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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华能珞璜电厂了解到，燃煤耦
合污泥发电项目不仅处理大量污泥，每年
还增加生物质电量5000万千瓦时，增加
供热消纳3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4.14万吨。

“我们坚持节能减排和环保改造两手
抓。”江津区相关负责人称，现在全区绿色
制造体系逐步建立健全，正形成以绿色园
区、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和绿色供应
链为支撑的绿色制造梯次发展格局。全
区累计创建市级绿色园区1家、国家级绿
色工厂7家、市级绿色工厂16家，拥有国
家级绿色设计产品10个，国家级绿色供
应链管理企业1家。

“十三五”期间，全市碳强度累计下降
21.9%，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9.4%，超额完
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碳强度和能耗

强度双下降的背后，是重庆产业结构的深
刻变化——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
济”加速转型，新模式、新业态百花齐放，
新旧动能加快释放，规模效应多点显现，
托举起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据了解，重庆三产结构已由多年前的
6.7∶44.9∶48.4优化为2020年的7.2∶40.0∶
52.8。重庆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
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7.6%和18.0%，增
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11.2和11.6个
百分点。

能源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

保障。现在，重庆能源产品从原煤为主的
单一格局向原煤、天然气、水电、风电等多
元化格局发展。全市煤炭消费占比从
2015 年 的 49.1% 降 低 至 2020 年 的
45.8%，清洁能源比重进一步提高。

“光伏发电具有显著的能源、环保和
经济效益。”城口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0年8月，城口县利用区域太阳能资
源丰富、并网条件好、开发建设条件优越
等优势，启动实施咸宜光伏项目，同年12
月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一年后全容
量并网，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35.32万吨。
此外，“十三五”期间，重庆城镇绿色

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重提高到57.2%，公
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累计下降
11.8%，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
分担率达到55%，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80%。

截至2021年底，全市林地面积达到
7166 万亩，森林覆盖率 54.5%，位居西
部第四并首次进入全国前十，森林蓄积
量达 2.41 亿立方米，低碳发展底气十
足。

煤炭消费占比下降煤炭消费占比下降

“十三五”碳强度和能耗强度双下降 森林覆盖率首进全国前十 2021年碳交易额排全国第二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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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重庆开州水泥有限公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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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14年，重庆就成为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省市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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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碳’只是约束手段，真正目的是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市生态环境局副局
长陈卫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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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断完
善制度规范、严把数据关口、狠抓履约管
理、强化改革创新等一系列有效手段，重
庆碳减排效应逐步显现。”陈卫说。

在忠县，重庆海螺水泥提出“加速再
造绿色智能新海螺”，投资60亿元建设重
庆海螺智能工厂等6个项目，使熟料单位
产品综合能耗优于国家标杆水平，每年可
节约标煤2.1万吨、节约用电2700万千瓦

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5万吨，成功创建
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绿色矿山、市级能
效领跑者。

据了解，2021年是重庆碳交易市场
的突破年，重庆年度碳交易额从全国排
名靠后跃升至第二，年度履约率由60%
提高至94%。陈卫表示，企业履约积极
性进一步提高，实施自愿减排愿望也越
来越强。

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推进碳排放权交易

2019年，重庆启动建立集“碳履约”
“碳中和”“碳普惠”为一体的“碳惠通”互
联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平台，建成“2+
3+N”的功能体系。其中，“2”即连通供
给、消纳2个端口，“3”指关联“碳履约、碳
中和、碳普惠”3大功能，“N”就是开发打
造N个项目化低碳场景。

“谁低碳谁受益，该平台打通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转化通道。”陈卫
介绍，“碳惠通”平台大力促进了重庆自
愿减排项目的开发，包括以风力、光伏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项
目，通过植树造林、森林抚育等项目开发
林业碳汇，以及其他农业、交通等领域的
减排项目。这些项目可以有效替代传统
能源的利用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
者增加二氧化碳的吸收量。“经过相应认
证备案与登记程序后，所形成的二氧化

