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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ꎬ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ꎮ 这

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郑重承诺ꎬ又

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

在要求ꎮ

分步骤实现这一目标ꎬ将会全面推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ꎮ 概而言之ꎬ这将会

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ꎬ一个重大的技

术创新和投资机遇ꎬ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

新ꎬ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

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ꎮ

不容否认ꎬ对我国而言ꎬ实现这一目标是

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ꎮ 我国人均碳排放已经

超过 ７ 吨ꎬ在碳达峰前其增长不会超过 １０％ꎮ

而我国确定的发展目标是ꎬ到 ２０３５ 年ꎬ人均收

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ꎬ大概为 ３ 万 ~

４ 万美元ꎮ 也就是说ꎬ在人均碳排放基本不增

长或者有所减少的情况下ꎬ实现人均收入由

１ 万美元到 ３ 万 ~ ４ 万美元的增长ꎬ这是发达

国家未曾经历、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事情ꎮ

我国已不可能走发达国家高碳高增长的自然

达峰之路ꎬ也不会走低碳低增长之路ꎬ只能走

低碳或零碳较高增长之路ꎬ力争减碳和增长

双赢ꎮ

选择这条道路ꎬ挑战和压力很大ꎬ但转换

思维方式ꎬ不难发现机遇更多ꎬ不少机遇是发

达国家所不具有的ꎮ 这里想强调一下我国在

绿色转型中的五个优势ꎮ

第一ꎬ相比发达国家在 ３ 万 ~ ４ 万美元以

上的收入水平向绿色发展方式转型ꎬ我国在

１ 万美元水平上开始转型ꎬ传统工业化时期形

成的资本搁置和减值成本相对要低ꎮ

第二ꎬ我国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仍能保持

５％~６％增速ꎬ市场规模大ꎬ成长性强ꎬ更有利

于形成商业模式ꎬ带动绿色技术的创新和

推广ꎮ

第三ꎬ我国在绿色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差

距并不很大ꎬ与以往技术革命相比明显不同ꎬ

一些领域如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处在并跑或

领跑位置ꎬ有可能利用当前转型之机形成新的

竞争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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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也有一定的优

势ꎬ可以与绿色发展相互支撑ꎮ

第五ꎬ我国各级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执行能

力较强ꎬ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提供政策支持ꎮ

如果能够重视和发挥好这些优势ꎬ就会

使机遇大于挑战ꎬ形成我国发展新的战略机

遇期ꎮ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后ꎬ各个地区各个

方面都行动起来ꎮ 以往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

更多是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的事情ꎬ但现在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事情ꎮ

另一方面ꎬ前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

现象和问题ꎮ 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ꎬ

针对出现的问题ꎬ进一步明确了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方向和重点ꎮ 结合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的学习体会ꎬ在这里想提出并讨论一

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三个不能” “三

个政策目标”和“两个创新”ꎮ

１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三个不能”

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ꎬ而应该从我国现

阶段国情出发ꎬ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

位一体ꎬ协同推进ꎮ 我国总体上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ꎬ与发达国家仍存在重要区别ꎮ 发达国

家已经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ꎬ进入服务业为

主的增长阶段ꎬ常规污染问题基本解决ꎬ生态

环境总体上较好ꎬ经济转入成熟期ꎬ不再有较

高增长潜力了ꎬ绿色转型主要涉及碳的问题ꎮ

而我国除了碳的问题之外ꎬ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问题依然突出ꎬ更重要的是ꎬ我国有必

要也有潜力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ꎮ 这几

个方面都很重要ꎬ都要抓ꎬ不可偏废ꎬ要形成降

碳、减污、增绿、增长的协同机制ꎮ 这种协同机

制不会弱化降碳而是有利于降碳ꎮ 深圳市空

气质量达标、碳达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经验

表明ꎬ这种协同效应是完全能够实现的ꎮ

二是减碳不能“运动式”ꎬ也就是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所说的“不能毕其功于一役”ꎮ 应该

