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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风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

会议，要求要统筹有序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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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运动式“减碳”有

两种突出表现 ：一种是在资本市

场上造概念、抢风口、蹭热度、

追热点 ；另一种是在施政导向上

不讲科学、宁左勿右、层层加

码，超出目前的发展阶段而采

取不切实际的行动。任由运动

式“减碳”现象发展下去，就会

打乱中央统一部署，对我国碳达

峰、碳中和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先

立后破”，就是要先把时间表、

路线图、施工图配套政策确立起

来，把减碳的基础设施和运行机

制建立起来，比如新型电网、新

能源系统、新电价机制、碳排放

权交易等，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去煤减碳。

现阶段保障能源安全、电力充足

稳定供应依然重要。

因此，制定全局的、长远

的行动方案尤为关键。现在，党

中央国务院已经成立了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制定碳

达峰、碳中和时间表、路线图、

1+N 政策体系，将陆续发布指导

意见。这是顶层设计，涉及到碳

达峰、碳中和全国和各个地方、

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政策措

施。其中，“1+N 政策”将很快发

布，将从十个领域加速转型创新。

运动式“减碳”反映出来

的一些倾向，从顶层设计也就是

“立”的层面，要统筹好以下关系。

“双碳”与“双循环”的

关系

目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

一方面面临履行减碳的国际责

任，另一方面面临大国竞争日趋

白热化的压力，能否利用 20 年

的时间打破美国对我国的围堵，

保障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大循环和

供应链的畅通，实现在综合经济

实力和话语体系上对美国的赶超

至关重要，推进“双碳行动”需

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易不顾

现实、层层加码，单一追求提前

实 现，2030、2060 年 是 比 较 客

观的实现节点。目前，从生产端

看，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 7.28 吨 / 年，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但比美国低 ；从消费端看，

我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英

法美都低 ；从人均累计排放看，

1900 年至今全球平均水平是 209

吨 / 人，我国才 157 吨 / 人，远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高达

1218 吨 / 人。这就是说，我国发

展还需要相应的过程积累，应该

考虑保留一定的空间。

“碳达峰”与“碳中和”

的关系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相互关

联的两个阶段，它们的辩证关系

是“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缓

彼难”。这就需要在顶层设计中

根据各地实际客观设计碳达峰的

峰值和时间，有的地区能够提

前，有的地区能够按时，有的地

区可能需要推后 ；有的地区能够

低阶位达峰，有的地区能够中阶

位达峰，有的地区可能需要高阶

位达峰。

全国一盘棋与区域分工

的关系

我们国家承诺，在 2030 年

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

现碳中和，这是一个整体性目

标。具体到生产力空间布局、区

对纠正运动式减碳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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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产业分工和产业链、供应链的

