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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志明

政企“圆桌对话”共谋绿色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产业如何绿色发展？9
月10日，在第八次全国企业营商环境研讨
会中国企业碳中和行动（厦门）峰会上，一场
关于产业绿色发展的高端对话，带给人们务
实的经验，开放的思想，创新的模式。对话
由《中国企业报》集团总裁、社长，中国企业
园区国际合作联盟主席吴昀国主持。

碳中和关乎每一家企业
赣州高新区管委会二级调研员刘荣平表

示，碳中和的问题导向在于气候，关乎每一家
企业。解决气候问题，新材料科技不可忽
视。中国稀土就是新材料，为什么党中央这
么重视赣州的稀土产业，也是出于这个考量。

江西省赣州市，也就是中国稀金谷所在
地。我们正在建设万亩产业园，通过中国稀
土建设带有磁材性质的机械装备，包括应用
在军事方面的高科技，不但可以产生科技革
命，而且能够节能减排30%—50%。

2019年，习总书记视察稀土企业，并在
赣州发出了“新长征再出发”的号召。如今，
很多这方面的院士都已经舍家别子来到中
国稀金谷，进行再一次新长征出发，为中国

“卡脖子”的事情再做一次努力。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情怀的人，尤其是

年轻人，能够奔赴到中国稀金谷，为碳中和，
为我们“卡脖子”的事情努力奋斗。

开放共享碳中和产业变革
厦门英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仙梅

表示，英嘉集团源于一家会计律师事务所，
成立于2008年，集团旗下有英嘉会计律师
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还有评估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私募基金公司。
英嘉集团是以财务为基础的业财融合的综
合服务商。碳中和不仅关系到每一个人，
还关系到每一个企业，也是一场全新的变
革，我们也面临着更多机会和挑战。我总
结四个字是开放共享，我们开放合作，共享
服务。

科技创新助力建筑节能减排
厦门宏发先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总经

理郭正辉表示，厦门宏发先科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成立于1994年，主营业务是混凝土的
外加剂和混凝土。建筑用的混凝土中有一
个重要的材料就是添加剂，添加剂种类比较
多，其中主要是减水剂，我们公司产品主要
是聚翔酸系减水剂，是目前最新一代产品，
是一种绿色、环保型的产品。减水剂能减少
混凝土中拌合水用量20%以上，相应地可以
减少混凝土的水泥用量20%以上，也就是一
立方混凝土可以减少70公斤以上的水泥用
量，同时有利于提高混凝土中粉煤灰、矿渣
粉等工业废料的掺量，这些都对碳中和有很
大的帮助。混凝土外加剂推广使用，对混凝
土生产中的碳减排是有利的。

绿色技术大有可为
宁波瑞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CEO徐绍禹表示，我今天带来一个
膜，不管天气多热，这个膜的表面始终是冰
冷的。这个膜用在建筑屋顶，这个屋顶就会
变成一个冷屋顶。目前，这个材料已经用在
新加坡樟宜机场，日本羽田机场以及国内的
十个机场。今年已经应用了几十万平方米，
已经逐渐在引起各个领域的广泛关注。

在能源的生产端，我们要大量的运用清
洁能源来替代化石能源。但是在能源的利
用端，目前在技术上没有很有效的方式，一
些地方用的一些办法，包括提升电价、限电
等，来减少消费端的使用，这样做得不偿
失。在能源的利用端，我们这个膜是有效的
技术方法之一。多家检测机构包括富士康
这样的集团，按照厂房结构，用10—15公分
厚的隔热层建的对比屋进行测试，节能可以
达到60%。

机场类建筑温度调节占能耗总量的比
例接近50%，如果用我们这个技术可以节省
40%，也就是节省总电量的20%，这个正在
形成各方的共识，这个是我们在能源消费端
引起全球关注的技术。

碳中和带来新的产业规划
泉州市金秋农林生态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庄祥聪表示，碳中和对我的决策影响很大。
我们公司有一个将近3000亩山林地和一个4
万平方米水库的项目。我以前想做一个农林
生态之类的项目，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加上
碳中和，感觉很有发展的空间和前途。所以，
我现在计划做一个文旅康养的项目。

