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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纳新 京津冀产业协同加码

如何破解高碳行业低碳化“缺钱”难题
身为女性，要承受多少谣言和恶意？
在第50届布克奖获奖作品《送奶工》中，

英国作家安娜·伯恩斯向世界发出这样的疑
问。当时的评委会主席在评价这部作品时说：
“这是一个被辛辣讽刺的文字串联起的关于
残酷人性、性侵和抵抗的故事。”

一个不起眼的3月，类似的故事在现实与
影视中反复相撞。苏州大学通报一男生P图造
女生黄谣登上热搜。 有网友评论：“这就是现
实版《保你平安》吧。”

谣言， 竟可以轻飘飘地摧毁一个人的生
活，甚至连你做鬼都不放过。在电影《保你平
安》中，善于搞喜剧的大鹏，讲了一个无比沉
重的故事。

令人欣慰的是，在被谣言杀死的粉发女孩
还没被世人完全遗忘的时候， 同样被造黄谣、
被网暴的演员张静初，抗争了近两年后，终于
等来了一个迟到的正义。

遭遇谣言、歧视与暴力的女性，不是每个
人都能等来迟到的正义。

“当你张嘴说一个女人是小姐的时候，不
管她是不是，她都已经是了。 ”电影里这句台
词，暗示了黄谣为何如此泛滥。

与性有关，离人的主观需求更近，却偏
偏轻易容不得人去证明它的真伪，这种超强
模糊性， 让黄谣作为一种最古老的谣言，对
女性的攻击至今杀伤力不减，让造谣的人获
得更大的内心的满足，缓解个体焦虑和感情
冲动。

假想一个“利用身体获得资源”的虚幻女
性形象，再利用社会对这种女性存在的根深蒂
固的批判，归根结底，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原罪，
但是很多人想要你去背。

让人遗憾的是， 男孩偏好和女性歧视没
有因为经济发展、城市化、社会进步而消失。
而网络时代，科技异化对人性的利用、压迫、
破坏与重构，又让这种“加害”变本加厉。

英剧《黑镜》将媒介异化做了深刻反思。

网络媒介的发展使个体聚合为群体,丧失个人
意志表现出从众心理。 这消解了个人的思考
批判能力，使整个社会舆论单向度化。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被黄谣仓促“定义”
甚至“定罪”的女性，不在少数。这里有普通的
粉发女孩，也有诸如大明星的张静初。

25岁的阮玲玉因为流言选择自杀的悲
剧，今天却仍在重演。 抗争的无力感，反转的
疲惫感， 重压之下，被造黄谣的她们，几乎百
口莫辩。

网络时代，信息赋权使得大量普通大众
也有了参与道德评判的机会。而网络的隐匿
性，仿佛黑暗势力的“保护伞”，让网友可以
心安理得发表言论，甚至颠倒是非，向司法
系统施压。

“他们不想要真相，他们只想要谣言。” 如
今，我们正处于真相后置化模糊化的时代。在
这个时代， 情绪表达的重要性似乎压过了真
相本身。

传播者的多元化隐蔽化， 稀释了信息的
客观性与真实性。社交媒体里的评价体系、奖
惩规则， 几乎完全无法影响到匿名网民的现
实人生。两者形成的反向张力，让人性的幽暗
加倍释放， 也给网络秩序和社会秩序带来了
双重混乱。

暴力和戾气，常常传染；爱和善意，也会
被感知。良法与善治应该从每一个苏州大学、
每一个张静初、每一部《保你平安》中氤氲，让
终结黄谣和网暴，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几天前，杨紫琼把女性力量送上巅峰。当
她身上同时叠加了“亚裔”“女性”“大龄”三个
标签，并获得奥斯卡的最高荣誉，实际是对抗
了“歧视”+“性别”+“年龄”的社会固有偏见，
和不明网友不分青红皂白的恶意。

可喜的是， 包括杨紫琼在内的她们的斗
争是见到成效的。所以，我们想为杨紫琼振臂
欢呼，为张静初起立鼓掌，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不只是为了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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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千年大计，这座新时代

“未来之城” 正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样

板。3月18日，在雄安智慧交通国际论坛

暨中交未来科创城产业发展大会上，86

家创新型企业现场签约，未来将入驻中

交未来科创城。这不仅是雄安新区设立

以来规模最大的创新型产业集群签约，

也是雄安新区首次以市场化方式引导

打造的智慧交通产业生态。

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

个“牛鼻子”，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在向纵

深推进。雄安新区作为北京“一体两翼”

城市空间格局的关键之一，也正在成为

我国北方区域突破低定位、 弱效能、小

循环等经济发展传统短板的重要支点，

全新的经济增长极已初现轮廓。

新产业蓄势

据了解， 这次签约的86家创新型企业包
含数字科技、网络通信、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开发等。 这是雄安新区设立以来规模最大
的创新型产业集群签约， 也是雄安新区首次
以市场化方式引导打造智慧交通产业生态。