明确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ꎬ关键是用绿色

技术替代传统技术ꎬ是要减少碳排放ꎬ而不是

减少生产能力ꎬ不是降低增长速度ꎬ更不是在

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打乱正常的供

求秩序ꎮ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

和市场规律ꎬ否则就会适得其反ꎬ好事不一定

能办好ꎮ 通常我们讲破旧立新ꎬ“旧的不去ꎬ新

的不来”ꎬ而在绿色转型中ꎬ应当是“新的不来ꎬ

旧的不去”ꎬ也就是党中央强调的 “先立后

破”ꎬ着眼点首先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

力上ꎬ确保产业供给安全前提下平稳转换ꎮ

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重视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ꎬ首先要看其是不是认真地进行绿色技术

的创新和推广ꎬ实实在在地提高低碳零碳能源

的比重ꎬ而不是简单地拉闸限电、停工停产ꎬ以

减少甚至不搞生产的办法节能减排ꎮ

三是减碳不能指标错位ꎮ 从经济学角度

说ꎬ用实物的数量指标ꎬ如某个行业产量、生产

领域中包括能耗在内的投入品数量ꎬ作为或实

际上成为宏观考核和监管指标ꎬ容易造成资源

配置的扭曲ꎮ 应该慎用少用行政性办法ꎬ多用

经济性、市场性办法ꎬ如放开煤电价格等办法ꎮ

这样更有利于企业以内在动力节能减排ꎮ

２　 近期应力争实现“三个政策目标”

着眼于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进

展ꎬ近期应力争实现三个政策目标ꎮ

一是尽快实现能耗“双控” (能耗总量和

强度)向碳排放“双控” (碳减排总量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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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ꎮ 这是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前一

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要求ꎮ 节能有利

于减排ꎬ但不能将二者画等号ꎬ能源供给既可

以是高碳ꎬ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ꎮ

经济增长需要相应的能源供给增长ꎬ一个

地区、一个行业ꎬ甚至一个企业ꎬ究竟需要多少

能源ꎬ事先是不可能精确计算的ꎬ能耗的直接

数量控制有可能影响增长ꎮ 而且一般意义上

的节能ꎬ主要是降低成本ꎬ应主要通过市场机

制来实现ꎮ 由能耗 “双控” 转到碳减排 “双

控”ꎬ有利于促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ꎬ同时有利

于经济稳定和增长ꎮ

二是高碳行业不搞“一刀切”ꎬ实行“放

开、稳住、限制”相结合的差别化政策ꎮ 近期ꎬ

有的地方在减污降碳过程中ꎬ对高耗能或高碳

行业实行“一刀切”限制ꎬ不论是否采用绿色技

术ꎬ是否达到绿色标准ꎬ全都按照一定比例限

产ꎬ其结果是减少供给ꎬ促使价格上涨ꎬ同时也

伤害了推动绿色转型企业的积极性ꎮ

所谓高耗能、高碳行业ꎬ是由技术特点决

定的ꎬ其产品只要经济发展有需求ꎬ还不能不

生产ꎬ通过绿色转型ꎬ其产业完全可以成为可

持续、有竞争力的产业ꎮ

建议对高碳行业实行“放开、稳住、限制”

相结合的差别化政策ꎬ具体地说ꎬ即:放开绿色

生产、投资、技术创新和推广的空间ꎻ稳住对经

济社会安全和平稳运行直接相关、短期内难以

被替代的环节ꎻ有序限制其他非绿色生产、投

资并加快实现绿色转型ꎮ

三是加快制定受冲击领域的风险防控与

产业就业重整规划和政策ꎮ 我国能源禀赋是

多煤、贫油、少气ꎬ发电以火电为主ꎬ火电以烧

煤为主ꎮ 根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院的测算ꎬ在碳中和的目标下ꎬ２０５０ 年中

国非石化发电量占总电量的比例将超过 ９０％ꎬ

煤炭比例则将降至 ５％以下ꎮ

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以煤炭为主的传

统能源地区ꎬ将面临主体性产业替换的严重冲

击ꎮ 钢铁、有色、化工、水泥等高耗能产业为

主导的区域也面临着同样挑战ꎮ 绿色转型将

会引起高碳资产价值下跌和重估ꎬ成为金融

风险的另一个起因ꎬ有可能影响区域性金融

稳定ꎮ

应对这些冲击ꎬ有关部门和地区应抓紧制

定富有前瞻性、针对性的规划方案和政策措

施ꎬ包括替代技术的引入、接续产业的培育、员

工退出安置和再就业培训、金融风险防控、相

关企业关闭重组等ꎮ

３　 着眼长远ꎬ扎实推进“两个创新”

