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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好发展和减排、
转型和稳定、整体和局部、短
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实现绿
色金融与转型金融两大领域
相互补充、良性互动，助力绿
色低碳发展

我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

任务，因此必须立足我国以煤为主的

基本国情。

在此过程中，金融既要支持经济

高质量发展，又不能简单过快地退出

传统能源领域，需要通过对更高标准、

更高效率产能技术的支持，引导对传

统落后产能的“减量替代”，逐步实现

能源结构转型。其中的关键和难点，

是处理好发展和减排、转型和稳定、整

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在

金融实践中，则主要体现为绿色金融

与转型金融两大领域相互补充、良性

互动。

绿 色 金 融 重 点 支 持 清 洁 能 源 等

零碳或低碳的经济活动，转型金融则

聚焦于为支持适应重大环境改善和

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推动高排放高污

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项目和活动

提供的金融服务。相比绿色金融，转

型金融可应用于碳密集和高环境影

响的行业、企业、项目和相关经济活

动，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碳汇市场建

设等，服务对象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更好的适应性，可以更有力地支持我

国大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的

投融资需求。

支持能源结构有序调整，是当前转型金融的重点任务。

要树立系统思维，坚持先立后破，立足国情和技术实际，在设

计相关金融政策、产品或服务时，统筹兼顾降低煤电占比与鼓

励水电、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发展。在金融领域重点做好以

下两方面工作：

复制推广绿色金融的可行经验和成熟做法，建立健全转

型金融标准、碳核算体系、环境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制度安排，

尽快编制转型金融相关标准。打造碳账户和碳账本，构建完

善的碳核算体系。逐步开展金融机构碳核算，提高环境信息

披露的有效性和覆盖面。高度重视低碳转型中的经济金融风

险及应对，完善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评价管理制度，常规开

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充分体现政策连续性。

明确金融支持低碳转型的策略与工具。充分发挥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功能，增强激励引导、杠杆撬动作用。突出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在发展绿色金融中的先导作用，同时鼓励商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结合我国产业转型实际进行金融创新。完善

促进低碳转型的金融市场工具，支持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

展，综合利用信贷、债券、股权投资、信托等多样化工具为转型

活动提供金融支持。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本报记者吴秋余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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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林铁路开通运营至
今，“动车出行”已成为当地
许 多 居 民 的 日 常 出 行 方
式。随着城市间出行时间
缩短，藏东南腹地和内地间
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更
加密 切，产 业发 展不断 提
速，越来越多人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

飞驰在雪域高原的复
兴号动车组，正实实在在地
改变着当地居民的出行、生
产和生活，载着老乡们奔向
日新月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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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杜海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 7 月 4 日发布数据显示：6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2.1%，较上月回升 2.8 个百分点；中国仓储指数为 53.9%，较

上月回升 3.7 个百分点。

6 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回升，显示出随着稳经济政策持

续发力和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市场供需两端业务活动趋

于活跃。预计后期随着需求释放，生产加快，物流行业整体水

平将恢复至较活跃水平。

微观活力提升，企业运营指标改善。6 月份，物流助企纾

困政策逐步落地，企业运营指标呈现改善态势，物流服务价格

小幅提升，资金周转加快，业务利润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环

比提高。

行业发展预期趋好，新订单和投资保持回升。在宏观面

整体向好的基础上，企业微观活力增强，盈利好转，物流企业

对后市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水平连续两个月回升。6 月份，新

订单指数为 53.3%，环比回升 4.5 个百分点。从预期来看，6 月

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4.9%，环比回升 1.2 个百分点；从投

资趋势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连续两个月回升，达到

50%以上。

6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回升2.8个百分点
市场供需两端业务活动趋于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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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 7月 4日电 （记者庞革平）广西近期积极举办

2022 年二季度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签约活动，重点签约洽谈成

熟、符合当地产业发展政策、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重大产业类

投资合作项目。14 个市及多个县（市、区）、开发区组织签约

重点项目 282 个，项目总投资 1610 亿元。

广西各地紧抓重点产业链招商，在引进龙头企业、补链

企业和优质项目上下功夫。据统计，截至 6 月底，自治区打

造的 15 条重点产业链新签项目超 1300 个，总投资约占全区

总量的 90%，主要涉及现代农业、轻工纺织、机械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产业；全区新引进“三类 500 强”、专精特新等强

