯·冈萨雷斯'24关于
模拟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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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学年里，哈佛中国项目
重新启动了面对面和混合形式的
研讨会。这个长期以来的跨学科
研讨系列会议包括了外部和内部
研究人员的公开演讲。

赵洋，目前是哈佛中国项目的博
士后研究员，他之前从北京理工
大学电动汽车国家工程实验室的
博士毕业，在九月份开启了系列
研讨会。他的演讲探讨了城市车
辆大规模部署的影响，包括能源
效率和电池材料的使用。

十月，哈佛中国项目博士后研究
员张敬然分享了关于中国和全球
航空业CO2和空气污染物的环境
影响的演讲。张敬然研究关注交
通能源和环境问题，特别关注全
球航空业。

尼科拉·德·布拉西奥，哈佛肯尼
迪学院环境与自然资源项目的高
级研究员，分享了过去、现在和
未来转向氢能经济的可行性。作
为能源领域拥有25多年全球经验
的领导者，他领导着贝尔弗中心
关于能源技术创新和向低碳经济
转型的各种项目。

瑞典查尔默斯理工大学空间、地
球和环境系的康晓明在十一月进
行一场演讲，他的研究在评估可
再生资源潜力时会考虑将社会考
虑因素纳入土地利用需求、异质
折现率和电力需求，进而测算
LCOE指标。

阿鲁纳布·戈什，哈佛大学历史
系副教授，现代中国历史学家，
在秋季学期末安排了1949年至
1979年中国小水电、可再生能源
和农村发展等系列研讨。到1981
年，中国已有将近90,000个小水
电站。他的演讲探讨了这段历
史，并将其置于中国的政治经济
和环境的历史中。

杨也明，现任哈佛中国项目的访
问学者，于二月份做了一个关于
湄公河三角洲气候适应性的演
讲。他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地理系
的高级研究员，他的工作涉及东
南亚和中国的城市化、洪水风险
和建设韧性。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与政策学院副
教授董长贵研究能源与环境经
济、技术变革、政策评估和中国
治理。他的演讲探讨了补贴对中

国太阳能光伏和风力发电发展的
影响。

哈佛中国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蔺
海洋分享了他关于德克萨斯州从
碳排放者转变为绿氢出口者的研
究。他的研究包含对绿色氢供应
方案的详细模拟和优化，结合了
德克萨斯州电力部门的脱碳。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系研
究员和哈佛中国项目的联合研究
员厄纳尼·乔玛专注于细颗粒物
空气污染风险评估和缓解气候变
化下的健康附带效益。在三月演
讲中，他探讨了特定PM2.5源的死
亡率以及对全球排放控制的影
响。

哈佛中国项目的校友、华中科技
大学教授陈新宇为这一系列演讲
画上了句号。他是一位电气工程
师，其研究涉及电力系统和可再
生能源。他的演讲结合碳中和转
型，探讨了中国电力市场改革的
现状和前景。

Harvard-China Project NEWSLETTER

HCP恢复面对面研讨会

研讨会讨论气候适应性、电动车效率等主题

图片，从左上角顺时针方向：尼科拉·德·布拉西奥（肯尼迪学院）

；张敬然（哈佛中国项目）；厄纳尼·乔玛（公共卫生学院）；蔺

海洋（哈佛中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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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研究人员

蔺海洋，
博士后研究员

每位新加入哈佛中国项目的研究
人员踏上洛根机场的飞机时，他
们可能已经熟悉博士后研究员蔺
海洋博士了。即便相隔近7000英
里，蔺海洋通过即时通讯应用
微信与祖国的研究人员保持着
联系，确保他们在到达哈佛前做
好了充足的准备。这种指导关系
超越了他作为一个专注于可再生
能源系统规划学者的角色。对于
蔺海洋博士来说，这种指导并不
终止于研究员们在哈佛大学分配
到各自的工位的时刻；他们从在
剑桥的任职期间开始会开展跨学
科的学术合作。“我们都来自不
同的背景，有着多样化的研究
兴趣，我喜欢与研究员们交流思
想，”海洋解释道，“他们知道我
不知道的事情，反之亦然，所以
分享这些专业领域的知识对我们
来说非常重要。”

作为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在的山东
大学团队中较早的成员之一，蔺
海洋博士认为帮助他人在学术研
究中取得成功是一件幸福的事。
在他的博士研究期间，他与五名
硕士研究生和两名博士研究生密
切合作，为他们的研究和毕业提
供了关键的见解和建议。在慷慨
分享知识和时间的同时，他也从
这种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文化中受
益匪浅。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
他发表了超过10篇关于综合能源
系统优化的论文。所有这些努力
使他荣获了山东大学的“学术之
星”奖项，该奖项仅授予该校约5
万名学生中的10名。

