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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北京冬奧組委可持續管理體

系。北京冬奧會在奧林匹克歷史上第

⼀次把「⼤型活動可持續性管理體

系、環境管理體系、社會責任指南」

三個國際標準進⾏整合。

實現了所有場館的綠⾊電⼒供應。據

測算，從2019年6⽉第⼀筆綠電交易開

始，到2022年冬殘奧會結束，北京、

延慶、張家⼝三個賽區的場館綠電預

計使⽤4億千⽡時，可減少燃燒12.8萬

噸的標準煤，減排⼆氧化碳32萬噸。 

       綠⾊冬奧，綠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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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態賽區。針對雪上項⽬主要

分布在⼭區的情況，采取措施從設

計源頭減少對環境的影響。規劃設

計前進⾏了植物本底調查，開展環

境影響評價，從避讓、減緩、重

建、補償等⽅⾯確定了保護措施。

通過就地、近地、遷地措施保護賽

區植物，通過設置動物通道、布設

⼈⼯⿃巢、規範施⼯⾏為等多種措

施降低對賽區動物的影響，並同步

開展⽣態修復。多種途徑收集、儲

存和回收利⽤⾬⽔和融雪⽔，⾼效

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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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實施低碳管理。充分利⽤北京奧運會場

館，從源頭減少碳排放。同時，北京冬奧會

建設低碳場館，所有場館都達到了綠⾊建築

標準，4個冰上場館使⽤了新型⼆氧化碳製

冷劑，建成超過5萬平⽶的超低能耗⽰範⼯

程，全⾯使⽤低碳能源，賽時全部場館常規

能源100%使⽤綠電。構建低碳交通體系，

節能與清潔能源⾞輛在賽時⾞輛中占⽐超過

了8成。在此基礎上，積極拓展碳補償渠

道，北京和張家⼝兩地政府將林業碳匯捐贈

北京冬奧會，中國⽯油、國家電網、三峽集

團也為北京冬奧會贊助了碳中和產品，通過

這些措施，北京冬奧會將全⾯實現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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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碳中和的⼀點思考

打造「循環化」的建築

物和基礎設施

加密貨幣和NFT能夠推
動可持續發展嗎？

想要提⾼你的幸福感?



想要提⾼你的幸福感?

可以試⼀試耶魯⼤學提供的免費線上課程

新⼀波COVID-19案例出現，令許多⼈被迫尋找附近的娛樂活
動來打發空閒時間。⼼理健康和幸福感是健康的重要組成部

分，亦是我們充分發揮潛能、幸福⽣活的重要基礎。

今期精選

隨著許多⼈需要應付疫情及其附帶影響，⼀個免費的線上課

程受到不少希望提⾼幸福感的⼈們歡迎。這⾨名為「幸福感

的科學」的課程由耶魯⼤學的頂尖教授桑托斯(Laurie Santos)
開設，⾃開班以來已招收了300多萬⼈，更獲得了98%的好
評。在10周的時間裡，這⾨課程提供了關於快樂的專業知
識，以及如何找到能令我們更快樂的事情的建議。

在接受《商業內幕》採訪時，桑托斯教授還提供了⼀些讓你

感覺更快樂的建議。

如果你想瞭解更多關於課程的信息，請訪問課程網⾴:
https://bit.ly/33iDP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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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整個⽣命週期設計，⽽不是單⼀的最終⽤途。這將確保「循環性」嵌⼊

到構建環境的每個部分。例如，建築的結構可以根據不同的功能需求輕鬆

拆卸和重新配置。

採⽤具有彈性、可重復使⽤和/或快速安全回歸⾃然環境的材料。例如，

使⽤預先澆築的混凝⼟部分，以便將來修復和重⽤。

要求材料製造商對產品及其壽命負責。⽐起⼀次性購買，⼀個完整的⽣命

週期合同 - 從產品的設計到操作和拆卸 - 可以保證建築環境結構保持靈

活，⽽不會產⽣浪費。這也被稱為「產品即服務」模式，可以擴⼤市場規

模，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通過模塊化減少在建造和折解過程中的浪費。模塊化是指建築/基礎設施

由不同標準化的結構部件⽽組成的程度。這可以使結構部件的運輸更容

易，同時使建築物能夠在將來使⽤相同的部件進⾏重新設計。

在設計和建造建築環境時，需要考慮以下幾個關鍵因素:

1.

