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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夏日，走进位于永川区的东鹏智能家
居生产基地，记者发现所有瓷砖生产线均
选用建陶行业先进的智能制造系统，云计
算与物联网实时交互，自动化设备互联互
通……智能制造的投入，使东鹏永川基地
的人均产出效率提升30%至50%。与此
同时，该基地以天然气清洁能源为燃料，
用两套循环水处理系统实现污水零排放，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零排放。

东鹏的“低碳工厂”是重庆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的一个缩
影。

2022年是全面实施碳达峰碳中和
（以下简称“双碳”）重大战略决策的启动
之年。为抓好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深入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自今年2月15日川渝联
合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碳达峰碳中
和联合行动方案》（渝府办发﹝2022﹞22号）
以来，川渝两地扎实开展多项联合行动，
协同推进区域“双碳”工作。

联合开展区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

去年2月，吉利科技建设的智能换电站，在重庆高速
公路服务区投入运营，先期运营的10座智能换电站可以
60秒/车的频次完成车辆换电。截至今年5月底，重庆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17万辆，已建成各类充换电设施约
6.7万个。

不仅如此，川渝联合实施“电动川渝”行动计划，推
动两地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等
配套产业协同发展。重庆已累计建成高速公路充电站
13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覆盖率超90%，重庆市新能源
汽车与充电基础设施平台累计接入车桩和换电企业307
家，基本满足了重庆市民驾驶电动汽车跨区、跨省绿色
出行需求，对重庆节能降耗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在推动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方面，重庆有序推
进整县屋顶光伏建设，加快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公
共建筑等屋顶分布式光伏推广利用。到2025年，全市
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0％，全市风电、光伏总装机将
超37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45亿千瓦时。

同样，“十四五”期间，四川将重点推进金沙江、雅
砻江、大渡河“三江”水电基地建设，推进分布式光伏发
电和盆周山区风电开发，新增投产水电装机规模2400
万千瓦左右、风电600万千瓦左右、太阳能发电1000
万千瓦以上。

川渝两地持续发力，共建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
重庆正在提速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已经形
成以汽摩、电子、装备制造、材料工业、能源等重点产业
为主导的产业体系，持续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5G、工
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2021年，全市规模工业总量达到2.6万亿元，规模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到28.9%，节能环保产业营收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今
年一季度，全市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均
增长10.6%。

九龙坡区作为“成渝氢走廊”起点之一，正聚力打
造“西部氢谷”，目前已集聚德国博世、庆铃汽车、国鸿
氢能等头部企业，涵盖氢能源商用整车及燃料电池8大
关键核心产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氢燃料电池汽车配
套体系。

川渝依托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协同创新区、广
阳湾智创生态城和西部（成都）科学城、中国（绵阳）科
技城建设，加速打造西部领先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启动
建设重庆市碳捕集与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天府永
兴实验室。

今年3月，西部（重庆）科学城加速打造西部领先绿
色低碳产业集群，科学谷一期二标段进入主体施工阶
段，科学谷零碳示范园区项目有序推进，下一步将聚焦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清洁能源、新材料等
重点领域，推进智能化改造，探索“双碳”战略下的科学
城方案。

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联建联维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
贡献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和重大制度创新。

早在2014年，重庆就成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省市之一。

“碳排放权交易可以让碳排放指标像普通商品一
样进入碳市场交易，以较低成本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
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碳排放权等环境资源的作用，
倒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助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卫介绍，作为西部
唯一出资参与全国碳市场联建的省市，重庆主动融入
全国碳市场，抓好全国碳市场控排单位履约工作，优化
培育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推进修订《重庆市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重庆开州水泥有限公司就是重庆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的“弄潮儿”。近年来，该公司通过篦冷机节能改造及
煤粉燃烧器改造，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控制了碳排
放总量，富余的碳排放指标也通过碳市场进行了交易，
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川渝不断健全绿色低碳权益交易机制，积极参与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联建联维，建立健全地方碳市场建
设体制机制。重庆建成上线全国首个覆盖碳履约、碳中
和、碳普惠的“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

截至今年5月，重庆碳市场累计交易量3856万吨、
交易额7.8亿元；截至今年4月，成都市“碳惠天府”绿色
公益平台建成投用，四川成交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量3413万吨、成交金额近10亿元。

川渝两地紧抓市场窗口期推动川渝调峰市场正式
运行,共同培育发展电力现货市场和川渝一体化电力
辅助服务市场，有效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力高
质量发展。为积极贯彻落实2021年11月国家能源局
华中监管局、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联合发布的
《川渝一体化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
行）》，今年3月，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印发《关于对川
渝一体化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化交易有关事项进行
明确的通知》（川经信电力函〔2022〕218号），明确了调
峰辅助服务市场的成员、省间调峰交易等细化内容，对
有序推进川渝一体化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化交易提
出相关要求，将择机启动川渝调峰辅助服务市场。