在他的本科阶段，他结识了山东
大学产业生态学教授罗纳德·温
纳斯特，这促使他的学术道路发
生了转变。在中国寿光长大的蔺
海洋，初时对工程感兴趣是因为

对于像他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而
言，“学工科找工作更容易”。海
洋在大学时开始了一个他称之为
更“传统”的职业道路-热能与动
力工程；然而，在了解到温纳斯
特教授的绿色能源背景与专业知
识之后，海洋意识到他对可再生
能源系统及其相应的跨学科研究
的兴趣。在温纳斯特教授的推荐
下，蔺海洋博士接受了瑞典梅拉
达论大学的交流博士职位——正
是这段国际经历最终使他进入了
哈佛中国项目。“在到瑞典访学
之前，我只注重发表论文。但当
我来到瑞典时，人们对我为什么
选择这个行业，为什么进行此类
研究很感兴趣，”海洋解释道，“
在这之后，我想，我需要去到更
多的地方，在交流学习中凝练我
的学术理想。”蔺博士在学着重
视跨学科研究的机构时发现了哈
佛中国项目。他说：“最吸引我
的是跨学科的合作；HCP这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他与哈佛中
国项目主席迈克尔·麦克尔罗伊
教授和执行主任克里斯·尼尔森
保持着联系。现在，在四年的初
次联系之后，海洋将开始另一年
的博士后研究，并与麦克尔罗伊
教授一起教授气候和大气科学的
课程。他称赞克里斯和迈克对他
在哈佛中国项目的研究产生的影
响，“迈克非常善于引导他周围
的人，我从他才华横溢的想法中
受益良多。克里斯帮助着进组的
每一个人，当我刚加入时并没有
一个明确的研究主题，克里斯帮

助我跟在组里建立了联系，使我
找到了在团队中的角色。”

蔺博士目前致力于评估和优化
绿色燃料的供应链—特别是其与
电网的交互和促进难减碳部门脱
碳。他解释说：“我们的工作基
础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我们研
究绿色氢能和生物燃料时，我们
同样将促进可再生电力的接入和
利用作为研究核心。”他的初期
研究工作聚焦于小型系统（如建
筑物或社区）的分布式研究，目
前他正在研究大型系统（如省、
州和国家）的脱碳路径。他最近
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探讨了德克
萨斯州从高碳排放区转变为绿色
氢能出口商的过渡路径。他的研
究经历涵盖了中国、印度、美
国以及近期的工作-非洲国家如
纳米比亚等的绿色低碳发展与能
源系统转型。他表示，综合协调
能源的供应和需求两端，以更清
洁、更高效的方式整合和调度它
们，是他研究的焦点。

展望未来，蔺海洋博士设想自己
将来会成为一名高校的教师，与
学生们一起工作。“做学术的好
处是你总能从年轻有才华的人那
里学到最前沿的思想，”他解释
道，“我希望科研是我的整个人
生—我想学习新的东西，并且能
够对科研有所促进……这是最令
人兴奋的部分。”
由凯莉·诺特（Kellie Nault） 撰写，哈
佛中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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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后，哈佛中国项目已全面
恢复运作，并在过去的春夏季节迎
来了一批新的学者。这些学者和教
授中的许多人是通过我们海外校友
的推荐加入我们项目的，这体现了
我们与中国大学30年合作历史的成
果。其他学者是通过我们针对研究
员、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开放的年度
申请程序，成功来到了剑桥。无论
他们是如何来到剑桥的，所有的学

者都致力于在气候、环境、能源和
经济交叉领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
主题包括电动汽车、全球气候变化
经济学、健康与环境科学，以及航
空排放的影响。

研究员的申请程序预计将于12月开
放线上申请，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成为2024-25学年的一员。请访问我
们的网站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与新学者的合作持续进行

研究新闻

每年，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都
会在全球寻找最杰出的远见者、先
锋者、发明家、人文关怀者和创业
家；每年春季，他们都会揭晓他们
经过全球顶级科学家和技术领袖严
格评审的“35岁以下创新者”（TR35
）名单。今年，前哈佛中国项目研
究员、中国项目合作者、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陈诗因其在
推动可再生能源研究方面的工作而
入选TR35中国名单。

