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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们还在为不断接近昆明的野
象群担心时，又一个野象群离开了保护
区。近日，一个拥有17头野生亚洲象的
象群进入版纳植物园，根据版纳植物园
亚洲象预警小组的监测，象群多次试图
渡过罗梭江未果，为寻找合适的渡河地
点，其活动范围已接近植物园东区育种
基地。6月2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了解到，为掌握大象踪
迹，版纳植物园在野象可能的活动路线
上安装了红外相机，利用无人机和红外
热像仪24小时不间断寻找野象群踪迹，
并封闭危险区域的道路和绿石林等部分
景区，对人员及车辆严格管控。

水流湍急 小象难以渡江

5月23日，一个拥有17头野生亚洲
象的象群试探性进入版纳植物园后折
返。5月24日凌晨，该象群再次进入版
纳植物园并逗留至今。据悉，这群野象
由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
护区南下，今年2月曾短暂路过版纳植
物园南部边界，当时是自1959年建园以
来版纳植物园首次观测到有野象到访。

与此次南下移动的象群不同，另有
15 头亚洲象自西双版纳一路向北迁
徙。5月31日，这一象群接近昆明市晋
江区。6月2日21时55分，15头野象继
续向北迁移，沿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
老光箐村北侧前进，进入昆明市晋宁区
双河乡，到达火草坝附近。

据版纳植物园亚洲象预警小组的监
测，因罗梭江流速上涨，象群多次试图渡
过罗梭江未果。

鉴于此群亚洲象中的小象难以渡过罗
梭江，随着雨季降雨量的增加，象群回归常
规迁徙路线的难度不断增加，这群野象可
能长时间滞留在植物园及其周边区域。

政府为群众购买“责任险”

监测显示，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增
长，其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常年活动于村
寨、农田周围，并根据不同农作物、经济作
物成熟时节往返于森林和农田，主要取食
农户种植的水稻、玉米等作物，在食物匮
乏时节，还会取食农户存储的食盐、玉米
等，出现“伴人”活动觅食现象。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
护处处长向如武说，为缓解“人象冲突”，
政府部门采取了为大象建“食堂”、为村
民修建防象围栏、开展监测预警等措施，
同时引入社会力量致力于让村民在保护
中受益，让社区参与保护，推动保护监
测、栖息地修复。

针对野象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
失，政府为群众购买了野生动物公众责
任保险，尽力弥补野象造成的损失。与
此同时，近年来实施的亚洲象预警监测，
也有效避免了多起野象伤人事件。

据北青网等

又一野象群欲渡罗梭江

15头野象趁夜进入昆明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公开表示，对于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
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元人
民币。那么，这样巨大的资金，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更值得关
注的是，如何激励民间、金融机
构等资本力量进入，并有效投向
关键领域，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近日，记者采访了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
院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
研究院院长施懿宸。

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测算，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到
2060年，我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
需求规模将达约 139 万亿元，年
均约为 3.5 万亿元，占 2020 年
GDP的3.4%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的6.7%左右，长期资金缺
口年均在1.6万亿元以上。

资金巨大 来源路径有二

如此巨大的资金，从哪里
来？路径有二：一是财政手段，
如补贴、税收等，促使有利于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产业、产
品的投资回报率上升；二是通过
市场方法、金融手段，即绿色金
融，如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对相
关行业的融资力度。

施懿宸认为，要实现碳中和
目标，政府财政只能覆盖约15%，
85%需要依靠社会资本，主要来自
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

“绿色金融常见的投资方式
包 括 债 券 、 信 贷 、 信 托 、 基
金、保险、资产证券化，以及
在全国碳市场建立背景下发展
起来的碳金融手段。”他指出，
其中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产
品将是我国发挥主要作用的投
资方式，新兴的全国碳市场是
我国重要的减排工具，其衍生
的碳金融手段将是未来极富潜
力也是至关重要的达成碳中和
的金融手段。