其中，中国公路学会、交通运输部公路
科学研究院、东南大学、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等10余家单位、企
业，将打造智慧交通产业共同体，并同70余
家产业链上下游战略合作单位达成意向协

议，形成链条完整、生态丰富的创新型产业
集群。

“产业链、供应链模式招商，具有整体
性、联动性、体系性、系统性的特点，这符
合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特点，也开启一个
‘链式招商’促‘链式发展’的态势，能够有
效地联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北京工商
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向北京商报
记者介绍。

对于此次签约的未来效应， 北京师范大
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宋向清则提到了两
个“有利于”。“一方面，有利于雄安新区乃至
京津冀地区建设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创新型产业链供应链；另
一方面， 有利于构建雄安新区新型科创产业
集群， 快速推进构建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高端现
代服务业等附加值高、引领性强的产业体系，
实现京津冀地区全方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宋向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86家创新型企业集中签约，说明雄安新
区不仅正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快马加
鞭， 而且正在增强城市经济创造力方面扬鞭
奋蹄， 这既体现了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
资源的雄安速度， 也体现了高起点布局高端
高新产业的雄安效率。”宋向清表示。

高强度投资

86家企业的集中签约仅是“雄安效率”的一
隅。资料显示，雄安新区今年一季度开工的项目
数量达到了43个，总投资规模超过415亿元，主
要包括智慧城市、地下管廊、水利、公共服务等
重点项目。 雄安新区开工的这一批项目聚焦启
动区和起步区， 新开工项目比重超过30%；100
亿元以上项目2个，亿元以上项目17个。从全
年看，2023年雄安新区安排项目270个， 总投
资6641亿元，年度投资超过2000亿元。

“今年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攻坚期。” 宋向清
表示，当前，雄安新区进入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
和大规模开发建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因而，
除了开发建设之外， 央企迁移也呈现出加速之
势。中国星网、中国中化以及中国华能总部均已
开工建设， 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完成选址，4所高
校和2家医院选址落位，20多家央企子公司注册
落地。 今年， 雄安新区将全面落实中央疏解清
单，推动4家央企总部、4所高校、2所医院加快建
设，争取30家央企二三级子公司落户新区。

“根据这些安排可以看出，无论是‘点’还
是‘面’，雄安新区建设已经形成较为全面扎实
的实物工作量，可以有效有序进一步地推进成
果效能的放大。” 宋向清表示，“一是可以借力
资本和项目，围绕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定位与重
点目标，部署和构建产城融合协同发展的新格
局。二是可以借力迁移到雄安的高校医院央企
等机构，在加快打造一流硬件设施、优质公共
服务体系的同时，规划和创新开放型雄安新区
文化软环境，形成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
荣、民生先进的新型高端城市。”

“增长极”可期

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距
北京、天津均为105公里，距石家庄155公里，

距保定30公里，距北京新机场55公里，具备明
显的区位特点。

在宋向清看来，“雄安新区是中国北方经
济的希望之花”。他指出，在国家战略的顶层
设计下， 雄安新区的高起点规划、 高规格打
造，智慧型、数字化和智能化等在城市建设中
的全方位应用，因此，在建立健全创新服务平
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构建产业、市场和金
融等生态循环系统， 打造面向国际的高端产
业链等方面均具有先天优势。

宋向清介绍， 未来雄安新区势必将突破
北方经济长期以来面临的低定位、 弱效能、
小循环等传统短板，为未来北方经济的高端
高新发展注入新动能，并带动北方经济构建
能级分配科学、市场梯度开发合理、链条循
环顺畅的产业集群体系，形成面向国际市场
的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协同的北方经济新发
展格局。

“中央企业、高等院校和医疗机构同步推
进是今年雄安新区工作的亮点， 承接能力提
升、 效率提高以及服务功能完善则是重点。”
宋向清认为，在现阶段，雄安新区的发展不仅
有机遇，也面临挑战。“在发展新产业、聚集新
人才、建设新功能方面，雄安新区也将面对链
条式打造与网络化构建的挑战， 也就是如何
进一步确保进驻雄安新区的机构和人员能够
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让他们能够有序地高
效地运转起来， 形成一个城市要素高质量绿
色循环的科学闭环体系， 为进驻机构创造一
个友好、可持续的发展环境。”