光伏发电作为增长最快的低碳能
源，有望在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目标
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使光伏能源
造福全球人民并推动低碳转型，陈
诗构建了光伏发电技术潜力评估技
术。融合多元空间大数据，她的研
究对发展中国家的光伏发电潜力进
行了全面分析，并深入探讨了区域
合作的潜力，提出了旨在摆脱传统
高碳路径的创新解决方案。

陈诗将潜力评估技术从技术维度深
入拓展至经济和电网维度，成功建
立了光伏发电全链条综合评估系
统，并挖掘了太阳能光伏与储能技
术一体的技术、经济和并网潜力的
时空演变特征。

陈诗进一步重点关注环境系统与太
阳能发电系统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机制。她构建了分析光伏发电时空
变动性影响因素的评估模型。她的
研究量化了中国过去十年来改善空
气质量对太阳能潜力的影响，揭示
了空气质量提升和光伏发电的协同
效益。这项研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
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陈诗获评为“35岁以下科技

创新35人”

张敬然，清华大学博士。她的研究
领域是航空能源与环境，航空业被
认为是实现碳中和最具挑战性的
领域之一，她旨在对航空排放目
前的环境和气候影响以及潜在的减
缓措施进行全面评估，以推动航空
的低碳化和清洁化转型。她非常
喜欢HCP相互支持和帮助的研究氛
围，尽管来自不同背景，大家都有

一个共同的
目标，那就
是创造一个
可持续的未
来。如果有
关于经济、
能源和环境
的问题，总
会有专业人士可以交流。

张敬然，博士后，环境科 

厄纳尼·乔玛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环境健康系的研究员。他的
研究重点是健康风险评估，特别强
调风险评估在支持政策决策中的应
用。乔玛专注于研究细颗粒物空气
污染和气候变化减缓的健康效益，
尤其关注交通领域。他评估了过去
法规和新技术（如车辆电气化和自
动化）带来的健康效益。此外，他
还在努力量化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所能带来的健康效益。乔玛参与了

多个国际项
目，致力于
改善生命周
期评估及其
他减排和政
策分析中细
颗粒物健康
影响的量化
方法。  

厄纳尼·乔玛，研究合作人，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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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洋是哈佛大学中国项目的博士后，他曾在北京理
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之前一直从事城市电动汽
车的运行行为和能量使用规律相关评估和研究工
作。他目前正在研究未来大规模零碳车辆将如何影
响不同地区的道路交通和能源系统。此外，他还关
注美国和中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因为他认为当
前是为碳中和目标发展基础设施的关键时期。他非

常欣赏哈佛-中国项目中的
跨学科合作，因为在这里不
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可以交换
意见，这使得他能够对特定
领域的研究有更加全面的了
解。

赵洋，博士后，交通电气化

当来自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
应用电子技术系的李佳蓉博
士刚开始博士课题研究时，
她埋下了一颗理想的种子，
那就是未来家中通过太阳能
制氢实现清洁供能，再种满
向日葵。她已经专注于电制

氢方向研究超过七年，提出自下而上的实验和建模
方法，规划未来由电力和氢能主导的新型能源系
统。在哈佛，佳蓉希望在高度跨学科的能源-生态-
环境-经济交叉范畴下，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探索能
源系统与自然的影响和互动。她期待与来自不同背
景的所有HCP同事进行“协同合作”！

李佳蓉，博士后，电气工程

黄乃鑫为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她与HCP的
研究员何文胜以及访问教授曹静合作，深入探讨了
全球最低碳价的福利影响与其最佳设计策略。面对
2°C温控目标的挑战，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减缓成本
和收益上的差异显得尤为重要。IMF（2021）提出
全球最低碳价，其中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采用
不同的碳价格。黄乃鑫和团队借助全球贸易模型，
深入研究此差异化的碳价策略对全球福利所带来的

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其可能
的替代方案。此外，她与访
问教授曹静也对国际气候融
资的福利效果和策略设计进
行了深入研究。

黄乃鑫，博士研究生候选人，经济学 

王凡是香港浸会大学
（HKBU）的大气科学博士
研究生。他与Michael B. McEl-
roy教授和HKBU的Meng Gao教
授合作，研究平流层气溶胶
注入（SAI）对全球气候和
环境的影响。 SAI是研究最

多的地球工程之一，可以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C的
关键阈值以下，然而其他气候、环境和生态系统影
响尚未得到很好的评估，使得这种策略仍然存在争
议。 王凡使用CESM2模型耦合完整的大气、陆地表
面和海洋过程，模拟1991年Pinatubo火山喷发对地球
系统的反馈，评估SAI对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王凡，博士研究生候选人，大气科学

