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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專家觀點
世界銀行中國局首席經濟學家艾卡思

中國要實現綠色轉型非常不易，意味着經濟所有領域都要進行
轉型，同時也要對資本、就業進行調整，還要制定政策應對退出
污染行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建立政策框架提供綠色的融資。

中國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陸新明
目前中國正在研究制定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政策措施、路線

圖、時間表，要以經濟社會全面綠色低碳轉型為引領，加快生產
生活方式、綠色變革，推動減霧降碳、協同增效。

聯合國環境署駐華代表涂瑞和
朝着低碳和綠色轉型發展能夠產生最大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效益，是疫情後重振經濟、應

對氣候、生態污染三大危機的最佳選項。中國所倡導生態文明模式可以作為指導全球生態保護、
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模板。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長張少剛
碳達峰易而碳中和難，支撐碳中和的技術60%仍在概念階段，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和基礎研究

支持。須探索出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低碳路徑，憑借技術創新建立一道「護城河」，將發展的主
動權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今年，東方經濟論壇的主題是「世界變局背
景下的遠東新機遇」。這與習近平主席致

辭的主題不謀而合：共克時艱，同謀發展。

變局育新機 機遇在遠東
變局，帶來了新挑戰。挑戰，也帶來了新機
遇。如何理解，習近平主席在不久前說過：亞
太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普京總統在本
屆東方經濟論壇全會上也提到，佔全球GDP三
分之一的亞太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全球經濟的
驅動力。過去六年，身處亞太的俄羅斯遠東地
區的累計外國直接投資額幾乎增長了一倍。
對於俄羅斯而言，機遇之一，在遠東。遠東
的機遇之一，則在中國。普京總統說過，俄羅
斯的「經濟之帆」要乘上「中國風」。中國一
直是俄羅斯遠東合作的積極支持者與參與者。
今年第一季度，遠東聯邦區對華貿易總額同比
增長31.8%。中國穩居俄羅斯遠東地區第一大貿
易夥伴國和第一大外資來源國的位置。疫情之
下，這種增長難能可貴。
越是風高浪急，中俄關係就越是堅如磐石。這
點，東方經濟論壇，一直是見證者。2018年，習
近平主席首次出席東方經濟論壇。那一年的世界
經濟，用今日俄羅斯電視台報道的話說，因出現
大量新紀錄和嚴峻挑戰而被人們銘記。
兩個數據，可以體現：到2018年10月末，至
少10個主要經濟體的股市下滑超過20%；2017

年10月到2018年10月，世貿組織成員共實施
137項貿易限制措施。論壇上，習近平主席對當
時的世界局勢作出了判斷：國際形勢深刻複雜
變化，強權政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
普京總統的一句話，也點出了那一年面臨的危
機：不幸的是，貿易、競爭和互利的基本原則
被意識形態驅動的路線和短視的政治算計綁
架，而遭到貶低。這對全球經濟來說，是一個
嚴峻的挑戰。面對變局，兩國元首的默契一直
都在。

元首互動頻合作廣深高
兩國元首的互動，在大國交往中，也絕無僅
有。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出訪的首個國家，
就是俄羅斯。他應邀參觀了俄羅斯國防部及聯
邦武裝力量作戰指揮中心，習近平主席也成為
首位參觀這裏的外國元首。此後，到2018年，
中俄元首會晤就有20多次。元首把舵，中俄關
係，節節登高。
本屆東方經濟論壇嘉賓，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告訴譚主：「 東
方經濟論壇一直以來的舉辦地——符拉迪沃斯
托克，在俄羅斯的東方。在這裏舉辦，體現了
俄羅斯對現在實體經濟發展『東升西降』趨勢
的一個呼應，同時，也是對整個世界經濟格局
新認識的反應。 」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這個比
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都先迎來新一天的地方，

中俄也正在看向更遠的未來。
合作廣度，在戰略對接。中俄友好、和平與
發展委員會專家理事會俄方主席塔夫羅夫斯基
在這次論壇期間，跟譚主做了交流。他分享了
這樣一組數據：2020年，中俄雙邊貿易額連續
第三年超過1,000億美元；2021年前4個月，中
俄貿易額同比增長19.8%。在合作中，份量最重
的，是能源。當今世界最長的天然氣輸氣管
道，已經在中俄之間正式開通運營。
在合作中，越來越亮眼的，是農業。中俄大
豆貿易量很大，從俄羅斯出口的大豆，一度有
93%出口到了中國。現在，中俄大豆，打通種
植、生產、運輸的各個環節。中國企業，可以
在俄羅斯借地種植、建大豆加工場、建糧食碼
頭。大豆，是中俄農業合作的「先行者」，更
是中俄區域合作戰略對接的「試驗田」。
合作深度，在區域協調。習近平主席在第一
次參加東方經濟論壇時就提到：中國實施區域
協調發展戰略，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步
伐，俄羅斯將遠東發展納入國家發展戰略，合
作政策保障有力。自那時起，就已經商定組建
中國東北地區和俄羅斯遠東及貝加爾地區政府
間合作委員會。爾後，符拉迪沃斯托克機場吸
引了來自中國的3家航空公司。符拉迪沃斯托克
與中國的城市之間多了飛往南京、西安、杭州
等地的航線。這也在印證，俄羅斯遠東地區對
華合作對像正突破東北地區，開始面向中國更

