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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碳达峰、碳中和进程对全球经济

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各国的“双碳”

承诺形成了对全球产业链的刚性约束；另一方

面，未来产业的绿色发展能力将与国际竞争力

高度相关。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

第二大消费市场，同时也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家，

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既是兑现对国际社会做

出的庄严承诺，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需调动多方面力

量共同参与减碳。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人们将碳排放的统计

口径由小到大划分为三个范围。范围一是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身的直接排放，比如直接

燃烧石油、煤炭、天然气产生的排放；范围二则

增加了所购买的电力、热力在它们的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排放；范围三又增加了企业的产业链

上下游运输、员工差旅等活动产生的排放。

从现实情况看，传统生产企业的减碳措施主

要是针对范围一的直接排放。一方面，这是因为

生产环节的减碳本身就是涉及一系列节能减排

技术改造、精细化生产运营管理的复杂系统性工

程，能“扫清门前雪”已实属不易；另一方面，对于

单个企业而言，推动范围二和范围三的减碳从技

术可行性和法律关系上都存在一些障碍。在传

统的产业组织形态下，同为市场微观主体，一个

企业往往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监控供应商、消费

者以及上下游合作伙伴的排放。

因此，在推动范围二和范围三的减碳上，数

字经济的独特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从运行模式上看，与传统的“所有者经济”

不同，数字经济是一种“参与者经济”，即不需要

通过股权关联就可以让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进来，

实现整个商业生态的减碳效应。这种效应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台企业自身运营和价值链的

减碳；二是平台通过发挥连接纽带作用，可以引导其商业生态中的生产企

业、物流企业和消费者进入更加绿色低碳的经济循环；三是平台作为数

据的枢纽，可以促进与减碳相关的信息、数据和技术的自由流通。

从技术特点上看，数字经济领域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

术可以对传统产业的生产运行方式进行改造，使能源电力、城市管理、

交通运输、工业生产等领域的运行效率和能源效率得到大幅提升。目

前，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通过云计算技术来

提升企业能效，通过数字化改造来助力企业和城市管理效率的提升，可

以有效推动单位 GDP 碳强度的降低。而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

对于减碳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截至目前，国内一些互联网平台陆续公布了减碳计划，与传统制造

业减碳行动计划不同的是，互联网平台的减碳计划更加注重范围三的

减碳，也就是在自身运营和供应链之外，更加注重发挥数字平台的作

用，助力供应商、消费者以及平台商业生态中相关企业的减碳，以激发

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互联网平台不像传统生产企

业有大量的原材料生产加工环节，其自身直接排放较少，所以互联网平

台能够带动的商业生态减碳潜力，可能远大于自身减碳。

总之，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渗透率在持续提升，数字技术也

将不断走向成熟，应当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更好地发挥平台的生态效应

和技术优势，在产业链更多环节以及更广的范围带领更多

主体实现减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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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国粮食生产获得“十八连丰”并实现高位增产。除了紧盯

产量、追求“绿色增产”外，在当前消费升级的大形势下，人们对优质粮食

的需求也在增加。还需引导消费者科学膳食，“粗细搭配”，倒逼粮食加

工企业由“保供”向“优供”转变，更好促进居民营养全面和身体健康。

王 鹏作（新华社发）

“声音培训”别走歪

粮食增产要与健康营养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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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粮食够不够吃，质量安

全不安全，是老百姓对粮食供给的最大关

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均强调要确保粮食稳产增产，中国人

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笔者以为，在确保粮

食稳产增产的同时，要实打实地调整结

构，进一步抓好粮食质量，更好做到“吃得

饱”“吃得安全”“吃得健康”。

粮食是民生之根本。在人多地少的

国情之下，确保粮食稳产增产，让 14 亿人

吃饱肚子，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目标。

近年来，我国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2021 年粮食生产获得“十八连丰”并实

现高位增产，粮食产量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绝对安全，为有效应对各类风险考验增强

了底气。不过，我国粮食紧平衡格局并未

根本改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仍要紧盯着

产量。这也是再次提出粮食年产量稳定

在 1.3 万亿斤以上的原因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

粮食生产不再单纯追求粮食产量增长，而

是追求粮食产量质量效益并重的“绿色增

产”。面对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有

毒有害物质超标和滥用抗生素等粮食质

量安全问题，我国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入

手，逐步改变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式生

产方式，发展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集约化

生产，破解资源与环境两个“紧箍咒”，努

力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保护双赢。

除了紧盯产量、追求“绿色增产”外，

在当前消费升级的大形势下，人们对优质

粮食的需求也在增加。为保障优质粮食

供给，我国积极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构建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并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实施粮食品种

品质品牌提升行动，着力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从“产购储加销”各个环节提升品

质，实现粮食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

牌化发展，增加优质粮食供给，满足多元

化、个性化、定制化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不少消费

者陷入“精米白面”的饮食误区，一些居

民认为主食吃“精米白面”就是生活水平

高。为了迎合这种消费需求，很多粮食

加工企业过度加工，市场上精米白面占

绝对主导地位，全谷物食品逐渐被边缘

化，成为饮食中的“配角”。实际上，过度

加工会导致谷物营养流失严重，有可能给

身体带来某些健康风险。当前，亟须引导

消费者走出“精米白面”的饮食消费理念

误区，提倡科学膳食，倡导“粗细搭配”，倒

逼粮食加工企业由“保供”向“优供”转变，

更好促进居民营养全面和身体健康。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粮食

安 全 就 是 让 所 有 人 在 任 何 时 候 都 能 够

获 得 足 够 安 全 和 富 有 营 养 的 粮 食 。 保

障粮食安全，就是要满足不同层次的消

费需求。我国人多地少，保障粮食安全

首 先 要 确 保

“吃得饱”“吃

得 安 全 ”，在

此 基 础 上 追

求“ 吃 得 好 ”

“ 吃 得 营 养 ”

“吃得健康”，

做 到 粮 食 数

量安全、质量

安 全 和 营 养

安全。

当前，我国在线音频市场规模
稳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
录制有声书赚钱的机会。但与此同
时，有些商家乘机在网络平台推销
各类“声音培训班”。有些培训班先
以“免费专业声音培训”“帮联系高
收入兼职”等承诺招揽学员，但学员
们在高价购买课程后，并未能实现
广告所称“轻松月入过万元”“培训
完保障就业”，有的甚至还背上网
贷。其实，配音技能训练对天赋要
求比较高，有复杂系统的技能训练
手段，绝不是业余人士在短期内能
够胜任的。某些商家的做法涉嫌虚
假宣传。对此，相关网络平台应尽
快压实责任，监管部门应在培训资
质方面明晰标准，让无良商家无空
子可钻。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