此外， 洪涛指出，“恢复和扩大消费与投
资”也是雄安新区当下阶段应当关注的重点。
“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都在加大，所以无
论是进一步完善各种公共服务还是吸引人
才，雄安新区都需要把工作做细，并且加快发
展的步伐，否则，在新一轮的‘恢复和扩大’中
可能会错失机遇。”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低碳转型”“绿色金融” 成为了于日
前落幕的亚太金融论坛上的热词。在“双
碳”转型目标下，高碳行业进行低碳转型
势在必行。但目前，高碳行业还存在技术
工艺不完善、低碳产品生产成本高、低碳
产品无利可图、低碳转型改造成本较高等
难题。有业内人士测算，未来30年我国绿
色低碳投资需求累计将达487万亿元。面
对如此规模的投资需求，金融是解题的重
要路径之一。此外，也有业内人士建议，尽
快把所有高碳产业都纳入碳交易市场中，
也将有助于加快低碳转型的进程。

资金是难题

高碳行业一般指的是碳排放相对较
高的行业，例如建材、钢铁、造纸、航空等
行业，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较大，对气候
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较为显著。

高碳行业低碳转型面临哪些问题？中
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副主任郭海飞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目前一些低碳技术、
工艺尚不成熟完善，导致低碳产品无法生
产或生产成本较高，消费者绿色低碳消费
理念不够强，导致不愿为低碳产品支付溢
价，从而导致企业低碳产品的市场销售情
况不佳，低碳产品无利可图，企业低碳转
型意愿不强。

Co-Found智库秘书长张新原则认
为，目前高碳行业低碳转型还面临着技术
应用和替代成本较高、高碳行业人员认知
的知识结构和管理方法与低碳经济差别
较大、高碳行业所处的传统行业市场机制
的约束制约和相关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
等问题。

此外，由于低碳转型升级改造成本较
高，产业转型更需要金融机构支持，而目
前金融机构力度不足， 导致企业融资困
难，缺乏资金进行低碳转型升级。

“过去一些年， 全球绿色金融增长迅

速，纯绿色或接近纯绿的项目得到了巨大
的支持，但同时，高碳行业低碳化转型得
到的支持似乎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张春宇认为，高碳行业低碳化转型所
涉及的规模更大领域更广， 但难度也更
大。如果得不到金融有效支持，很可能就
会出现企业破产、员工失去工作、社会不
稳定等问题。

需求迎风口

“在金融口径的测算方式下， 结合当
前的碳中和背景，我国未来30年累计的绿
色低碳投资需求将达到487万亿元人民
币。”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院长马骏介绍说。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也继续强调绿色金融支持，
“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推进能源清洁
高效利用和技术研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完善支持绿
色发展的政策和金融工具， 发展循环经
济，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也正
在迅速增长。根据《中国地方绿色金融发
展报告（2022）》，截至2021年末我国本外
币绿色贷款余额15.9万亿元， 同比增长
33%，发行规模已居世界首位。有机构预
测， 未来中国绿色金融增长仍然迅速，至
2031年规模将达到70万亿元。

“我国目前已拥有全球最大的绿色金
融市场。”据马骏透露，我国绿色经济活动
已占国内全部经济活动的10%左右；2022
年第三季度末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达到22
万亿元。

那么， 金融又该如何更好地支持高碳
行业进行低碳化转型？“银行和资本市场擅
长于提供绿色金融支持， 银行必须帮助现
有的一些高碳企业转型， 让它们能够更绿
色，更好地来应对挑战。”渣打银行（香港）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伯内特表示，一方
面需要对高碳行业进行明确定义， 更好地
识别哪些企业能够使用转型金融的资金降
碳减排，另一方面必须要有金融工具、融资
结构来更好地适应需求。

“金融机构必须有好的框架、 信息披
露，必须要有标准和好的工具，以及激励的
手段， 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所需
的转型金融， 让他们有动力来去碳化。”彼
得·伯内特说。

“借力”碳市场

“虽然碳资产是无形资产， 但目前全
球公认碳资产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底层资
产，不管跨境还是在国内，陆续被金融机
构认可。随着相关产品逐渐推出、逐渐成
熟，相信通过金融工具能帮助需要能源转
型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 中国大唐集
团绿色低碳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南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总经理崔宇认为，
在金融之外，碳交易市场在绿色低碳转型
中也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碳市场建设也取得了积
极进展。2021年7月，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
上线交易，共纳入发电企业2162家，一年
多来，市场运行平稳有序，成为全球覆盖
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截至3月
17日， 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2.32亿吨，
累计成交金额106.2亿元。

“我国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温室气体
减排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初步显
现。”为此，郭海飞建议，碳交易市场应尽
快把所有高碳产业都纳入其中，同时应设
置有利于激活碳交易的体制机制。“如果
碳价高到一定程度，让需要买碳配额的高
碳企业觉得成本太高，不得不自己主动降
碳，加大力度降碳，那么高碳企业低碳转
型的进展将会大大加快。”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袁泽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