刘秀丽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教
授。她研究宏观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和人口的复
杂系统建模和预测；投入产出分析和计量建模；以
及政策模拟和决策支持。 

刘秀丽感激与Michael B. McElroy教授、Chris P. Nielsen

和Mun S. Ho合作的机会，也
感谢Kellie Nault和HCP的其他
同事在她在哈佛的时间里提
供的宝贵建议、合作和帮
助。

刘秀丽，访问学者，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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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P: 你能分享一下你的项目概况吗？ 

肖恩·莫布利：“我最初的计划是在整个八
周的项目期间致力于一个特定项目。然
而，实际上，我有幸参与了几个不同的项
目，这让我得以探索环境研究的多个方
面。我主要关注的是博士生阮梓纹负责的
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分析
中国各省和地区风能的生命周期碳排放。
它计算了中国每个省和地区的生命周期碳
排放，特别考虑了物质在各省之间的流
动。在这个项目中，我的角色是，也将继
续是，编辑最终报告的草稿。”

安娜·麦克莱南：“这个夏天，我有机会与
鲁玺教授的一位博士生合作，研究中国
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潜在途径。我们
的研究模拟了基于不同政策措施的各种
结果，例如立即停用煤电、降低可再生
能源成本、实施碳税，以及这些措施的
组合。这项研究对于评估这些政策的影
响至关重要，包括它们对于减排、电价

等方面的效果。”

茱莉亚·曼斯菲尔德：“我的研究主要目标
是探索化石燃料排放对中国降水趋势的影
响。我使用的关键数据包括来自卫星测量
的降水数据和由中国各地观测站点测得的
污染数据。我专注于比较中国东部一个人
口密集且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西部
一个面积相同的地区的趋势。从2013年开
始，这两个地区的二氧化硫污染水平都显
示出下降的趋势，但东部地区的污染程度
一直高于西部地区。”

贾斯汀·徐: 今年夏天，我参与了一个围绕
旱情频发分析的项目。通过查看历史数据
以及土壤湿度的预测模型，我能够探讨世
界各地不同地理区域中突发性干旱发生率
的变化。

米莉-梅·希利：“我的研究项目主要是调查
2018年至2021年间世界各地的氮氧化物排
放情况。我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来决定研

Collaborations Continue with New Scholars

RESEARCH NEWS

我的海外暑期经历：HCP在中国的三所大学恢复了本科研究助理职

位
自2018年以来，哈佛中国项目和米侬职业成功中心首次共同资助了在中国合作大学进
行的为期八周的本科生研究项目。肖恩·莫布利（二年级学生）和安娜·麦克莱南（三
年级学生）在清华大学与鲁玺教授合作；米莉-梅·希利（四年级学生）则在北京大学
接受林金泰教授的指导；茱莉亚·曼斯菲尔德（三年级学生）和贾斯汀·徐（三年级学
生）在香港浸会大学在高蒙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以下是他们的经验摘要。如想了
解更多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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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具体方向，我选择专注于研
究中国和美国的特定地区，这些
都是我在疫情前曾经访问过的地
方。”

HCP: 哈佛中国项目（HCP）的海
外合作者对参与者经验的贡献

安娜·麦克莱南：“能够与鲁玺教授
及其博士生团队见面实在是太棒
了！他们不仅对我们非常友好和
热情，而且在我们中国之行期间
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他们
的积极互动和无微不至的帮助让
这段经历尤为难忘。”

茱莉亚·曼斯菲尔德：“在整个项目
期间，高蒙博士都是我的导师。
他很好的帮助我找到与我研究问
题相关的资源方面，使我能够从
他人的工作中吸取知识。他不仅
回答了我的疑问，而且还信任我
能够独立处理许多问题，这对我
的研究和个人成长都极其有益。”

HCP:聚么是最有成就感的？

肖恩·莫布利：“在研究中，我最
感到成就的时刻是当我编辑的论
文的第一个主要部分得到了鲁玺
教授的认可。每次重新审阅和修
改论文，我的思路都变得更加清
晰，论文也在稳步进展。经过多
轮的修订，我真切地感到自己对
这项学术工作做出了有意义的贡
献。”

茱莉亚·曼斯菲尔德: “我在研究中
感到最大的成就感是看到夏天开
始时我提出的问题，最终在我离
开香港时以易于理解和引人入胜
的图表形式呈现出来。从一个简
单的研究框架发展到具体的、充
满成果的结果，这给我带

来了极大的满足感。”