优企业 46 家，新签强优企业投资项目超 200 个，总投资约占

全区总量的 44%。

广西着力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截至6月底，重点产业链新签项目超1300个

①①

②②

③③

清晨 7 时许，海拔 3700 米的拉萨火车站逐

渐喧嚣起来——拖着行李箱、戴着大墨镜的游

客，穿着藏袍、拎着大包小包的当地居民，三五

成群，等待着广播通知。

“乘坐 C881 次列车的乘客请前往检票口

……”广 播 声 响 起 ，松 散 的 人 潮 开 始 缓 缓 流

动。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和普速列车并列停靠

在站台，阳光从站台东头洒进来，满目生金。

一年来，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拉萨站出现，“坐

上动车去远方”已成为常见的出行方式。

然而，就在一年前，这一切仍是梦想。

此前，西藏的东南部地市山南、林芝等一

直没有被铁路网覆盖。2021 年 6 月 25 日，拉林

铁路开通运营，藏东南地区结束了不通火车的

历史，复兴号首次行驶在高原大地。

拉萨，出发——

出行方式开始改变

在绿色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前，不少游客

掏出手机拍照。“这是我第一次在高原乘坐动

车，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一名

来自西安的游客说。

“铁路开通以来，无论是游客还是本地居

民，都爱在这里拍照留念。”列车长谭珍走了上

来，笑着向记者介绍。

对谭珍来说，最新鲜的是速度。此前，西

藏境内只开行普速列车，这意味着相对公路来

说，铁路的竞争力相当有限。随着拉林铁路通

车，铁路的便利性进一步凸显，通行时间大大

缩短。虽然设计时速是 160 公里，但相比此前

的普速列车已经提升了很多。

对乘客来说，最新鲜的则是景色和体验。

乘客依次走上列车，把行李放上行李架，车厢

里很快热闹起来。“这趟车有个特点，你猜我们

的什么票卖得最好？”谭珍边走边问。

“二等座？”记者根据经验判断。

“是商务座和一等座！”谭珍给出了答案，“我

们的商务座和一等座常常是一票难求。沿途景

观壮美，大家都想在更舒适的位置欣赏美景。”

以前，从拉萨到林芝，开车走高速公路要 4
个多小时。复兴号通车后，时间缩短到 3 个多

小时。“总时间只少了 1 个小时，价值真有那么

大吗？”有人对此颇有疑惑。

变化不能只算时间账。铁路选择了与高速

公路不同的路线——线路并非最短，但力争覆

盖更多沿线区县。现如今，从拉萨到林芝，一侧

为高速公路联通，另一侧通过铁路串联，沿线的

各个区县都被纳入快速交通网络。

在拉林铁路工作的一年时间里，谭珍印象

最深刻的乘客是一个藏族孩子。那一次，一个

皮 肤 黝 黑 、背 着 大 包 的 小 男 孩 吸 引 了 她 的

注意。

谭珍回忆，孩子叫扎西，是和家人坐火车去

拉萨上小学，并去找以往半年才能回家一次的

姐姐团聚。他的家乡在山南市加查县，是此前

未曾通高速公路的县，铁路不到两个小时的路

程，开车要四五个小时。

谭珍说：“这条线跑多了，对它的认识也在

不断提升——这不仅是一个建设领域的巨大成

就，更为许多人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变化。”

据介绍，拉林铁路覆盖地区面积达 22.63 万

平方公里，直接受益人口为 131 万。开通运行

一年来，累计运送旅客 113.7 万人次，正实实在

在改变着人们的出行、生产和生活。

山南，飞驰——

产业发展不断提速

登车，把手里大包小包的东西放在行李架

上，乘客桑珠累得直喘粗气：“这些都是样品，带

来展销的。”

