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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
中和

降低“绿色溢价”

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年过 70 的

前万科董事长王石再一次成为“双

碳”这条新赛道上的创业者，而他

创业的项目是——“碳中和社区”。

2021 年，他创立了投资基金和

实业公司。之所以资本和实业两手

抓，是因为碳中和不仅需要新技术

和新设备，也需要大量资金。“据

测算，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目标，至

少需要投入 130 万亿元人民币。我

估计是在 400 万亿元以上。这就需

要依靠金融市场撬动社会资本。”

王石说他正在筹建两个绿色碳中和

基金，一个规模 50 亿元，另一个规

模 15 亿元。

去年初到今年 2 月，他选择了

上海、深圳、扬州、鄂尔多斯 4 座

城市的标的社区作为“碳中和社区”

候选项目。原计划从上海起步，但

因为疫情，首先启动更新改造的项

目落在了深圳。这个项目在深圳盐

田区大梅沙，今年 6 月开工。改造

项目分两个片区：一个是靠海边的

居住区，共 407 户，有居民 1000 人

左右；另一个占地 6.2 公顷，建筑面

积 13 万平方米，2500 人在此办公或

学习。

这两个物理空间不连在一起的

项目，利用“虚拟电厂”技术，可

通过能源互联网连在一起，构成一

个融办公、学习、居住、休闲和运

动于一体的“碳中和社区”。据介绍，

“虚拟电厂”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

和软件，实现分布式供能的电力系

统，可以为配电网和输电网提供管

理和辅助服务。

深圳“碳中和社区”一期改造

项目的面积为 1.6 万平方米。微电

网采用数字化智慧控制系统，产生

的“绿电”供应比例达到 85%。预

计 2023 年二期改造完成后，将实现

100%“绿电”覆盖。据测算，一期

改造项目将使建筑的综合节能率达

到 85%。

王石说，整个社区的绿化率为

75%，“蜜蜂采蜜，蝴蝶飞舞，生机

盎然”。社区绿化的改造目标，是

实现屋顶花园里生物物种的本地化。

花园的土壤肥料来自小区的有机质

垃圾，通过循环利用，保证有机质

垃圾零废弃。

“尽管受疫情影响，我们争取

今年 10 月完成一期改造项目。”在

王石看来，尽管疫情带来了不确定

性，但对低碳创业者来说，“心态、

行动力和执念是最重要的”。

与王石的行动派相对应，科技

部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副司

长汤富强则从政策的高度提出低碳

行动指南。在 8 月底结束的浦江论

坛之低碳创新政策论坛上，他指出

实现低碳的机制创新关键在于降低

“绿色溢价”。

清洁能源成本减去化石能源成

本，其差额就是“绿色溢价”。这

个溢价通常是正值，意味着要减少

碳排放，必须额外支出较高成本。

而降低这个溢价，就能减少推广绿

色低碳技术的重重阻力，更顺利地

实现碳中和目标。

要降低“绿色溢价”，应降低

清洁能源成本，同时提高化石能源

成本。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这

需要科技创新与机制创新双轮驱动。

“两个方面同等重要。降低清洁能

源成本主要靠科技创新，比如加强

碳捕集、新能源、先进储能等关键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汤富强说，“而

增加化石能源成本，主要靠机制创

新和政策驱动，比如收取碳排放税、

实行和完善碳市场定价措施等。”

他进一步指出，技术进步和碳定价

均为供给侧改革措施，在消费侧减

少碳排放，则需要社会治理，包括

宣传绿色出行和绿色家居，推行限

塑令等强制命令。

上海行动，打造碳达峰标杆

日前，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印

发的《上海市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左图：绿色蝶变的深

圳国际低碳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