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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在北京，打通碳普惠和碳交易，市民

绿色出行获得的碳减排量，可用于植树

等公益性活动，也可在碳普惠平台兑换

公交地铁充值卡等；在内蒙古，光伏制造

追光逐日、向阳而生，整体产业规模锚定

千亿目标；在河南，比亚迪第600万辆新

能源汽车在郑州工厂下线，绿色产业蓬

勃发展……当前，各地推进绿色低碳转

型步履坚实，构筑起我国努力实现“双

碳”目标的生动图景。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稳中求进、

通盘谋划。目前，各省区市均已制定了

本地区碳达峰实施方案。不久前，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布首批碳达峰试点名

单。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 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等文件印发，到各省份全部制

定实施方案，发改、能源、工业、交通运

输等部门均出台关键领域和

重点行业的“双碳”行

动方案，上有顶层设计，下有落实路径，

我国已建立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

策体系，为实现“双碳”目标立起四梁八

柱、擘画了施工蓝图。

深入分析，各地碳达峰实施方案在

时间节点、减排目标等方面和国家要求

保持一致，在具体实现方式、指标设定、

工作重点等方面则有不同的探索。比

如，北京提出“确保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

达峰目标”，山西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则

提出到2030年“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

前提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达到峰值”；

再比如，天津、福建等地明确到2030年单

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

下降65%以上，上海提出了降幅为70%的

目标。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各

异，理应立足自身实际，寻找实现“双碳”

目标的有效路径。这就要求处理好整体

和局部的关系，既要增强全国一盘棋意

识，加强政策措施的衔接协调，确保形成

合力；又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分布和产

业分工的客观现实，研究确定各地产业

结构调整方向和“双碳”行动方案，不搞

齐步走、“一刀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双碳’目标

是全国来看的，哪里减，哪里清零，哪

里还能保留，甚至哪里要作为保能源

的措施还要增加，都要从全国角度来

衡量。”主动从全国一盘棋的大局中寻

找自身定位，有助于各地发挥比较优

势，更好把握产业结构升级、绿色低碳

转型的时机与节奏。比如，经济发达

省份可以充分利用优势，积极突破快

速降碳所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发挥

引领作用；部分承担能源保供的省份，

则可以抓住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

变革机遇，通过可再生能源增量替代

化石能源存量，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在共性目标下找准自身特色，才能抓

住“双碳”带来的历史机遇，为经济发

展注入持久的绿色动力。

鼓 励 差 异 化 探

索，并不意味着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而

是要根据全国布局进行统筹考虑，让各

地的“双碳”工作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比如，我国东部经济大省是能源主要消

费地，而西部能源大省是主要能源供给

地，发挥东部的资金技术优势和西部的

可再生能源禀赋优势，就能在各地差异

化探索基础上实现“1+1>2”的整体效

益。再比如，一些地方在新技术新产业

上先行先试，可以为其他地区形成示范

效应。通过合理分工发挥比较优势，通

过相互借鉴提升工作效率，才能推动各

地梯次有序实现“双碳”目标。

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

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

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多样化绿色转型路

径，在减排降碳过程中加强相互配合、

形成优势互补，就能以“多元”激发主动

性和创造力，以“一体”凝聚整体

力量，更加积极稳妥地实现“双

碳”目标，更好地建设美丽中国。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

12月08日 第05版）

探索多样化绿色转型路径
李 拯

通过合理分工发挥比较

优势，通过相互借鉴提升工

作效率，才能推动各地梯次

有序实现“双碳”目标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

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今年

以来，绿色发展成效显著，成为我国经济恢复向好的一大亮点。本版转发

《人民日报》推出的系列评论，与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探讨如何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更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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