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2年02月25日（星期五）                                                                                                                                                                                                                               16

2021年，碳达峰、
碳中和首次被写入中国
政府工作报告，中国这
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直面“以史上最短
时间实现碳中和”的挑
战；第一年“试水”，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
政策路线逐渐明晰。在
对“一刀切”“运动式
减碳”进行纠正之后，
中国如何奏响咏“碳”
调？绿色转型如何带动
经济发展？

在 今 年 地 方 两 会
公布的各省级政府工作
报告中，碳达峰、碳中
和依然是个高频热词，
广 西 、 浙 江 、 河 北 、
重庆、甘肃等地均对“
双 碳 ” 作 出 部 署 。 这
一 次 ， “ 稳 步 ” “ 有
序”“科学”推动成为
关键。在即将开幕的全
国两会上，“双碳”料
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
点 。 综 观 官 方 此 前 表
态，今年推进“双碳”
目标料将有四大重点。

其一，“减碳”不
是减生产力。

去 年 ， 一 些 地 方
出现运动式“减碳”现
象 。 有 的 目 标 设 定 过
高 、 脱 离 实 际 ， 有 的
未立先破、盲目急进，

有的认知不足、跟风表
态。

针对这些情况，去
年7月末举行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坚
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
动式“减碳”，先立后
破，坚决遏制“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刘世锦指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
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
排放，而不是减少生产
能力，不是降低增长速
度。他指出，应该着眼
于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
力，在确保产业供给安
全前提下平稳转换。

一 些 新 的 政 策 已
经开始落地。包括新增
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
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更科学地用碳排放
的双控指标(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控制指标)来
替代能耗的双控指标(
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
等。

其 二 ， 减 碳 不 等
于“弃煤”。

长期以来，中国的
能源结构都以煤为主。

面向碳中和，必须关闭
矿井、停用煤炭吗？专
家认为，在新能源替代
尚未形成之前，用好煤
炭十分关键。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
震认为，不要一谈到“
电力零碳化”就说“弃
煤 ” 。 他 认 为 ， 未 来
煤炭会成为一种保障性
能源。火电CCUS(碳捕
获、利用与封存)将会
推动整个化石能源电力
零碳排放，提供保障性
电力和电网灵活性。

今 年 ， 广 西 、 河
南、山东、内蒙古等多
省(区、市)在省级政府
工作报告中不仅提到布
局新能源项目的利用，
也重点部署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等。去年11月份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再设立2000亿元
人民币支持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煤
炭企业也纷纷转型，比
如：中国神华、中煤能
源、美锦能源、陕西黑
猫等多家煤炭上市公司
均加码了煤化工业务。

其 三 ， 遏 制 “ 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

去年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曾将严查“两高”
项 目 盲 目 上 马 作 为 重
点。今年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发展仍将受到遏
制。1月份，国务院印
发的《“十四五”节能
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提
出，严禁违规“两高”
项目建设、运行，坚决
拿下不符合要求的“两
高”项目等。此外，包
括河南、浙江、重庆、

安徽等在内的多地也明
确表示今年要遏制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

在广发证券首席经
济学家郭磊看来，双碳
是一个长期系统性的工
程，涉及到经济诸多层
面的变革，其中就包括
钢铁、电煤、部分化工
品等高碳产业的减产。
此外，碳中和还涉及清
洁能源替代加速，减排
技术和循环经济等工业
流程的优化以及碳税和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设
等。

其四，碳市场发挥
更大作用。

　　去年12月全国
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
顺利收官。官方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12月31
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
交量1.79亿吨，累计成

交额76.61亿元，成交
均价每吨42.85元，履
约完成率99.5%(按履约
量计)。

尽管当前碳市场交
易量并不是很大，但是
专家认为，后续石化、
化工、建材、钢铁、有
色金属、造纸等行业将
被逐步被纳入交易体系
中，其倒逼企业减排的
效应也会更大。

清 华 大 学 能 源 环
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全
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总体
设计技术专家组负责人
张希良认为，今后碳市
场将迎来新的变化，比
如：碳排放的配额发放
基准将更加严格，配额
可能从免费发放到引入
拍卖机制，以及引入第
三方的投资机构进入碳
市场进行交易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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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奏响咏“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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