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会
加速发展数字经济
多个重大项目落地

去年，中国正式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
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双碳”背景下，全国各地陆续行动起
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在
成都，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已成为社会共识。

这次在成都举行的首届中国数字碳中
和高峰论坛，聚焦的是“数字碳中和”。所谓
数字碳中和，指数字化路径和碳中和目标的
结合，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高效手段，来实
现绿色低碳的目标、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对成都而言，将迎来推动城市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机会。目前，成都正加速
发展数字经济，成都超算中心自从 2020 年
投运以来，最高运算速度已达到10亿亿次/
秒；华为·成都智算中心等多个项目开工，标
志着成都市推动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试验区进入新的重要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
高峰论坛上，成都还公布了一组数据：成都
以数字经济推动低碳增长、以数字治理助力
低碳生活、以数字创新驱动低碳发展、以数
字基建支撑低碳转型，“十三五”时期，单位
GDP 能耗和碳排放分别累计降低 14.2%、
21%，清洁能源占比提升至62.6%，森林覆盖
率达40.2%、年固碳量超过200万吨，人均碳

排放位居全国十大城市最低。
不仅如此，在河北举行的“创新发展与

数字经济”为主题的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
会上，成都上榜“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
强榜”，位居新一线城市榜首。

成都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开局
之年，成都正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正在努力将“先机”变为“持续
性的领先优势”，奋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新
打造国内碳普惠新机制

实现人人可参与

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行为会产生碳排
放？如何尽量减少碳排放？如今，作为一种
绿色、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的理
念正逐渐贯穿市民的日常生活。

除了企业，成都早已将目光聚焦到了个
人。2020 年，成都出台了《关于构建“碳惠
天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公众碳减
排积分奖励、项目碳减排量开发运营”双路
径碳普惠建设思路。今年5月，“碳惠天府”
绿色公益平台正式上线，让普通人也能参与
到“减碳”中来。

出行同样的距离，小轿车和地铁的碳排
放量分别是多少呢？打开微信或支付宝，衣
食住行、参与会议、旅游和航班等行为，都可
以从“点点碳中和”小程序上完成。例如，出
行 20 公里，使用小轿车的碳排放量为 6.32
千克，而地铁出行的碳排放量仅有 1.08 千
克，足足相差近6倍。

怎么交易？输入出行方式和行为，就能
自动计算出这一段时间的碳排放量，点击

“我要碳中和”按钮，就可以通过平台购买减
排量，抵消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碳排放，完成
碳中和闭环。

让普通人也能参与“碳排放”交易，正是
成都实施“碳惠天府”，构建大美公园城市的
举措之一。

在围绕公众积分奖励方面，“碳惠天府”
机制在构建绿色出行、节水节电等低碳环保
行为场景的同时，还制定了餐饮、商超、景
区、酒店等低碳评价规范，以引导相关企业
推行低碳管理、实施碳中和公益行动等。对
通过评价的场景赋予低碳属性，公众在这些
场景内的消费行为也将获得碳积分奖励。
此外，还鼓励实施节能改造、低碳管理、生态
保护的企事业单位开发碳减排量，使减排项
目产生的环境效益以碳的属性呈现经济价
值，促进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换。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成
都面向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在国内首创“双
路径”碳普惠建设思路——公众碳减排积分

奖励、项目碳减排量开发运营，既体现了城
市发展的价值取向，又借助低碳认证，将公
众减排、项目减排和碳减排量交易全线联
通。

目前，“碳惠天府”已在多个平台推出，
今年年内，还将推出40个商场、酒店、景区、
餐饮类低碳消费场景，市民在场景内打卡即
可获取碳积分，碳积分可以在公益性运营平
台兑换绿色商品和服务。

探索
“绿色+”理念融入生活
探寻低碳发展新机制

“碳中和”是什么？我国开展碳中和情况
如何？伴随着一声长鸣，一列“绿色”列车从成
都地铁1号线正式发车，以上问题都可以从
这趟“数字碳中和号”主题列车上收获答案。

据了解，“数字碳中和号”自 9 月 3 日开
始运行，到 9 月 30 日将共运行 28 天，由成
都市委网信办打造。为达到向公众科普碳
中和相关知识、增强大众低碳意识的目的，
列车以“数字助力绿色发展”为主题，共计6
节车厢，由“数字空间”“数字平台”“数字技
术”“数字经济”“数字生活”“中国承诺”依
次串联。

车厢内融合了国家相应政策，结合省、
市围绕“数字碳中和”开展的相关项目，展现
不同行业如何通过数字和科技力量对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并聚焦到个人环保行为的生
活方式，最终汇聚成一幅直抵绿色未来的蓝
图，全方位展现“数字碳中和”行动之于中国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记者梳理发现，在“双碳”战略下，“绿
色+”理念已经融入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
面，正在推动产业结构、生活方式、消费习
惯的绿色化转型，并涌现出一批新模式新
业态。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强化景
区节能降碳管理，认购碳减排量参与碳中
和公益行动，打造全省首个零碳景区；在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 500 亩碳中和林，
首次以建森林的方式来抵消论坛产生的温
室气体；开展“绿色出行低碳一夏”数字人
民币公共交通试点测试活动，吸引 10 万名
参与活动的中签市民使用数字人民币搭乘
公交、地铁和单车骑行出行，共计节能减碳
10336吨。

作为国家批准的低碳试点城市之一，
成都正紧紧围绕绿色低碳的“产业、能源、
城市、碳汇、消费和制度能力体系”，积极
探索低碳发展新机制。同时，加快以数字
化手段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加积极的
姿态履行试点城市职责，加速向高质量发
展“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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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线“ 碳 惠 天
府”绿色公益平台、
打造国内首个碳中
和景区、成都国家人
工智能创新应用先
导区揭牌……一场
涉及社会经济各个
方面的深刻变革，正
在成都加速推进。

在“碳达峰、碳
中和”双碳战略下，
成都成为全国关注
的焦点。近日，首届
中国数字碳中和高
峰 论 坛 在 成 都 举
行。论坛期间，各领
域专家学者、企业代
表等齐聚蓉城，共同
探讨如何有效利用
数字化手段，助推实
现“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于2030年前达到
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重大目标。

为 何 选 择 成
都？作为国家低碳
试点城市、公园城市
首提地，成都有哪些

“硬核”举措？将迎
来哪些机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金祝罗田怡

抢抓数字经济机遇

成都书写“双碳”绿色答卷

成都正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雷远东 摄

9月7日，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

绿色地铁在成都1号线持续向乘客宣传“碳达峰、碳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