多地區和城市。到了2020年，中俄兩國已經建
立了148對友好城市及省州、數十對經貿結對。
合作高度，在高端科技。在聖彼得堡國際經
濟論壇一場圓桌會議上，儘管參會者來自五湖
四海，但他們的手機，都是中國品牌。講這個
細節是因為，聖彼得堡是連接俄羅斯和歐洲的
主要城市，一般被認為是俄羅斯西部的中心城
市。即便是在靠近歐洲的聖彼得堡，人們也在
「向東看」。華為，就是案例之一。2020年，
莫斯科在「智慧城市」推廣技術中，就使用了
華為的設備。而未來，華為將繼續在俄羅斯投
資，因為俄羅斯的科技人才，至關重要。
廣度、深度、高度，中俄關係發展，永無止
境。
中俄，正在共同發出東方的聲音。此次致辭
中，習近平主席就提到：我們一致認為，國際
社會應該堅定捍衛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

維護歷史真相，堅持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東方聲音蘊維護和平基因
致辭當天，正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76周年紀念日。中國東寧要塞
博物館，舉行了紀念活動。作為亞洲和歐洲戰
場上犧牲最多、貢獻最大的國家，中俄深知和
平的寶貴。有一個相關的細節，值得細品。就
在中俄簽署關於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聯合聲明的同時，兩位領導人，還簽署了
一份關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
中俄關係裏，蘊含着維護全球和平穩定的基
因。和平穩定，源於尊重。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早在2013
年，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
中，就提到了這句話。也是那一場演講中，習
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
議。普京總統也說過，獨善其身在當代世界是
不現實的追求，實現世界的安定與繁榮是整個
國際社會的責任。
中俄，在共同捍衛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了兩國元首的聯合
聲明，也成了中俄的共同行動。從維護歷史真
相，到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從共同高舉多邊
主義，到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中俄合
作之於世界的意義，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在
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人類發展遭遇多重危機
背景下，中俄密切合作，為國際社會注入了正
能量，樹立了新型國際關係的典範。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世界，向東。

東向，中俄元首釋放新訊號
9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以視頻方式出席第六屆東方經濟論壇全會開幕式並致辭。俄羅斯總

統普京出席開幕式。一周多前，中俄元首剛剛進行過視頻通話。不過幾天，又「見面」了。東方經濟論

壇，是俄羅斯以總統令形式確定舉辦的兩大綜合性論壇之一，普京總統每年都會參加。而習近平主席此次

參加，是受普京總統盛情邀請。彼此大事，互不缺席，已成默契。中俄，在共同敘事。成就這種共同敘事

的，正是習近平主席總結中俄關係的八個字：動力十足、前景廣闊。 ●央視新聞客戶端玉淵譚天

●9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以視頻方式出席第六屆東方經濟論壇全會開幕式並致辭。俄
羅斯總統普京出席開幕式。

●載有千噸大豆的俄羅斯貨船抵達黑龍江黑河口
岸碼頭。

●俄羅斯「西伯利亞力量」項目中的雅庫特天然
氣中心。 ●四川航空開通哈爾濱至符拉迪沃斯托克航線。 ●俄羅斯莫斯科華為開放實驗室。

京冬奧場館將100%採用綠電綠電
政企共話碳目標 研建碳定價機制

去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75屆聯合國大
會上宣布了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

實現碳中和的中國目標。「中國將完成全球歷
史上最高的碳排放強度降幅，並在相當短的時
間裏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需要大量資金
投入和加強基礎研究，推動碳中和技術創
新。」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會長張少剛
表示，2060年實現碳中和共需要約136萬億人
民幣投資，除政府出資外，需要引入大量社會
資本，更多依靠市場發揮作用。全國碳交易市
場規模預計將達3,000億元人民幣。

發改委：研建全國碳交易市場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能源研究所所長王仲穎

表示，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屆時所有化石能
源退出歷史舞台。國家發展改革委副秘書長蘇
偉指出，要構建與碳達峰、碳中和相適應的投
融資、財稅、價格、綠色金融等政策體系，研
究建立碳定價機制，建設全國碳排放權、用能
權交易市場。
北京市碳排放93%來自能源活動，能源消費

