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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学公交明年春季扩围至8个区

气候投融资再提速“双碳”产业拓新空间

近日，抖音、快手、微信集体
宣布， 打击违规低质微短剧。大
量恶俗作品被下架，意在对以博
人眼球、乱其心智为目标，毫无
底线的微短剧坚决说不。

“短剧+游戏”的《完蛋！我被
美女包围了》爆火，让网络微短
剧重新回归公众视野。

微短剧走红网络，乘风短视
频，又借力网剧创作。主打时间
短、“见效快”，表演夸张、剧情离
谱、三观稀碎，在最短的时间内
捕获人心，收获流量。

起初，为了引流圈粉，基本
免费，但随着剧情推进，每解锁
一集都要收费。 行业数据预测，
2023年小程序短剧市场规模接
近250亿元。

微短剧一边受到不少网民
追捧，另一边则是泥沙俱下良莠
不齐。一路狂喷，一路跑偏，为了
圈粉赚钱不择手段。

自去年以来，广电总局持续
开展网络微短剧治理工作，已下
线微短剧25300多部，有效净化网
络微短剧行业生态。 下一步，还
将再次开展为期1个月的网络微
短剧专项整治工作。

重拳整治，为那些跑偏走歪
的微短剧制作者敲响了警钟。

上周本报曾发表评论“短
剧，利用下坠的力量赚钱”，直指
当下如火如荼的微短剧创作，不
仅不断刷新影视行业的职业下
限， 还一再挑战人的认知下限，
利用人性下坠的力量疯狂敛财。

人性下坠， 流量和金钱却在
向上。 每个人都可以表面上不屑
一顾， 但大数据送来的低级趣味
却很难让人拒绝。

很多网络微短剧走的所谓
“爽文”路线，剧本套路化，价值观
扭曲，后期制作浮皮潦草。如果此
类微短剧蔚然成风一意孤行，整
个行业注定越走越歪。

“霸道总裁分秒爱上我”“恶
婆婆欺负乖儿媳”“城里人歧视农
村人”， 无非是利用这些常用的
流量密码， 以挑动贫富差距、制
造阶层矛盾， 鼓动男女对立、地
域歧视等。

“精神毒品” 的纯度不断刷
新，必须引起各方警觉。微短剧可
以在时长上“人穷”，绝不能允许
其在价值观上“志短”。短剧市场
蓬勃发展甚至出走海外， 应该是
良性的、可持续的。

恶俗作品泛滥并非朝夕，整
治必须久久为功。 广电总局此次
治理微短剧同样提出了标本兼治
的配方。

比如， 提出加快制定网络微
短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
建章立制，以制度促规范，以机
制固长效。还有，建立小程序“黑
名单”机制、网络微短剧推流统
计机制。

微短剧涉及的市场主体较为
复杂，短期集中整治，还应强化对
整个产业链的全覆盖、细监管。让
微短剧市场在不断地规范和治理
中更健康、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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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短剧的野火该“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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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将增至8个区

9月1日， 北京正式启动中小学通学公交
试点，通学公交车在朝阳、海淀、丰台和西城4
个区试点运营， 至今已两月有余。11月19日，
北京市通学车现场观摩会在海淀第二实验小
学（安宁分校）举行。

观摩会现场， 北京公交集团线网中心业
务管理梁亮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因通学车环
保、安全、便捷、高效的特点，受到家长、学生
普遍欢迎， 试点以来， 通学车影响力逐步增
强，运营规模不断扩大，试点学校由最初13所
增至21所，线路由23条增至48条，日均运送乘
客由811人次增至4100人次，首批100辆通学
车全部投入运行。

线路与站点的扩围之后， 广受好评的通

学车接下来还将进行试点区域的扩围。 北京
市交通委地面公交运营管理处处长赵震向北
京商报记者介绍， 下一步将进一步推广通学
车，计划在现有4个试点区的基础之上，扩展
东城、石景山、大兴、通州4个区，达到通学车
在城六区+通州、 大兴两个区进一步推广，服
务更多学校和学生。

