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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已是国际社会的

共识，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

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控制在2℃之内，并努力控制在1.5℃。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政表示，从能源系

统来讲，中国需要从一次能源的来源、

中间转化技术以及需求侧的利用方式

和技术创新上发生深刻变化，根本特征

是要实现以煤炭和化石能源为主的系

统转变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系统。

按照清华大学测算，实现2℃目标

导向转型路径，中国2020年到2050年

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万亿元，

占GDP的 1.5%到 2%；而要实现1.5℃

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要新增的投资约

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 2.5%。

李政同时表示，需要强调的是，能

源转型会带来新的增长点和就业机会，

付出这样的成本是值得的。不止是能

源转型，碳达峰、碳中和还将带来一系

列的经济、社会变革。李政表示，应对

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和阻碍经济发展，

这是许多人的忧虑和担心，但恰恰相

反，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并不是就气

候谈气候、就低碳谈低碳，实际上它是

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战略，将倒逼

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的战略

之举。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

群表示，“十四五”规划强调的一个重要

要素是必须要让制造业在环境上实现

可持续发展，长远来看，需要进行进一

步的产业升级。

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张磊强调，实现碳中和可以带来许多

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低碳领域创造更多

高质量就业和创业机会，带来经济竞争

力提升、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多重效

益。当绿色转型成为明天最大的确定

性，将有力地引导大量社会资本转向碳

中和领域，绿色股权投资正当其时。

菜市场“保卫战”倒逼消费升级

观点

“碳中和”主题升温
基金机构划重点

近日，A股市场与“碳中和”相关的环

保、电力、特高压等板块表现活跃。有基金

经理指出，“碳中和”主题或成为结构性牛

市的主线之一。对于投资者来说，“碳中

和”主题涵盖的范围广、包含的内容多，具

体到投资上应该如何布局？

对此，汇丰晋信基金经理陆彬指出，

“碳中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改变

能源结构的新能源行业，另一类是控制供

给和产能来减少碳排放的周期行业，包括

能源和资源的回收。具体来讲，陆彬认为，

在“碳中和”的大方向下，找到了两类有望

风格对冲的资产：一是新能源资产，二是顺

周期资产。这两类资产的组合有较大概率

会令波动率有所下降。

平安基金张晓泉认为，“碳达峰、碳中和”

对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带来深远而重大的影

响，对资本市场而言，也蕴藏着重要机会。他

表示，主要有三方面机会：一是传统行业的机

会。“碳达峰、碳中和”可能会承担起“供给侧

改革2.0”的职责，推动行业出清，促进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对钢铁、有色、化工等传统行业

有望带来显著影响。叠加它们本身就是顺周

期行业，受益于经济复苏的趋势，这些中上游

周期制造行业中的龙头公司有望迎来较好的

投资机会，尤其是这些板块中具备成本优势、

产能布局优势和成长能力的优质标的。二是

能源结构转型带来的新能源行业机遇。包

括光伏、风电、储能等产业，本身景气度就很

高，有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保障，未来

成长确定性更高，都将迎来广阔的增长空

间。三是能源结构转型对电网信息化、智能

化、市场化的要求将变得更高、更加迫切。随

着新能源行业发电占比提升，对于电网的要

求也变得越来越高，电网的升级改造也将带

来相关产业链公司的投资机会。 ■ 杨晓春

菜市场，或许有一天真的会成为一个记忆。作为每个城里人一日三

餐的重要“枢纽”，菜市场不仅“挽救”了人们的胃，也承载消化了很多情

绪。当你走进菜场，扑面而来的生鲜果蔬、花红叶绿，齐齐向你招手，你可

以在挑挑选选中打发时间，走进生活真正的细枝末节。然而，产业互联网

的触角近两年来侵入人们的日常，打破都市生活中这一丝喘息的节奏。

作为线下最后一片未被开发的流量“富矿”，菜市场成为巨头们的必

争之地。纷纷跑到线下排兵布阵，试图重构人们的菜篮子工程。

也有一些声音称，需要保卫我们的菜市场。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

消费升级进程的探讨，随着新中产人数增多，他们成为生鲜电商的主要

目标人口，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菜市场实际也承担着大

多数普通百姓生活交集的功能。

有人说，现在只有老人才去菜市场，这样的方式好。也有人说，长

此以往，小摊贩们会不会失业？有人甚至断言，菜市场终将会消失。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商业模式的变化，也是生活方式的变化。

或许在不断消费升级的进程中，菜市场在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会不断

弱化。随着经济发展，当充满人文关怀的购物场景和优质供应链同时出

现之时，消费升级也会随之悄然而至。 ■ 唐唯珂

深圳一家“高科技菜市场”，手机扫一扫就能了解摊主的个人
信息、营业执照、菜品的来源和质检情况

市场

基金进入“倒春寒”？
逆向思维基金“出山”

春节后A股市场剧烈调整，权益类基

金发行骤然降温，即使是“坤坤”“春春”“兰

兰”也没办法逆转颓势，3月份以来已有23

只新基金公告延长募集期，成立规模在不

断缩水。

据统计，3月份以来公告延长募集期的

权益类新基金数量已有23只，在变更募集

期的产品中占比69.7%，比前两月猛增60

个百分点。发行时间延长，发行规模也不

断萎缩，截至3月17日，3月份新成立83只

权益类基金，平均募集规模21.27亿元，比

前两月锐减近四成。

行业向来有“好发难做，难做好发”的

谶语，随着基金发行进入艰难时刻，也有基

金推出逆向投资基金。

近日，易方达逆向投资混合基金公开

发售，据悉，该基金限额80亿元人民币，超

过限额将启动末日比例确认。易方达逆向

投资基金的拟任基金经理杨嘉文指出，该

基金将重点投资以下几类股票：因市场关

注度阶段性较低，股价未充分反映内在价

值的股票；因市场过度反应，股价未充分

反映内在价值的股票；公司基本面已发生

或预期将发生积极变化，但股价尚未充分

反映的股票。 ■ 叶麦穗

当绿色转型成为明天最大的确定性，将有力地引导大量社会资本转向碳中和领域。全国两会闭幕

后，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中央高层密集地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出决策与部署。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指出，中国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在分析人士看来，自2020年至今，中央高层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及、阐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传

递出来的政策信号表明，中央的决心非常大，这种决心正在自上而下加速传导。 ■ 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