結構優化將是北京低碳發展的重要途徑。「張
家口到北京的綠電進京項目承擔了北京冬奧綠
電供應和首都清潔供熱的重任，本月底將全部
全容量投產發電。」北京能源集團有限責任公
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姜帆表示，將總共為北京
冬奧會場館提供5億度綠電，奧運歷史上首次
實現全部場館100%綠色電力供應。
「垃圾就是能源，4噸垃圾等於1噸石油」，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論壇就廢棄物資源化
利用助推碳中和、碳達峰進行分享。他認為，
「無廢」可以助推「雙碳」目標。
「人類生產生活消耗大量資源，也產生大量

廢棄物，這些廢棄物基本都可再利用。」杜祥
琬建議減少填埋，用垃圾焚燒發電或做沼氣，
增加可再生能源電力或生物質氣。

料2030年風電光電超煤電
國家電網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兼發展策劃部

主任馮凱表示，預計2030年風電和太陽能發電
裝機規模將超過煤電成為第一大電源，非化石
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由2020年的16%提
升至25%左右。他並預計，到2030年電能佔終
端能源消費比重將由 2020年的 27%提升至
39%，逐步成為終端能源消費的主要品種，單
位GDP能耗將降到2020年的63%。與會專家
預計，2040年電力產業將實現零碳排放。
中國建築材料聯合會副會長劉建華稱，中國

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材料生產和消費國，2020
年中國建築材料工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直接排
放是14.8億噸，其中水泥行業二氧化碳排放佔
到整個建築材料二氧化碳排放的80%。
他透露，未來將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堅

決禁止雙高產能，實現材料、減霧降碳技術突
破，研究建立和「雙碳」相配套的標準質量體
系，完善建築材料行業各產業的碳排放核算方
法，碳排放基準值，測算以及監測方法和碳排
放改造技術指南等技術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
芳、任芳頡 北京報道）國家
開發銀行行業三部資深專家張
一帆在服貿會「2021綠色發展
國際高峰論壇」指出，「十四
五」期間國家開發銀行將發放
綠色貸款2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以上。他並建議，引導
社會資金進入綠色金融領域，
建立碳排放評估金融標準和強
制性信息披露體系。

綠色信貸發展節能環保產業
張一帆說，國家開發銀行設
立專項貸款支持能源綠色低碳
轉型，「十四五」時期設立總
規模為5,000億元專項貸款，
支持重點領域幹流水電、沿海
核電、平價風電、光伏發電、
海上風電、煤層氣抽採綜合利
用等。同時開展綠色信貸，重
點圍繞生態修復、污染治理、
重大工程的支持，推動發展循
環經濟和節能環保產業，促進
減污降碳協同發展。
他表示，為助力碳匯提升，
國家開發銀行累計發放儲備林
貸款500多億元，支持建成儲
備林已經有1,100萬畝，累計
承諾1,800多億元，支持19個
省儲備林6千萬畝的項目，預
計未來可吸收 1億噸的碳排
放。並成功發行市場首單碳中
和債券200億元，募集資金全
部用於風電光伏的碳減排項
目，預計債券能節約標準煤
7,300萬噸，減排二氧化碳約
1,900 萬噸，二氧化硫 4,300
噸，氮氧化物4,700噸。
「雙碳」已成為全球性重
要話題，人保再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總裁張青在論壇表
示，「環境污染保險已經在
31個省區開展，20多個高環
境風險行業，重金屬、石
化、醫藥廢棄物行業實施，
保額超過5萬億元，同時積極
支持綠色轉型，為新能源行
業提供保險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任芳頡 北京報道）今年服

貿會着重突出綠色低碳，圍繞碳中和、碳達峰主題舉辦15場

相關活動。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來自多個政府部門的

負責人和企業代表圍繞「雙碳」展開討論，呼籲供給端需求端

雙減排，期建立碳定價機制。與會者表示，實現「雙碳」目

標，能源清潔低碳轉型是關鍵，電力在能源轉型中尤為重要，並預計2060年所

有化石能源退出歷史舞台。據悉，5億度綠電將供北京冬奧使用，這也是奧運歷

史上首次實現全部場館100%綠電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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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綠色發展國際高峰論綠色發展國際高峰論
壇現場壇現場。。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在在2021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供應鏈及商務服務展區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供應鏈及商務服務展區，，美團展位的美團展位的「「騎行碳減排互動騎行碳減排互動
區區」」吸引參觀者體驗吸引參觀者體驗。。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