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绿色
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其中，据
兴业研究测算，气候信贷占比从
2013年6月的66%增加到2017年
6 月的约 70%；绿色债券存量
8132亿元。不过，绿色信贷余额
仍只占国内全部信贷余额的约
10%，绿色债券仍只占债券发行
量的约1%。碳中和目标下，若年
均投资需求超过3万亿元，两者
的发展空间较大。

在碳金融市场方面，中国人
民银行在《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
加快发展》 一文中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每年交易
规模超过 600 亿美元。其中，起
步最早、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品种
是碳期货，年交易额占 1/3。我
国碳市场金融化程度总体偏低，
尽管部分试点地区和金融机构陆
续开发了碳债券、碳远期、碳期

权、碳基金等产品，但碳金融仍
处于零星试点状态。

施懿宸表示，自我国提出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后， 银行、信
托、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布
局碳中和领域，绿色债券、绿色
股票、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
色保险等碳中和金融产品已接连
落地。今年以来，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2月
和3月推出碳中和公司债券，目
前碳中和债券发行量已经达到48
只，规模近700亿元。

“同时，今年全国统一的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也正在加速
进行，按照成熟一个行业纳入一
个行业的原则，逐步将石化、化
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
电力、民航等8个行业纳入碳市
场覆盖范围，开展碳排放监测、
报告与核查管理。在此背景下，
各类投资可以通过更丰富有效的
碳金融手段参与到碳市场中，服
务碳中和目标。”他说。

资金将重点流向哪些领域

此前，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公布了《关于明确碳中和债相
关机制的通知》，明确了碳中和
债募集资金应全部专项用于清洁
能源、清洁交通、可持续建筑、
工业低碳改造等绿色项目的建
设、运营、收购及偿还绿色项目
的有息债务以及其他具有碳减排
效益的项目。

从已发行的48只碳中和债券
看，有的投向风电、光伏、水
电、绿色建筑、轨道交通等绿色
低碳项目，有的用于偿还绿色项
目金融机构借款本金及利息，补
充流动资金。

施懿宸认为，尽管上述通知
是针对碳中和债券，但其中限定
的项目指向对其他投资方式也有
较大的借鉴意义。

他进一步指出，碳中和目标
下，融资募集的资金应主要流向

低碳减排的绿色项目。一方面，
碳中和资金应该用于碳排放规模
最大的几个领域，如能源、交
通、建筑等领域，这些领域的绿
色转型将会大幅度降低我国的碳
排放，以推动实现碳达峰目标；
另一方面，碳中和资金也需要流
向新能源、CCUS技术研发、碳
汇等产业，零碳和固碳措施的推
进是为了吸收二氧化碳，加快实
现碳中和。

与施懿宸的看法相似，高瓴
资本产业与创新研究院与北京绿
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近期
发 布 的 《 迈 向 2060 “ 碳 中
和”——聚焦脱碳之路上的机遇
和挑战》报告指出，实现碳中和
投资者应关注的八大重点领域包
括电力、交通、工业、新材料、
建筑、农业、负碳排放以及信息
通信与数字化等领域。

记者注意到，一些投资机构
已有明确的投资方向。今年初，
高瓴资本成立了专门的气候变化
投资团队，推出专项绿色基金。
据统计，公司在碳中和领域持续
进行全产业链布局，累计投资近
500 亿元。高瓴资本创始人兼
CEO张磊公开表示，在新能源技
术、材料、工艺等绿色新基建领
域，公司深入布局了光伏、新能
源汽车和芯片等产业链上下游。
近日，高瓴资本又在碳中和基础
设施领域投资持续加码，与经纬
中国共同为我国第一家碳排放管
理软件和咨询解决方案提供商碳
阻迹提供5000万元融资。

“各级政府可以综合采用补
贴、奖补、担保等类似的政策激
励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关键
绿色产业。同时，还应当通过金
融产品创新、碳交易市场等多种
方式激励资本力量进入，引导和
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
领域的投资，推动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施懿宸表示。

据《中国环境报》

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超百万亿元投资从哪来投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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