联合开展区域绿色低碳财税金融一体化行动

今年一季度，重庆新发放碳减排贷款共计34笔、
总额达8.65亿元，支持企业16户。

陈卫介绍，“为兼顾企业发展与减排，重庆还与金
融机构开展合作，探索推出以碳排放权配额为质押的

绿色信贷项目，对信用好的企
业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

度。”
事实上，近年来绿色金融在重庆蓬勃发展，点“绿”

成金的故事越来越多。重庆在全国首个提出了建设以
“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编
制了《重庆市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
案》。

在全国率先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重庆成立了全
国首个区域性气候投融资促进中心——重庆市西部气
候投融资产业促进中心。该中心一方面要为包括金融
机构在内的社会资本“供给侧”找项目，引导资本等资
源要素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发挥好“引流”“导流”“分
流”作用；另一方面，为减碳、低碳类产业、项目和技术
等资本“需求侧”找资金，提升投资效率，促进全社会绿
色低碳加快转型。

目前，各金融机构对该中心推荐项目已放款16
个，放款金额12.34亿元，带动碳减排量35万吨，跟进
项目90个，融资金额400亿元。

重庆还通过“长江绿融通”大数据系统促进绿色
债券融资项目对接。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公司
成功发行重庆市首单民营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规模3亿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污水处理等绿
色产业项目。债券的发行更好地支持了绿色产业民
营企业发展，推动了重庆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深度
融合。

2020年12月，川渝签订《长江流域川渝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协议》，选取长江干流和濑溪河流域作为首轮
试点河流。2021年至2023年，两省市每年共同出资3
亿元设立川渝流域保护治理资金，专项用于相关河流
的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等工
作。

川渝共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推动
功能性金融机构在成渝地区优化布局。交通银行信
用卡中心、建设银行跨境金融服务中心等落户重庆，
中银金科成都研发基地、浦发银行成都研发中心等落
户成都，重庆银行与成都银行等4家成渝金融机构签
订合作协议，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与成
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加强两地金
融核心区协同建设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合
作协议。

川渝还共同构建具有区域辐射力的金融市场体
系，天府股交中心、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联合开展“创投
成渝·发现金种子”企业选拔活动。

在全国率先开展跨省“无废城市”共建

收购、拆解、破碎……在位于大足区的中天电子废
弃物处理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废旧家电正被拆解回收，
变废为宝。

中天电子每年产生危废大约5000吨，部分需要运
往四川、云南等地处置，曾经危废跨省转移审批程序复
杂，给企业带来不小的储存和转运压力。

转机发生在2020年，重庆市会同四川省在全国率
先建立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单”机制。川渝根据
各自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和产生转移情况，定期协
商确定经营单位及可接收的类别和数量。凡在“白名
单”范围内的，不再需要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由
两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直接审批，5个工作日即可办
结。

进入“白名单”后，中天电子公司不仅审批更加
便利，固废库存压力也减轻了许多。“如今，产生的固
废几乎能达到‘日清’。2021年跨省转移处置危废超
过700吨。”中天电子相关负责人陈冬表示，“日清”
也让公司不再需要租用场地储存固废，缓解了资金
紧张难题。

目前，按照“就近转移、风险可控”原则，“白名单”
制度现已拓展延伸至贵州省、云南省，2021年，四省市
按照“白名单”合作机制，共审批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
168件，审批转移量7.58万吨。

“白名单”机制，是川渝在全国率先开展跨省“无废
城市”共建的一个缩影。

前不久，川渝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无废城市”共建的指导意见》，提出强化顶层设计
引领、加强区域交流合作等10项主要任务，深化重庆
中心城区“无废城市”建设，分期分批启动重庆其他区
县和四川省成都等15个市“无废城市”建设。重庆主
城都市区中心城区高质量完成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五个结合”构建全民行
动体系等5项经验入选全国典型模式，“无废医院”“无
废工厂”等细胞建设得到推广。

截至目前，川渝两地共建国家级生活垃圾分类及
资源化利用示范区县14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达34%以上，重庆全市公共机构和中心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全覆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体系覆
盖215个镇街、638万户居民，城市、县城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100%，在46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一档、保
持西部第一。

5月13日，两江协同创新区明月湖协同创新
馆，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的主动式踝
关节外骨骼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在此展示。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4月7日，两江新区悦来美术馆停车场，光伏
充电站顶部的光伏发电板。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20212021年至年至20232023年年，，两省市每年共同出资两省市每年共同出资33亿亿元元设立川渝流域保护设立川渝流域保护

治理资金治理资金，，专项用于相关河流的污染综合治理专项用于相关河流的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产业结
构调整等工作构调整等工作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川渝两地共建国家级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示范川渝两地共建国家级生活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示范

区县区县1414个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地级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3434%%以上以上

截至今年截至今年55月月，，重庆碳市场累计交易量重庆碳市场累计交易量38563856万万吨吨、、交易额交易额77..88亿亿
元元；；截至今年截至今年44月月，，成都市成都市““碳惠天府碳惠天府””绿色公益平台建成投用绿色公益平台建成投用，，四川成交国家四川成交国家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34133413万万吨吨、、成交金额近成交金额近1010亿亿元元

协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双碳行动双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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