贾斯汀·徐: “对我来说，最有成就
感的部分是作为一个机械工程专
业的学生，在没有先前计算地球
科学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我能够
应用并提升了在所有科学和工程
学科中普遍适用的技能。这种跨
学科的技能应用和发展对我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成长和学习经历。”

HCP: 您对国际研究有什么总体想
法？

肖恩·莫布利: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
刻，能够在中国度过两个月是非
常了不起的经历，尤其是因为我
有机会与中国学者就一些日益重
要的国际问题进行实际合作。考
虑到当前的政治紧张局势、新冠
大流行的后果，以及迫在眉睫的
全球环境危机，我认为这种经历
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它为我
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机会，这是极
少数人有机会经历的。”

贾斯汀·徐：“在世界上最密集的城
市之一——香港进行研究，确实
不断提醒我人类对气候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次国际研究经历提
供了一种宝贵的文化交流机会，
为我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这是在其他情况下无法实现的。”

HCP: 对你来说，最难忘的是什
么？

肖恩·莫布利：“对我这样一个无论
走到哪里都喜欢使用公共交通的
人来说，中国的高速列车、地铁
系统和共享单车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这些 高效且广泛

覆盖的交通

方式，使我在中国的旅行变得非
常便利和愉快。”

安娜·麦克莱南：“除了我这个夏
天的学术研究之外，我还探索了
自己的中国家族史。我独自一人
旅行到了广州和江门，这两个中
国南部的城市是我祖母成长的地
方。这次旅行不仅增加了我对学
术研究的深度，也让我更加亲近
和理解我的家族背景。”

茱莉亚·曼斯菲尔德：“在我在香港
的时光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
一就是乘坐渡轮前往长洲这个小
岛。我在夏天去了两次，因为我
实在是太喜欢那里了！在长洲，
我能在一个令人惊叹的海滩游
泳，沿着岛屿徒步旅行，还能品
尝到美味的食物。其中包括了著
名的芒果糯米糍、红豆包和新鲜
的海鲜。这些体验让我的香港之
行变得非常难忘。”

贾斯汀·徐：“我特别喜欢香港的
自然景观和美食。从市中心出
发，可以很方便地通过公共交通
工具到达附近岛屿上的众多远足
路线。其中一个位于山脊上的路
线，被称为‘龙背’，风景特别迷
人。我和茱莉亚非常享受在香港
的不同公园和岛屿上进行远足和
探险。当然，每个新发现的公园
都带来了新的食物体验，这让我
们的探索之旅更加丰富多彩。”

照片，从左上角顺时针：贾斯汀·徐在香港；肖恩·莫布利

和安娜·麦克莱南在长城与一个研究生合影；米莉-梅·希利

在北京；贾斯汀和朱莉娅·曼斯菲尔德品尝当地美食；肖

恩·莫布利；肖恩和他的父亲与鲁玺教授在清华大学碳中

和研究院留影；米莉-梅·希利烹饪传统菜肴；安娜·麦克莱

南游览中国；朱莉娅·曼斯菲尔德在香港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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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莫特塞佩总统非洲研究加速基金奖：

哈佛大学研究副校长办公室和国
际事务副校长办公室联合哈佛大
学非洲研究中心，宣布了2023年
莫特塞佩总统非洲研究加速基金
的获奖名单，并将哈佛中国项目
列为其中的资助对象之一。

该基金现已进入第三年，吸引了
哈佛大学各学科领域教职员工的
广泛兴趣。这些教职员工对非洲
研究抱有广泛的兴趣，并通过提
出创新性的项目方案来应对非洲

面临的关键挑战和机遇。

哈佛中国项目提案：

项目《纳米比亚的可再生能源：
利用风能和太阳能扩大国内能源
获取和零碳能源出口》由哈佛环
境研究的吉尔伯特·巴特勒教授
迈克尔·B·麦克尔罗伊、哈佛保尔
森学院的弗兰克·克奇，哈佛保
尔森学院的蔺海洋，以及哈佛中
国项目的克里斯·P·尼尔森和纳米
比亚大学共同提出。

该项目的目标是探索在纳米比亚
实现可再生能源的集成和氢氨生
产的可行性，制定实现低碳能源
转型和增长的切实路线图。研究
的主要内容包括：1）评估目标
地区的可再生资源禀赋和开发成
本；2）确定将不断扩大的可再
生能源基地整合到纳米比亚电网
的最低成本路径；3）探索将能
源出口到纳米比亚邻国和国际市
场的可行方式和供应链。

校园新闻

哈佛中国项目获得资金支持，进行纳米比亚可再生能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