桑珠是土生土长的加查县人，和家人从事

制作藏碗等手工艺品已 30 多年，如今经营着一

家制作民族工艺品的企业。“民族工艺品主要面

向游客和专业爱好者，大家往往喜欢看到实物

再下单。各类展会、门面店铺依然是我们现在

主要的销售渠道。”桑珠说。

对桑珠来说，跑一趟山南或者拉萨市区销

售自己的产品虽然是家常便饭，但时间和经济

成本都是挑战。“现在，一张火车票节省了时间

和精力，做生意方便多了！”桑珠说。

列 车 跑 出 新 速 度 ，沿 线 产 业 也 迎 来 新 机

遇。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拉林铁路缩

短了沿线城市间的出行时间，密切了藏东南腹

地和内地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拉萨、林芝

等城市的“3 小时经济圈”初步形成，为富民兴

藏注入了强劲动力。

“拉林铁路开通后，我们县的旅游产业发展

得更好了！”湖北援藏干部高大权，如今是加查

县副县长，前不久，他前往拉萨参加旅游部门举

办的山南市旅游推荐会。

“说真的，去之前其实期待不高。”没想到，

今年的推介会格外成功。一番打听，高大权才

明白，很多人在周末选择出行目的地时，会优先

选择火车覆盖的区域，距离拉萨约 2 小时火车

车程的加查，因此成了很多人的新选择。

去年以来，加查县的酒店床位快速增长，从

此前的 300 多张，增长到 500 张左右。加查县还

在火车站开设了接驳车，通向县城和一些热门

乡镇，帮助游客出行无缝衔接。

除 了 丰 富 的 旅 游 资 源 ，加 查 县 还 盛 产 核

桃。为了优化核桃加工产业链，当地引入长江

大学的研究团队，为核桃产业提供优良品种选

育、嫁接等科技服务，并成功开发核桃肽、核桃

蛋白等精深加工产品。

设计包装，让加查核桃成为游客的伴手礼；

联系客户，通过火车把加查核桃卖到更远的地

方；精深加工，不断提高加查核桃的附加值……

列车飞驰，穿过河谷、山林和无数的坝子。

沿线潜藏着许多有待开发的资源，沿着铁路而

来的人们，也为当地产业加速发展带来了新的

活力。

朗县，联通—

生活交通更加便利

朗县位于拉萨和林芝的中点。过去，当地群

众去这两地，都需要奔波很久。直到铁路穿过朗

县县城，曾经的不便被列车远远甩走。

老人需要搀扶，孩子需要照顾，朗县县委办

的工作人员付林英正拉扯着一家老小登上列

车。尽管有些手忙脚乱，但能去林芝市区看望

丈夫，一家团聚，想想就很开心。

朗县到林芝市区，虽说只有 200 多公里，但

沿途全是崎岖山路，自驾需要 4 个小时，坐大巴

则要五六个小时。付林英的丈夫前几年被调往

林芝市区工作，由于交通不那么便利，一家人聚

少离多。

铁路通车一年来，付林英感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便利。工作不忙的时候，周五晚上可以前

往林芝，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丈夫在林芝车

站等待，接上老小回家，一家人可以共度温馨的

周末。

拉林铁路开通后，最高日发送旅客 4300 余

人次，许多像付林英一样的家庭有了更多团聚

的机会。

除了快捷、舒适，准时、稳定也是铁路的优

势。曾任朗县发改委主任的尼玛次仁在车上翻

开一本书，安心地读着，不再焦虑抵达时间。

因为需要跑各种项目的审批手续，从朗县

往返林芝和拉萨是尼玛次仁工作的日常。沿途

都是山路，开汽车除了危险，时间上也有不确定

性。一次，他乘车前往林芝参与项目评审，但是

到米林县时遇到山洪，道路被冲断。他不得不

留在当地，错过了项目的评审时间。

“重新组织评审，那就得重复投入时间、精

力和资金。”尼玛次仁感慨。

正因如此，尼玛次仁一般需要为路途留出

充足的时间，提前一到两天是常事。如今，他再

也没有这样的顾虑。第二天在林芝市区有公

务，自己下午依然可以在单位正常办公，晚上按

时到火车站即可。

应对不确定性意味着额外的成本。无论是

探亲还是差旅，人们都期待着更准时、更稳定的

交通方式，铁路因此成了更好的选择。

林芝，抵达——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欣赏着窗外美景，不知不觉间，林芝站到

了。这里是众多游客旅途的终点，但对林芝市

巴宜区布久乡朵当村村民平措来说，林芝站是

他和老乡追求幸福生活的起点。

一列列车缓缓驶入林芝站，和客运的绿色复

兴号列车不同，这是一班满载物资的货运列车。

又到了平措的忙碌时刻。“开工了！”平措招

呼着伙计，4 辆叉车迅速到位，开始卸货作业，

要装卸的是饮料和面粉等生活物资。

一年来，包括 6100 多吨饮食品、3800 多吨

电器等在内的商品运达林芝站。曾经，这些货

物都要经公路运输——费用比现在的火车运输

贵好几倍，更别提一些很难利用公路进行大规

模运输的特殊建筑材料。

依 托 铁 路 发 展 货 运 ，不 仅 降 低 了 运 输 成

本，还让一些人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将货物装

上叉车后，装卸工尼玛调转车头，再把货物整

齐地码放在一侧的卡车上，操作行云流水，相

当熟练。平措竖起了大拇指：“看到旁边的大

吊车没有？尼玛正准备考证。要是考过了，工

资又能长不少！”

去年夏天最忙的时候，货场里总共有六七

十名装卸工人，朵当村里有劳动能力的人大多

在这里工作。“此前大家外出打工，辛苦不说，心

里还要惦记着家人。如今在货场工作，干完活

就能回家吃饭。”平措说。

眼下，铁路部门就近招收了 400 多名群众

从事保洁、安检等工作。依靠拉林铁路，越来越

多的人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拉林铁路通车之日，当地居民的朋友圈里

传播着一则短视频：复兴号驶过，一群在地里坐

着的群众向铁路挥手致意，一个孩子兴奋地摇

摆起来。那时，人们对这趟列车还很陌生。

拉林铁路通车一周年之际，记者在车上遇

到一个叫卓玛的孩子。她来自那曲市安多县申

格卡岗村——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乘坐动车组

列车。向窗外眺望，卓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火车在桥梁和隧道中穿行，山川河流、楼房道路

也不断在她的眸子里闪过。

卓玛终会习惯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如同

她会习惯家乡的日新月异一般。

图图①①：：卓玛望向列车窗外卓玛望向列车窗外。。

图图②②：：工人准备在林芝站卸货工人准备在林芝站卸货。。

图图③③：：复兴号行驶在山南市境内复兴号行驶在山南市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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