2.

3.

4.

實現建築環境的循環經濟模式將對實現淨零碳排放和減少廢物的⽬標作出重⼤

貢獻，⽽這兩個⽬標都是澳⾨特區政府在各項規劃中提出的⽬標之⼀。然⽽，

這些規劃還沒有提及該模式可以提供的機會。在此建議政府制定⼀個官⽅指

引，將循環經濟嵌⼊到建築環境中。

打造「循環化」的建築物和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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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和基礎設施每年消耗⾼達50%的開

採資源，同時產⽣40%的全球碳排放。建

築環境不但是能源和資源的消耗⼤戶，也

是龐⼤的廢物⽣產者。隨著⼈⼝增⻑和急

速城市化，這將進⼀步增加對環境的壓

⼒。與此同時，環境法規亦繼續加強對資

源開採和廢物排放的監管。因此，減少⽣

態⾜跡對建築環境⾄關重要。

在建築環境建設中嵌⼊循環經濟的模式不僅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機會，⽽且

還可以令該⾏業通過提⾼資源效率來提⾼其財務回報。在循環經濟中，沒有廢

物這⼀說——意味著所有的材料必須被有效地反復利⽤，回饋給⾃然環境，並

允許資源再⽣。



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盡好⼤國責任，中國已提出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

前碳中和的⽬標；澳⾨賀特⾸和羅司⻑也曾先後表⽰澳⾨會定在30年前碳達

峰、60年前碳中和，甚⾄⽐國家的⽬標更早。

對於中國內地及⼤部分國家⽽⾔，碳達峰、碳中和⽅案在於各省市的社會經濟

發展與溫室氣體排放「脫鈎（decoupling）」，即在經濟增⻑、能源需求增加

的同時，新增加的能源必須是清潔的⾮化⽯能源，使⼆氧化碳排放不再隨著經

濟增⻑⽽增加。

因此，中國內地正在積極部署社會低碳轉型發展以及發展新能源等低碳技術，

同時促進沿海發達地區的鋼鐵、⽔泥、化⼯、⽯化等⾼耗能產業「⼗四五」、

「⼗五五」期間碳排放達峰，這樣才能帶動全國在2030年之前總體實現⼆氧

化碳排放達峰。

⽽澳⾨是⼀個國際⾃由港，輕⼯業、旅遊業、酒店業和博彩業是澳⾨⽀柱產

業。澳⾨的第三產業部⾨和交通部⾨是終端能源消耗的主體，其中第三產業部

⾨的能源需求以電⼒為主，較難套⽤內地⾏業結構改⾰的減排⽅式。

筆者認為，澳⾨⾯臨的減碳難題可以類⽐許多其它地區「臨近碳中和」的階

段。對⼯業地區⽽⾔，按⽬前前沿科技的研究認知，在「臨近碳中和」階段總

會存在某些「難減部⾨」，如為了維持電網安全的後備⽕⼒發電機組，和⽯油

化⼯製品等暫時難以替代的碳排放來源，要想避免這部分排放，付出的安全代

價或成本將會很⼤。因此，各地區基本都計劃以植樹造林、發展碳捕集與封存

（CCS）等技術來增加碳滙（吸收温室氣體的能⼒），以實現碳中和。

就此，筆者提出幾點⾒解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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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碳中和的⼀點思考



