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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白 雪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7月

12日是2023年“全国低碳日”，主题

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今年已是“全国低碳日”活动

连续举办的第11年。如今，绿色低碳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低碳生活渐

成风尚。

绿色低碳发展蓝图愈发清晰

周松成，浙江省宁波光年太阳能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

周松成在德国从事光伏行业，2012年

底将先进的光伏应用理念和集成技术

带回国内，并进行推广和项目建设。

2014年，周松成带领团队深入农村，研

发适用于农村场景的新能源整体解决

方案，通过8年的实践，不断结合新产

品、新工艺开发了3代“寓建光伏”产品，

同时为了破解项目建设资金难题，在宁

波市海曙区龙观乡探索出可复制可推

广的“零碳共富”商业模式，让政府、投

资方、建设方、村集体和村民成为项目

建设共同体，实现“共建共用共享”。

联合国南南合作官员在考察项目

后评价说：“这些光伏板把阳光变现为

‘黄金白银’。在当地，群众追求环保

低碳的生活方式已然成为一股新热

潮。”2022年，“寓建光伏助脱贫，绿色

能源促发展——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龙观乡光伏村产业发展案例”荣获联

合国“第三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

最佳减贫案例。

周松成是我国低碳行动践行者的

一员，龙观乡光伏村产业发展也是我

国低碳发展的典型代表。在我国，低

碳行动已成为常态，绿色发展进入快

车道。

在福建厦门，象屿综保区正在打

造零碳智慧综保区，在规划、建设、管

理、运营全方位系统性融入碳中和理

念，以智慧化管理实现物流低碳化发

展、能源绿色化转型、运营数字化转

型。截至目前，园区整体装机容量已

达6.7兆瓦，预计年发电量可超873万

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煤2750吨，实现

二氧化碳减排约8713吨，全面实现减

碳降污的工作目标。通过光伏、储能

等技术应用，已建成光储充一体化的

示范园区。目前已实现园区内部碳排

放与碳吸收自我平衡、生产生活深度

融合的新型零碳综合保税园区。

位于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西南

黄海海域的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

结合生态保护主责主业，率先开展碳

达峰碳中和研究与实践。2021年底，

碳排放核算结果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CQC）认证，成为全国首个得到权

威部门认证的自主负碳区域，年负碳

1333吨二氧化碳当量；2023年保护区

出台了碳普惠激励机制规范性文件，建

立“线上积分奖励—线下商品兑换”的

激励机制。通过政府引导、活动激励、

居民游客参与提高低碳生活影响力，让

低碳生活新时尚在灵山岛蔚然成风。

作为一名社区园艺师，白阶云是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社区绿化的

“咨询师”“带头人”和“宣传员”，也是

一位自点滴做起、全心全意真诚付出

的社区低碳绿色生活践行者。为提高

社区居民的绿化低碳生活意识，10多

年来他定期在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学

校、企事业单位开展多样的绿化咨询、

讲座、体验服务。

所到之处皆低碳，绿色低碳发展

的蓝图愈发清晰。数据显示：过去十

年，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

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能耗

强度累计下降26.4%，是全球能耗强

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累计完成造

林9.6亿亩，占全球人工造林的1/4，

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碳市场减排成效逐步显现

碳市场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重要抓手和有效工具。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1年 7月 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经过两年的建

设和运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总

体运行平稳，制度规则科学性、合理性

和可操作性全面提升，配额分配方法

不断优化，价格发现机制作用初步显

现，企业减排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

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碳排放

数据质量显著改善，基本实现预期建

设目标。

我国碳市场减排成效逐步显现。

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采用基于行业

碳强度的基准值法，在确保电力供应

的前提下，实现了对高效机组的激励

和对低效机组的约束，促进了企业实

施节能降碳改造，提高了发电行业

效率。2020年，电力行业单位火电发

电量碳排放强度相较 2018 年下降

1.07%。企业低碳发展意识逐步增

强，初步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

收益”的低碳发展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碳市场已成

为展现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

窗口。“全国碳市场不仅是我国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工具，也为广大发

展中国家建立碳市场提供了借鉴，同

时为促进全球碳定价机制形成发挥了

积极作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

认可。全国碳市场建设成效为树立我

负责任大国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上

述负责人说。

绿色蓝图显成效 低碳试点谋转型
——写在2023年“全国低碳日”之际

播下绿色种子 收获无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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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锡永、冉茂英夫妇是贵州省瓮安县珠藏镇丰岩村的村民。37年来，在没有人渡江的时候，夫妻俩就主动清理乌江边