层面有必要体现差异化的安排。

内蒙古作为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

基地，担负着保障全国能源和战

略资源供应安全的重要责任，能

源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不可或缺。同样，在核算和分配

碳指标时，也需要统筹能源输出

地区和能源消纳地区的关系，做

出相应的安排。

减碳措施与技术进步的

关系

造成运动式减碳的一个原

因，就是左倾思想，没有把减碳

行动与技术进步同步，导致愿望

与措施背离。因此，在顶层设计

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技术路线图

设计好，依次设计好施工路线

图，把政策支持的重点放在科

技创新上面，使施工的步伐与

技术进步的步伐保持在同步的

水平上就是最快的，如果施工

的步伐超过技术进步的步伐，

会导致失败。

能耗双控与减碳指标的

关系

能耗指标与碳排放量肯定

不是一回事。但是大家普遍有种

意识，就是一个地区、一个企业

综合能耗是多少吨标煤，按一个

公式转成碳就行了。这是一个误

区，能耗高不一定碳排放就一定

高。比如，在同一个地点的两个

产量一样但原料不同的水泥厂，

传统水泥厂能耗水平比电石渣水

泥厂略低，但碳排放量高出 1 倍

多。因为传统厂原料分解产生了

大量二氧化碳，而后者没有。再

比如，铁合金厂是标准的高能耗

企业，但它用水电站作自备电

站，不用网电，碳排放就趋于

零。可见，推进“双碳行动”就

要统筹能耗和碳排放指标的关

系，把消纳零碳能源与消纳高碳

能源区分开来，对消纳零碳能源

的企业和地区给予鼓励。

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

关系

大家的共识是，保护生态

有利于增加植物和土壤的固碳能

力。但仅如此还不够，还应在保

护的前提下更好开发利用生态系

统的综合价值，将绿水青山转化

为金山银山。内蒙古广大的草原

也是高质量的风场，建设国家低

碳能源基地，发展风电、光伏发

电等零碳能源大有可为，综合利

用草原上的风光资源是推进“双

碳行动”的重要抓手。如果在草

原上不能上风电项目，在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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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就更不能上，沙漠又不适

合上。我们国家的风力发电在

哪里安身呢？这就需要认真研

究一个较优方案，以保障我们

国家高碳能源结构向低碳能源

结构转型。

多能互补与能源替代的

关系

现在讲碳中和，首先要考虑

能源替代，就是用电、热、氢

能等替代煤炭，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但不同行业、不同领域

的替代难度不同，需要按难易

进行排出次序，依次推进。在

民生领域，相对容易用电力、

地热、太阳能来替代 ；在交通

领域，已经在推广电动汽车，

以后可能用氢能驱动船和飞机

等 ；在农业领域，大部分也可

以用电替代 ；在工业领域，冶

金、化工、建材、矿山全部替

代比较难，需要较长时期一步

步推进。当前，提高新能源占

比要克服电网稳定性问题需要

一步步来。另外，如何发展氢

能，也要破解技术门槛。

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的

关系

我国大约 100 亿吨二氧化碳

排放中，发电端占比约 47%，消

费端占比 53%，实现碳中和就

需要在发电端用更多的非碳能

源发电，在消费端用电和氢能

等来替代，构建一个两端共同

发力的系统。遏制“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关键是不能“盲

目”。我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

工 业 化 和 城 市 化 进 程 还 没 结

束，经济社会发展还做不到与

能源需求脱钩，还离不开能源

和原材料产业。重要的是要增

强各产业之间发展的协调性，

要推进能源原材料产业绿色高

质量转型。若非如此，将直接

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直接

影 响 产 业 结 构 和 能 源 结 构 调

整，直接影响大气环境质量改

善。同时，也要防止产业链和

供应链断裂、能源和原材料价

格明显上涨、经济运行和居民

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政策引导与市场导向的

关系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

要在能源结构、能源消费、人为

固碳“三端发力”，所需资金之

多，不可能靠财政补贴得以满

足，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原则，

引 导 良 性 竞 争， 一 步 一 步 推

进。财政资金应主要投入在技

术研发、产业示范上，力争加

快我国技术和产业的迭代进步

速度。就节能降碳现状而言，

我国政府约束大于市场机制，

未来可能需要更多依靠市场机

制发挥作用。引导市场机制发

挥作用，还需要政策目标的一

致性、政策内容的科学性、政

策之间的衔接性、政策力度的

可及性、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许多政策部门，相互打架、缺

乏协调，致使企业无所适从，

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中央

提出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

决定性作用，需要各部门、各

地区在具体政策中加以更好体

现。

体制改革与双碳行动的

关系

目前，制约“双碳行动”

不仅有技术因素、市场因素、

政策因素，还有体制因素。特

别是电力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理

顺，使之有利于构建接纳新能

源上网的智能化新型电网，有

利于推开构建削峰填谷的电价

现货交易机制，有利于形成高

比例消纳新能源的激励机制，

有利于推进多能互补、源网核

储一体化发展，等等。这些都

是推进“双碳行动”的基础性

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作者系内蒙古北宸智库首席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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