企业家最需突破认知瓶颈
深圳铭德企业全案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CEO陈铭全表示，企业发展在每一个阶段都
有非常大的机遇和挑战。我认为企业家发展
面临很多瓶颈，但最大的是认知问题。从农
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数字信息化时代，在
每一个时代都因为认知的不同而有一些企业
家跟不上队，也有一些因为认知的改变而
成功。我曾经辅导过一个企业，原本是做普
通机电维修。我跟他们谈了一个概念，现在
国家谈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通过高质量发
展能够培养操控自动化设备的产业工人，这
就是我们巨大的机遇。于是这家企业放弃了
机电维修，把员工直接送到专门领域培养机
器人维修和数控机床技能，进行精准化的合
作以后，人才培养出来，现在这个企业跟上汽
大众、广州本田、广州丰田以及微软都在合
作。这个是非常好的案例。

在新基建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当中，所有
都需要数字支撑。从文本的时代到超文本
的时代再到马上要用的分布式存储系统时
代，很多传统企业家根本都没有察觉，我觉
得会有很多行业和企业落下。

近日，中国建材集团国企改革宣传座
谈会上，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周育先介绍
了减排降碳相关工作。

他说，“双碳”国家战略发布后，集团
党委中心组进行了专门研讨学习，将贯彻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作为集团

“十四五”发展的重要内容，与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统筹规划、统
一部署。

中国建材成立了碳达峰、碳中和专项
工作组，形成了碳减排路径和碳中和路径
规划研究报告，对集团碳排放现状及减排
路径研究、达峰预测和碳中和路径工作方
案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目前，正联
合打造首个国家原材料行业“双碳”公共

服务平台，部署建设国际一流建材行业
“双碳”实验室，打造建材行业“双碳”创新
联合体。

周育先介绍说，“十三五”期间，中国
建材通过减量置换和自主淘汰累计压减
产能1520万吨；通过发展余热发电，累计
减少外购电力超过510亿千瓦时，12家水
泥企业实现能效领跑；通过发展循环经
济，年固体废弃物消纳能力达到1.5亿吨；
通过科技创新，低热水泥、川藏工程专用
特种水泥、相变石膏板、净醛石膏板、新能
源玻璃、高性能碳纤维、风机叶片等建材
产品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环保、新能源
领域。

周育先说，“我们不仅生产风电叶片、
新能源玻璃、低碳水泥等绿色产品，还提
供新型房屋、检验认证等工程技术服务，

为行业低碳转型发展和建造绿色宜居环
境贡献力量。2021 年3 月1 日，凯盛科技
建设的世界单体规模最大薄膜光伏建筑
一体化应用示范项目运营一周年，累计发
电超1100 万千瓦时，节约燃煤约4700吨，
减少碳排约1.06万吨，交出靓丽环保成绩
单。”

在中国建材集团，“绿色”“智慧”基因
已经充分融入传统制造行业，建成48家国
家级绿色工厂、45家国家级绿色矿山，27
家“光伏+”能源工厂，67家两化融合贯标
企业以及 3 个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项目。

作为建材行业的“国家队”，中国建材
集团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大
科技研发投入，创新建材行业绿色发展路
径，减少对自然资源、化石能源的依赖和

消耗，在优化能源结构、高效资源利用、污
染物减排技术、碳减排和碳捕集再利用等
关键领域取得技术新突破，为碳达峰和碳
中和奠定基础，支撑行业实现高质量绿色
发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继
续加大核心关键材料攻关力度，加快集团
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先进陶瓷材
料、膜材料等新材料的发展培育，拓展在
生态环保领域的应用。

据介绍，中国建材集团下一步，将建
立碳资产管理体系，提高碳资产管理能
力。开展碳基础数据统计分析工作，推动
水泥企业制定碳减排计划；积极参与碳交
易，探索开发碳汇项目，实现碳资产保值
增值。充分利用国家气候投融资与绿色
金融政策，探索开展绿色融资，利用市场
化手段高效推进碳减排工作。

“双碳”已纳入中国建材“十四五”重点工作
将建设建材行业“双碳”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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