碳减排量能够有序实施交易，进而转化
为经济收益，实现生态价值的转化。”陈
卫说。

在永川区国有林场内，重庆第一个碳
汇造林项目——永川区桢楠碳汇造林项
目进展顺利，5500余亩桢楠和混交杉木、
香樟长势喜人。

“大力发展林业碳汇是实现碳中和
的重要支撑。”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在区域内按照不同碳层设立样地进
行外业调查，开展碳汇量预估，将生态
价值转换成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经
初步估算，项目第一个20年计入期内，

预计产生碳汇量约 8.74 万吨二氧化碳
当量。”

在“碳惠通”平台，低碳行为被量化成
碳积分储蓄起来，可兑换商品、享受权益；
它也是企事业单位开发减排量、参与碳交
易的“助推器”，减排量有序流入碳市场，
丰富履约方式、实现增值变现；它还是机
关和企事业单位抵消碳排放、实现碳中和
的“供应站”，为活动、会议碳中和源源不
断提供资源。

据了解，“碳惠通”平台去年10月上
线以来，已登记注册企业50余家，登记备
案“碳惠通”项目8个，减排量约155万吨，

纳入重庆碳市场的排放单位进行履约清
缴16笔，碳中和登记4次，累计实现交易
2843吨、6222万元。

在个人端，“碳惠通”平台是公众践行
低碳行为、培养绿色生活方式、分享低碳
普惠收益的互联网平台。平台根据公众
践行绿色出行、低碳电子政务、参与公众
碳惠林、资源节约等低碳行为的相关数
据，并参照相应的行为减碳标准，授予用
户相应积分，用户可以使用积分兑换平台
的各项奖品或者福利，持续激励用户践行
低碳行为，培育实现“双碳”工作目标的公
众性基础。

建立建立““碳惠通碳惠通””平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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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见习记者 黄熠

7月12日，江津区华能珞璜电厂燃煤耦

合污泥干化中心二期扩建工程正式动工。

华能珞璜电厂是目前西南地区装机容量

最大的环保型火力发电厂，其燃煤耦合污泥

发电项目利用电厂余热蒸汽作为热源，将含

水率80%的湿污泥干化成含水率30%的干

污泥后，送入锅炉焚烧发电。

“全过程无污染物外泄，为能源综合利用

提供了有效途径。”华能珞璜电厂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项目一期工程已建成投产，二期工程

预计年底建成投产，届时每年可处置污泥40

万吨，约占重庆主城污泥生成总量的三分之

二，可有效填补重庆市区污泥处置缺口，破解

污泥垃圾围城的社会治理难题。

华能珞璜电厂的低碳技术改造，只是重

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动实践的一

个缩影。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国家统一部署，重庆正稳妥有序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通过构建“1+2+6+N”政策

体系和工作格局，推进实施产业结构绿色低

碳升级、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构建绿

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等专项行动，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积极成效。

本报讯 （记者 彭瑜）7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获悉，今年上半年，重庆兼顾企业发
展与减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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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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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重庆在全国率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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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在重庆蓬勃
发展，点“绿”成金的案例越来越多。

重庆还在全国率先推动气候投融资试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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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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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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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重庆康达环保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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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重庆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深度融合。

上半年重庆新发放34笔
碳减排贷款共8.65亿元

让碳排放指标像普通商品一样交易，
倒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低碳转型

集“碳履约”“碳中和”“碳普惠”为一体，
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转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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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从原煤为主的单一格局向原
煤、天然气、水电、风电等多元化格局发展

▲万盛经开区南天门风景区风力发电场，一座座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山脊上，源源不断输送着绿色能源。（摄于6月14日）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两江新区悦来美术馆停车场，车辆在光伏充电站充电。该光伏充电
站全年发电约15万度，能满足这里14个充电位的用电需求。（摄于7月3日）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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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华能珞璜电厂，碳排放管理员正在设备前落实碳排放相关数据，确
保数据准确。（摄于4月27日）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重庆绿色发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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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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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下降11.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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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底，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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