1. 節約能源、資源，是好事，也是美德，但這絕對不是碳中和的關鍵。例如，

碳中和並不着重於要求我們少⽤電，⽽着重於我們電的來源是否「乾淨」。倘

若於未來可再⽣能源已佔電⼒供應的主導，⽽多⽤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提升

市⺠⽣活質量的話，那麼多⽤電其實並不是壞事。當然，在化⽯燃料發電仍佔

主導，以及可再⽣能源系統尚未發展成熟的階段，還是⿎勵節約⽤電，⾄少減

少不必要的浪費。

2. 交通領域減排是澳⾨⼤有可為的領域。受限法律體制和⼟地資源，澳⾨淘

汰舊⾞、發展新能源⾞的的進程相對緩慢，但無容質疑，新能源⾞替代必然是

未來的⼤趨勢，許多⽼牌⾞廠為了維持競爭⼒不斷加⼤對新能源⾞的投資，許

多地區也已規定某某年後不允許再⽣產燃油⾞。澳⾨通勤距離短，本質上已解

決現時新能源⾞的硬傷—⾥程問題；政府應進⼀步加快充電樁等配套基礎建

設，確保新建築停⾞場電箱有預留給電動⾞充電的額度，亦協作舊建築解決

「分數契」等法律問題。

3. 受礙於⼟地資源，澳⾨難以⼤規模發展⾵能、太陽能等可再⽣能源及植樹

造林；本地來⾃垃圾焚燒、發電的碳排放規模也不⼤，難以⽀撐碳捕集與封存

（CCS）技術。因此澳⾨碳中和的路徑其實不多，做好交通領域減排後，可考

慮加⼤對內地或周邊國家的可再⽣能源投資，或以購買國際碳證的形式抵扣澳

⾨剩余的碳排放，從⽽實現碳中和。實際上，澳⾨碳排放總量不⾼，購買國際

碳證可輕易實現碳中和，然⽽，澳⾨也應在盡⼒在本⼟進⾏減排⼯作後，才以

國際碳證抵扣「難減部⾨」或維持經濟、社會安全帶來的碳排放，不只「以錢

買碳中和」，以彰顯國際都市的責任和能⼒。

4. 規劃碳中和路線、實現碳中和，不只是為了完成國家、國際上的任務，也

是澳⾨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機遇。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何建坤教

授曾表⽰，如果不包括從內地購買電⼒的間接⼆氧化碳排放，只考慮本⼟能源

消費和廢棄物處置產⽣的排放，澳⾨地區很有希望在2035年左右實現碳中

和，將成為世界範圍內⾸批實現碳中和的經濟實體，無疑會極⼤提升澳⾨地區

的國際形象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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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法定貨幣（政府發⾏的紙幣），加密貨幣在貨幣波動幅度⼤

的國家（如正在經歷惡性通貨膨脹的委内瑞拉）更為穩定。

匯款不但能夠讓低收⼊外勞家庭脫貧，還能增加接收國的國內⽣

產總值（G D P）。⽤加密貨幣⽀付的匯款所收取的佣⾦遠低於如
西聯 ( W e s t e r n  U n i o n )的國際匯款公司。

N F T有潛⼒為數位藝術家發展數字 /虛擬化資產所有權，從⽽給
予數位藝術家能夠展⽰、獲取和轉售創意作品的權利。

儘管如此，加密貨幣和N F T利⽤區塊鏈（B l o c k c h a i n）和挖礦
（D a t a  M i n i n g）技術，這些過程會消耗⼤量電⼒，因⽽產出⼤
量碳排放。另外，這些創新科技有可能加劇數字技術獲取和利⽤

的不公平問題。

過去⼀年，加密貨幣（ C r y p t o c u r r e n c y）和N F T（⾮同質代幣）
成為了全球數字技術熱潮。加密貨幣和N F T⼜是什麼？這些創新技
術可以推動可持續發展嗎？

加密貨幣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N F T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最終，這些技術的潛⼒仍未得到⼤規模應⽤，國際社會亦需要設⽴

更清晰的數字技術監管和規定去應對數字化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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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貨幣和NFT能夠推動可持續發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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