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校便是扩围区域
里涵盖的学校之一。 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
校校长杨玉慧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其学校现在有学生近5000人，通过前期的
政策宣传以及调研需求，目前有700余名学生
报名想乘坐通学班车。“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宣
传，加大宣传力度，做好人员统计，同时配合
各部门做好站点的设置，上下车的时间安排，
以及对学生安全方面提出相关要求， 制定预
案，争取把这件实事做实、做细、做好。”

增加6米长“迷你”车型

首批100辆通学车全部投入运行之后，新
的一批也要“上场”了。

此前， 一代通学车有12米、8.5米两款车
型，兼顾中小学生和成年人的乘坐需求。在观
摩会上， 由北汽福田研发的新型通学车首次
亮相，新车更加突出“安全、环保、美观、智慧、
舒适”的特点，车型覆盖大（12米）、中（8.5米）、
小（6米）三种尺寸，适应多种通学路况需求。
其中，6米“迷你”车型更适用于处在狭窄街巷
中的学校，转弯、掉头更便捷。

为打造更加舒适的通学环境，新型通学车
采用低入口、二级踏步车身结构，进一步减少
踏步级数，上下车更便捷；提升座椅高度至43
厘米，增加座椅下方的书包存放空间；车辆新

增配置车身升降及侧倾系统，可选装残疾人踏
板及残疾人轮椅区，充分考虑了坐轮椅等特殊
儿童的出行需求。此外，在安全性方面，增开后
围安全门，可翻转后保险杠，形成后部应急通
道，确保紧急情况下乘车人员快速安全撤离。

除车辆情况外， 上下车站点是否方便是
家长和学生最关注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从
北京市交通委获悉， 为减少学生上下车的步
行距离， 多方共同推进，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按照“方便学生、减少步行距离、减少过马
路”的要求，进行站点设置。目前，已开通的通
学车站点尽可能靠近小区或学校出入口，中
途少设站，为学生提供了从家门到校门的“点
对点”一站式服务。公交集团根据到校时间科
学编制了行车计划， 交管部门围绕运行节点
设置“护学岗”，施划“通学路”，护航通学车。
截至目前，通学车运行准点率100%。

力争明年9月全市推广

明年春季学期，随着新型通学车的研发下
线，通学车试点工作将进一步扩大至8个区，但
不止于8个区。据北京市教委介绍，其他区如有
乘用通学车刚性需求，可及时与市级专班提出
申请，力争明年9月秋季开学全市推广。

据北京市教委介绍， 家长可通过孩子所在
学校提出申请，由学校集中收集需求，会同各区
专班开展线路勘察、设计及站点布设等工作。

具体而言，让通学车开到“家门口”的工
作将如何展开？海淀区在此方面已有经验。海
淀区教委副主任唐建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首先，要看情况、看需求。“通学
车是公交属性，不属于私家车，不能完全停到
‘家门口’。”唐建东表示，“因为通学车的开设
还有一些因素， 因为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
上都是就近入学， 需要通学公交的是少部分
人，针对这一部分需求和困难，我们来解决其
上学、放学的问题。”据唐建东介绍，目前，海
淀区最长的一条试点线路为双安商场-玉泉
学校的通学线路，线路里程接近12公里。

唐建东介绍，其次，则是由学校统计情况
并报送。“如果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上北京公交
公司的App，在App上定位家长的地址后，实
际上就是一个大地图，形成大数据，通过大数
据来分析集中的人数、能开几辆车、开大车还
是开小车，像这样来设计线路。”

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通学车或将逐步
向公交化过渡。“因为现在通学车基本是‘点到
点’的，需要等学生，等学生到了再开走。以后的
设想是，比如在线路中间设几个站点，到学校可
能有3个站点或者4个站点，车辆循环运行，把
几个站点跑一遍，5分钟一趟，7： 00-8： 00这
段时间这个车就专门做运送学生这件事。”唐
建东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文并摄

增加6米长“迷你”车型、增加停车指示牌、加宽后视镜镜面、

增加座椅下方书包存放空间……11月19日，北京商报记者在北

京市通学车现场观摩会上获悉， 首批100辆通学车全部投入运

行之后，新的一批通学车即将登场，明年春季学期，随着新型通

学车的研发下线，通学车试点工作将新增东城、石景山、通州、大

兴4个区，由现有的朝阳、海淀、丰台和西城4个区进一步扩大至

8个区，并力争明年9月秋季开学全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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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港澳、面向世界”