上的漂浮物，宣传环保，巡河护河，甘当乌江边上的义务清洁工和环保宣传员。图为卢锡永、冉茂英夫妇驾驶小船在乌江上

打捞漂浮物。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 本报记者 吕书雅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蓝天白

云、绿水青山更是民生之基、民心所

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耗强度

累计下降26.4%，以年均3%的能源消

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2%的经济增长；

我国通过节能和提高能效，减少了二

氧化碳排放近30亿吨，减少了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超千万吨……这些

成绩单的背后，勾勒出绿色发展的前

进方向。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

波。”每一代人，都既享受前人创造的福

荫，又要为后人创造新的福荫。要走好

绿色长征之路，其要义是薪火相继、接

力奋斗。

一草一木会说话，一墙一壁皆育

人。校园，是孕育绿色种子的土壤，更

是将绿色希望带去未来的地方。今年

全国节能宣传周第六日，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等有关方面举办全国节能宣传

周进校园科普和宣传活动，围绕推动

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开展各类宣传教育实践活动，鼓励青

少年做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的践行者、倡导者和引领者。

种下绿色低碳的种子

中小学阶段是青少年成长的“拔

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树立绿色教育理念，推动绿色教育行

为，构建绿色教育体系，是中小学提升

教育内涵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去年，教育部印发了《绿色低碳发

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实

现学生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

的系统养成与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多

层次绿色低碳理念育人体系，并贯通青

少年成长全过程。同时，立足学科特

点，把绿色低碳理念引入课堂主渠道。

《实施方案》指出，基础教育阶段在政

治、生物、地理等学科课程教材教学中

普及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理念和知识，

使学科教学真正成为培育学生绿色低

碳理念的主要途径。

在“永不竣工”的生态环保系统工

程中，青少年既是先锋队又是主力军。

2020年以来，共青团中央持续宣传节

能降碳思想理念，积极开展青少年节

能降碳实践活动，探索构建青少年节

能降碳工作体系。推动落实《“美丽中

国·青春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3

年）》，不断深化“保护母亲河行动”。

同时，依托团属新媒体平台，加强

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青言青语”

“童言童语”阐释，让青少年听得懂、易

感受，能领会、有共鸣，编发原创生态

文化产品5万余个，传播影响超10亿

人次。聚焦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

低碳发展，创新开展“绿植领养”“绿色

长征”“净滩行动”“光盘打卡”等实践

活动，累计动员青少年超5000万人

次，展现建设美丽中国的青春担当。

方寸绿地，滋润人心。近年来，

征文比赛、主题演讲、专题讲座等丰

富多彩的活动走进校园，绿色低碳的

种子播入青少年的心田。今年全国

节能宣传周进校园科普和宣传活动，

更是异彩纷呈、亮点频现：举办一场

“讲好节能故事”微视频、摄影及征文

征集活动，发布一个“做绿色低碳青

年先锋”倡议，组织一节生态文明领

域团课，参与一次“光盘打卡”实践，

推出一次绿色低碳校园特色活动，形

成一批典型案例和优秀做法……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营造绿色低

碳生活新风尚。

肩负节能降碳的责任

时光飞驰，青年始终与时代策马扬

鞭；岁月流转，青年始终与国家声息相

闻。长期以来，我国持续完善节能制

度，推动全社会节能增效，节能工作成

效显著。也要看到，我国能源资源约

束问题依然突出，全社会节能还有巨

大潜力。

青年的奋斗是情怀与担当，古往

今来，青春的力量都是社会发展坐标

轴上的常春藤，肩负起国家发展的命

运。揆诸当下，推进节能降碳工作，要

发挥好青年力量。

“十四五”以来，共青团中央积极

发挥团组织遍布基层一线、深入青年身

边的优势，通过300多万个基层组织、

200多万名工作骨干，推动生态文明工

作从以学校为主发展至政府、学校、社

区、企业、互联网平台、社会组织等多元

参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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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洽棠