从中长期看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

点是推进“两个创新”ꎬ也就是技术创新和相应

的制度创新ꎮ 当前在这方面应抓紧做一些打

基础、利长远的工作ꎮ

首先是技术创新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ꎬ从

根本上说ꎬ要靠绿色技术驱动ꎬ大规模、系统性

地“换技术”ꎮ 绿色技术应达到三个目标:一是

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ꎬ二是少排放或零排

放ꎬ三是与传统产业相比富有竞争力的低成

本ꎮ 要达到这三个目标难度很大ꎬ但通过努力

是有可能实现的ꎮ 以光伏产业发展为例ꎬ过去

十年ꎬ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 ８０％ ~ ９０％ꎬ已

经可以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相竞争ꎮ 业内专家

估计ꎬ今后几年ꎬ光伏发电成本还会较大幅度

地下降ꎮ

从技术创新方面看ꎬ重要的是推广那些已

经成熟且应用后能够产生明显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技术ꎮ 同时要加快形成激励绿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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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和推广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ꎮ 还需

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ꎬ过去讲生态环保ꎬ不少

人担心会影响经济增长ꎮ 这种担心一定程度

上可以理解ꎬ因为过去的环保ꎬ做减法比较多ꎮ

现在我们讲绿色技术创新ꎬ不但做减法ꎬ如防

治污染ꎬ更多的是做加法和乘法ꎬ如开展低碳

和零碳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ꎮ 有研究认为绿

色技术创新将会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巨量投资ꎬ

这是传统发展方式下不可能有的投资和增长

空间ꎮ

其次是制度创新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ꎬ那

么ꎬ如何使市场在绿色发展中起重要或决定性

作用? 客观地说ꎬ过去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在

全社会引起重视不够ꎬ主要以行政性办法推动

相关工作ꎮ 但进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

的全面绿色转型期后ꎬ应该也有可能形成由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ꎮ 当然ꎬ目前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ꎬ但通过努力是可以缩短

乃至消除这个差距的ꎬ这就是制度创新所要

达到的目标ꎮ

制度创新需要做的事情很多ꎬ其中一项基

础性的工作是建立账户ꎬ包括碳账户、生态账

户和绿色责任账户ꎮ

建立账户的前提是搞好核算ꎬ首先是碳核

算和生态核算ꎮ 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ꎮ 实

际上ꎬ无论是行政性办法ꎬ还是市场性办法ꎬ前

提是把账算清楚ꎬ有一套科学的算账方法ꎮ 这

件事情很重要、很紧迫ꎬ迄今仍然是一大短板ꎬ

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ꎮ 前述提到的碳

排放“双控”指标ꎬ重要的制约因素也是缺少核

算基础ꎮ

在碳核算、生态核算的基础上ꎬ建立碳账

户和生态账户ꎬ再形成包括碳减排、其他污染

物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

级政府、各类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ꎬ确

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ꎬ进而推动国家减排目

标分解落地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

试验的关系ꎮ 顶层设计主要是指方向、划底

线ꎬ在此前提下ꎬ要鼓励支持地方和基层创新ꎬ

进一步调动各个地方、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的积极性、创造性ꎬ多一些自选动作ꎬ多一些试

错空间ꎬ通过试错逐步找到正确的方向ꎬ形成

适合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和各个企业具体情况

的管用的战略、政策和具体做法ꎬ有些好的经

验和办法可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ꎬ进而使

绿色转型平稳扎实有效地取得进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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