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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蓝图71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眼下，碳中和已火热出圈，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正徐徐展开。
2020年，中国向世界承诺，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从中央到省市，从政策措施到投资规划、大型企业布局，从环保行业、金融行业到科技行业、工业行业，在“双碳”目标下，改变正悄然发生。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被列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十四五”规划也将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列入其中。而作为全球主要排放国里首个设定碳中和限期的国家，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无论如何，“双碳”目标下，那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脉动，已然激荡。

大国担当
用短于发达国家的时间

实现“双碳”目标

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六个
字，从不是口号。

今年3月12日，据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官方微博消息，2020年，全国完
成造林 677 万公顷、森林抚育 837 万
公顷、种草改良草原283万公顷、防沙
治沙 209.6 万公顷，全国湿地保护率
达50%以上。截至目前，全国森林覆
盖率达23.04%，森林面积2.2亿公顷。

面向未来，“十四五”规划提出，
到 2025 年，中国森林覆盖率将从目
前的23.04%再提高超1个百分点，达
到24.1%，湿地保护率提高到55%，基
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使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
降低13.5%、18%。

“美国年排放为48亿吨，且美欧
日碳排放都在下降。中国是发展中
国家，减碳减排形势严峻，任务艰
巨。”在2021全球绿色经济财富论坛
开幕式暨“碳中和”主题论坛上，工信
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李毅中在主旨演讲时指出，2019 年
中国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的二氧化
碳达到100亿吨，全球总量为331亿
吨，中国比重达到 30%，仍保持年约
1.5%的增幅。他认为，中国从碳达峰
到碳中和只有 30 年的时间，少于发
达国家的40-50年周期，挑战和难度
更大。

另一方面，我国的能源结构相对
单一，呈现出“多煤少油缺气”的特
征。减少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
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有效途径之
一。因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对整个
产业结构布局、能源结构调整、新能
源开发利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尽管挑战更大，但已成共识的
是，这是中国主动履行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大国担当，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需
要和保障。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推进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执政理
念，标志着中国将告别依靠高环境代
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
式，进而转变为依靠科技促进绿色发
展，实现数字化赋能绿色发展。伴随
着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的推进，通过
数字化赋能，提高效率、节约资源，实
现降低能耗，加快重铸产业结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的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毫无疑
问，“双碳”目标必是题中之义。

时代巨变
中国的“碳中和”经验
可以视为一个“全集”

事实上，尝试早已开始。
“美国国际集团（AIG）投资新疆、四

川两地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 200 万
美元购买农民生产、生活排放的二氧化
碳当量指标。这个项目为 40 万亩农田
安装了滴灌等节水设施，改变了 5 万亩
稻田的用水系统，固定了 12 万亩沙漠
等，帮助减少了31万吨当量的二氧化碳
排放。”

在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
究员李晓燕的记忆中，上述是有关农业
温室气体减排四川最早的市场化尝试，
发生在2008年。

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省金
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何锦峰记得，四川农业参与碳汇交易还
有这样一单：2010年上海世博会推出绿
色出行低碳交通卡，每出售一张卡就将
为世博会减少一吨碳排放。广元市与世
博会签订了3.6万吨绿色出行低碳交通
卡的订单，交通卡认购资金用于补贴广
元农业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区的农户。

十余年前四川农业“卖碳记”以试水
之态，为外界打开了“低碳农业”的认知
大门。但产业与“碳”的关系，还需要更
透彻的解读。

对于世界而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
制造业国家，通过购入原料、出口制成
品，为全球消费者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
中国的碳中和目标，实则是为全球消费
者实现碳中和。同时，中国拥有最完整
的工业体系、最长的产业链条、全球第二
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碳中和经验可以
视为一个“全集”，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作

为其中的一个“子集”，可以找到对应的
解决办法。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
家，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的转型过程中。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
要么与中国发展阶段相近，要么低于中
国的发展水平，中国的经验具有更广泛
的参考价值。一个简单的例证是，欧盟
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高达 60 欧
元每吨的碳价，非发展中国家所能承受，
发展中国家需要切实可行而非“理想”中
的“零碳”方案。

“2020 年，我国碳排放强度相比
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中国向
国际社会承诺的下降 40%到 45%的目
标。”9月7日，在成都举办的“首届中国
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上，生态环境部副
部长叶民表示，中国已基本扭转碳排放
快速增长局面。

久久为功
量化个人的绿色价值
或将成下一个“蓝海”

同样是在这场论坛上，中央网信办
副主任盛荣华指出，要推动数字技术跨
界应用，进一步加快对传统行业网络化、
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将数字经济的减碳
优势与绿色发展的广阔前景紧密结合。

2020年，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发布的
最新《指数气候行动路线图》指出，数字
技术在能源、制造业、农业、土地、建筑、
服务、交通和交通管理等领域的解决方
案，已经可以帮助全球减少15%的碳排
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碳中
和路线图非常明确，并将数字经济、新能
源、创新等要素作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
关键支柱。

“绿色化、电气化、数字化是降碳关
键。”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
副院长邬贺铨看来，我国东部地区的核
心问题是提高使用能源效率，西部的主
要问题则是如何增加非化石能源的供
应比例，“四川有着全国最丰富的水电
资源，四川三州地区还可以发展风电。”
他认为，四川本身是碳汇的主要供应
方，有广大的森林、林业、草原、农业碳
汇，可以大力发展碳汇资源。

类似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
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环
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指出，国家要实现

“双碳”目标，势必将目标任务分解和细
化到各地，各地方政府将成为实现目标
的关键，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
过程中，各地因能源结构不同、产业结
构不同，必然节能减排任务不同，完成
时间也将有所不同。

例如，浙江、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
的省份可重点关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
优化等；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可在探
索新能源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四川、福
建等森林覆盖率较高的省份可重点关
注生态碳汇。

令人期待的是，碳中和理念正在深
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引领出绿色低
碳的新风尚。

蚂蚁森林正是一个极佳的案例
——这项由企业推出的软件，可以通过
步行、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费、网络
购票等行为获得“绿色能量”，能量可以
用来申请种虚拟树木，最终变成在现实
里种树。

这意味着，量化个人的绿色价值，
或将成为下一个“蓝海”。而在“双碳”
背景下，新的商业机会正在诞生，更多
企业的加入将帮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碳普惠绿色市场。

“双碳”目标下
那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脉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白鹤滩电站
是目前世界
在建第一大
水电站，建成
后平均每年
可 提 供
624.43 亿 千
瓦时清洁电
能，相当于节
约 标 煤 约
1968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
排放约 5160
万吨，相当于
少建近6座年
产 400 万 吨
大型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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