7月1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

介绍2023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情

况，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

统计司司长阮健弘，中国人民银行货

币政策司司长邹澜参加发布会。

刘国强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

继续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

策，搞好跨周期调节，充分发挥货币

信贷政策效能，统筹推动经济运行

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

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

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流动性合理充裕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对于上半年的金融统计数据，

刘国强表示，一季度增长较多，4月、

5月有所回调，6月再次回升，总体

看是保持平稳运行，流动性合理充

裕，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稳中有降，金融对经济的支

持持续加强。

从总量看，流动性合理充裕，稳

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上半年，

人民银行降准0.25个百分点，释放

长期流动性，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切实服务实体经

济。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人民币各项贷款

分别同比增长11.3%、9.0%和11.3%。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1.55万

亿元，同比多增4754亿元；人民币各

项贷款增加15.73万亿元，比上年同

期多增2.02万亿元。

从结构看，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增强经济发展动能。今年以来，结构

性货币政策工具“聚焦重点、合理适

度、有进有退”，延续实施普惠小微贷

款支持工具和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

持续加大对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

色发展、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6月末，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0.3%，比各项贷款增速高29.0个百

分点；基础设施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

比增长15.8%，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4.5个百分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4%，比各项贷

款增速高9.1个百分点。

从利率看，推动实体经济融资

成本稳中有降。上半年，新发放企

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96%，比上

年同期低25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

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18%，比

上年同期低107个基点。

金融支持实体力度加大
贷款行业结构优化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应有之

义。对此，阮健弘表示，上半年，金融

机构各项贷款新增15.73万亿元，同

比多增2.02万亿元，显示金融体系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阮健弘具体分析道，如果从贷款

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上半年

贷款增量的主体。上半年，企（事）业

单位贷款新增12.81万亿元，同比多

增1.42万亿元，占全部信贷增量的

81.5%。住户贷款新增2.80万亿元，

同比多增5723亿元。住户贷款多增

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经营贷款和短期

消费贷款有所多增。上半年，个人经

营贷款新增2.3万亿元，同比多增

7593亿元；个人短期消费贷款新增

3009亿元，同比多增4019亿元。

从行业投向看，新增贷款主要

投向制造业、基础设施业等重点领

域，房地产行业贷款增长也呈现持

续恢复态势，贷款行业结构进一步

优化。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保持较

高水平。6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同比增长40.3%，比上年同期高10.7

个百分点，比全部产业的中长期贷款

增速高22.3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

2.15万亿元贷款，同比多增8219亿

元。其中，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同比增长41.5%，比上半年同期

高11.5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高技

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4835亿元，同

比多增1847亿元。

基础设施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比较快。6月末，基础设施行业中长

期贷款同比增长15.8%，比上年同

期高 3.3 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

3.25万亿元，同比多增1.1万亿元。

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
“量增、面扩、价降”

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2000亿元，进一步加大对“三农”、

小微和民营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邹澜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

把金融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发展作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采取多种政策支持工具，全

力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发展。持续加

大再贷款支持力度，6月30日增加支

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额度2000亿

元。继续用足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

持工具，已经累计向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提供资金398亿元，支持增加普惠

小微贷款2.2万亿元。近期，将普惠

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实施期限从今年

6月末延长到了2024年末，并进行

优化调整，继续激励银行为小微企业

提供融资支持。

二是持续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引导金融机构

优化资源配置和内部政策安排，强

化科技手段运用，推动建立敢贷愿

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目前，全国

性商业银行小微业务内部资金转移

定价优惠均不低于50BP、普惠金融

在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均

不低于10%。

三是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

企业融资便利性。推广中征应收账

款融资服务平台，今年1~6月支持中

小微企业融资2.8万笔、8636亿元。

积极发挥供应链票据平台功能，今年

1~6 月支持企业贴现融资 128 亿

元。推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

具扩容增效，自2022年11月扩容以

来累计为民营企业发行284亿元债

券提供支持。增加银行支小信贷来

源，今年1~6月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小

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1240亿元。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实现小微

和民营企业融资“量增、面扩、价

降”。2023年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27.7万亿元，同比增长26%。

普惠小微授信户数5935万户，同比

增长13.3%；5月新发放的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57%，

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央行：多措并举促金融支持
实体和小微民营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