公开资料显示， 气候投融资是为实现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 引导和促进更
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
动，以及评估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优化碳排放
资源设置的活动总称， 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
部分。支持范围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方面，具有
财政与金融两种特性。

从时间上看，在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之后，气候变化投融资就被提上了日程。前
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这也是围绕全球节能减排、能源转型出
发进行的相关投资， 一些与新能源有关的企业
是重点参与主体，另外还有银行、券商、保险、基
金等多种金融机构。

“广州南沙作为国内重要试点地区及国际
交流中心，不仅能带动本地气候投融资，推进能
源和产业结构调整，还能协同港澳、面向世界，
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杨德龙说。

在此次大会上，除了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
区气候投融资平台”外，还举行了“广州南沙粤
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中心” 和“气候投融资
（南沙）国际交流中心”揭牌仪式。据悉，上述平
台现已收集95个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企业项目，
总投资达727亿元。

此外，一个多月前，作为全国首批气候投融
资试点地区之一，广州南沙就颁布了“气候投融
资十条”，其中包括，支持气候投融资机构集聚、

项目入库、开展气候贷款、发行ESG债券、设立
气候基金、配置气候保险、创新平台建设、标准
制定、产品创新和技能提升。

据悉， 这是全国首个促进气候投融资发展
的金融专项扶持政策。对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 在目前的试点地
区中，广州南沙的政策力度应该是最大的，其积
极探索气候投融资创新发展模式， 对其他试点
地区也很有借鉴价值。

新能源类企业更有优势

自2020年生态环境部同有关部门印发《关
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以来，
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已经形成了多部门、 多行
业共同参与、中央和地方协同发力的新格局，据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 截至今年6月
底，已储备近2000个气候友好型项目，获得授信
总额545.63亿元。

今年初， 在第二届中国气候投融资国际研
讨会“气候投融资赋能创新驱动低碳转型”分论
坛上，据媒体报道，自去年8月，第一批23个气
候投融资试点地区名单公布以来，截至2022年
底，23个试点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开展了项目库
的建设工作，积极探索促进资金与项目的对接，
共征集或储备项目超1500个，涉及资金达2万亿
元左右。

叶燕斐表示，2022年，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
余额超过22万亿元， 我国21家主要银行机构，
85%以上绿色贷款都和气候融资有关。同时，在

气候投融资引导下， 中国的产业格局发生重大
变化， 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方面都建立了相当
的竞争优势。“全球十大光伏制造企业， 前九家
全是中国的。 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车都在中国
生产，在中国销售。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
汽车被引向全球。”

杨德龙指出，近几年，我国气候投融资取得
的成果也主要在新能源上。 作为重要试点地区
的广州南沙在新能源上也具备一定的发展潜
力。据叶燕斐介绍，南沙在巩固动力电池、新能
源汽车、光伏制造业“新三样”上有很大潜力，在
推动新一代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发展方面也有
很大潜力。“比如制氢、运氢、储氢，南沙专门有
一个通过水制氢用来发电进行调峰， 技术非常
领先。”

以广州南沙为例， 叶燕斐提出了四个方面
的建议，一是结合当地能源结构和产业特点，因
地制宜开辟发展新赛道。 二是构建高效政企云
对接服务体系，挖掘和培育气候友好型项目，加
快建设和完善气候投融资项目库， 提升气候碳
排放数据和信息管理水平、披露质量等。三是坚
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推动形成多方参与的气
候投融资生态圈。 四是持续加强能力建设和人
才培养。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50年，全球
需要投资110万亿美元来解决落实《巴黎协
议》问题。基于此，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刘燕
华预计， 未来气候投融资需求量约占GDP总
量的2%。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程靓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11月17日-18日，国内首个气候投融资国际交流合作

大会“明珠湾国际气候投融资大会”在广州南沙举行。会上正式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平台”，并

举行了国内及国际气候投融资双中心揭牌仪式。

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平台”并不是个案。2020年生态环境部同有关部门印发《关于促进

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去年8月，第一批23个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名单公布……在气候投融资

引导下，我国的产业格局发生着重大变化。据预测，未来气候投融资需求量约占全球GDP总量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