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冶推动公众参与
碳减排的创新机制

参与光盘打卡，可记录 144
克碳减排量，获得 5 积分；扫码
乘坐公交，可记录 80克碳减排
量，获得 10积分……打开四川
省泸州市“绿芽积分”微信小程

序记录低碳生活，已经成为泸州

市民潘艳的习惯。

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

业委员会执行主任陶岚介绍，

“绿芽积分”依托中华环保联合

会“绿普惠云—碳减排数字账

本”（以下简称“个人数字碳账

本”），创新运用碳减排方法学，

打通微信运动和公交、银行等多

个平台，低碳步行、绿色停驶、绿

色金融等方面的低碳行为被实

时记录，折算出相应碳减排量。

由此，数字化减碳场景覆盖公众

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轻点

手机就能参与低碳减排活动。

“获取的积分用处可不少。”

进入“绿芽积分”集市板块，家用

电器、美妆护肤，集市上有百余

种礼券和实物商品，都是日常所

需，可以使用积分直接兑换。“有

效的激励机制，吸引了更多人参

与低碳生活。”潘艳说。

“绿芽积分”上线以来，已整

合 600多家企事业单位、学校和
社会团体参与其中，总注册使用

人数超 35万，日活跃用户超 4
万人，产生积分超 5400万，累计
减碳超过 320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

报告指出，当前家庭消费温室气

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的 2/3。中国科学院有研
究成果显示，在我国碳排放总量

中，生产端占 47%，消费端占
53%。“消费端减排潜力巨大，同
时还可以进一步促进、引导生产

端减排。”陶岚表示。

节能减碳，我国一直在积极

行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励公众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我国着力

构建政府主导、以企业为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将建设美丽中

国转化为全民行动，为构建公平

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

体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碳普惠是绿色低碳发展领

域推动公众参与碳减排的创新

机制，旨在鼓励个人和中小企业

践行低碳行为，让大家在作出贡

献的同时可以得到激励，将有力

提升全社会低碳发展水平，助力

实现“双碳”目标。“个人碳账户”

是碳普惠机制的重要工具和手

段，实现每个人的减排贡献可视

化，帮助普通人算清碳账本，是

为个人提供减碳激励的基础。

去年 10月，生态环境部发
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

行动 2023年度报告》，这一报告
肯定了各地政府探索开展创新

性自愿减排机制，认为这一机制

提升了公众参与程度，激励全社

会参与减排。

碳普惠平台和野个人碳账户冶
产品多达上百种

碳普惠机制对公众低碳行

为给予正向引导与多元激励，已

成为推动消费端减碳的重要手

段，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重要体现。

以“个人数字碳账本”为例，

经用户授权后，“绿普惠云”大数

据平台根据对应互联网平台记

录的个人绿色低碳行为，持续计

算出用户的碳减排量。截至目

前，“个人数字碳账本”已累计带

动超过 4000 万用户参与减排，
减排次数超过 16亿次，总减排
量超过 100万吨。
“‘个人数字碳账本’帮助众

多企业实现用户和员工绿色低

碳行为的量化和记录，在促进绿

色消费、联通跨区域合作、支持

大型会议碳中和等领域开展创

新应用。”陶岚介绍。

《报告》显示，截至目前，“个

人数字碳账本”已帮助丰田汽车

创建“风云绿动”车主碳账户；协

助北汽集团打造“卫蓝有迹”员

工碳账户等；还为滴滴、百度地

图、快电等多个场景的企业提供

服务，帮助北京、山西等地的企

业实现数字化的碳普惠减排量

交易。

在服务政府方面，“个人数

字碳账本”服务北京市绿色生活

平台“绿色生活季”、山西省碳普

惠机制“三晋绿色生活”、四川省

泸州市碳普惠平台“绿芽积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碳普惠平台

“碳惠冰城”等平台，实现政府和

企业碳普惠平台的有效链接。

《报告》显示，近年来，由地方

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主导的各

类碳普惠平台不断涌现，为企业

用户、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在日常

生活中参与碳普惠实践的机会。

陶岚介绍，当前，政府、企业

层面推出的碳普惠平台和“个人

碳账户”产品多达上百种。其中，

推出主体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

地方政府，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地

方推出了个人碳账户产品；一类

是企业，包括互联网平台企业和

有 ESG需求的企业；还有一类就
是金融机构，国有银行、股份制

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参与其中，

将个人碳账户作为绿色金融和

绿色保险创新的重要工具。

2022年 4月，中信金控旗下
中信银行推出了首个由银行主

导开发的“个人碳账户”———“中

信碳账户”，记录绿色出行、绿色

消费、绿色金融等场景的低碳行

为，并按照国家专业机构认定的

核算方法核算碳减排量，累积在

个人的碳账户，形成碳资产。用

户累积的碳减排量可以用于多

种用途，如兑换绿色权益、购买

绿色商品等。目前，“中信碳账

户”的注册用户数量已经超过

1000万，平均每天有 10余万用
户在“中信碳账户”打卡，践行绿

色生活方式。

“下一步，‘中信碳账户’将

进一步拓展用户范围，升级功能

应用，积极推广碳普惠，推动生

活方式绿色转型，助力实现‘双

碳’目标。”中信银行有关负责人

表示。

完善丰富
碳普惠激励与消纳体系

《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碳

普惠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碳普

惠建设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例

如，在顶层政策指引、场景标准

开放、价值消纳体系建设、配套

技术手段提升和宣传教育推广

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建立有效的激励模式，是个

人碳账户、碳普惠机制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因素。有效的激励包括

实物奖励、资产累积、碳普惠减

排量交易等模式。《报告》指出，

目前，广东、天津、上海等省市已

推动碳普惠减排量纳入碳市场

体系，但更多的碳普惠价值囿于

其碳普惠平台体系，大多通过购

物券、折扣、服务、奖品等商业激

励和政策激励模式实现价值兑

换，兑现途径有限，难以实现全

部碳普惠价值的流转与闭环。

“碳普惠作为不同于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自愿碳

减排量，受限于政策、标准和技

术等因素，银行等金融机构入局

进度缓慢，交易市场构建难度较

大，如何补充金融手段进一步丰

富碳普惠价值消纳模式，仍需要

不断研究与探索。”陶岚说。

《报告》建议，加快出台碳普

惠顶层设计政策和相关管理办

法，为碳普惠机制建设提供规范

与参考，加快开发碳普惠标准和

减排场景，完善丰富碳普惠激励

与消纳体系，提升碳普惠建设配

套技术及合作。

专家建议，在继续鼓励各地方

深入开展碳普惠实践的基础上，

结合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市场建设，加强对地方碳普惠工

作的指导和规范，深入研究统一

碳普惠系统平台和设立全国碳普

惠管理及运营机构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更好发挥碳普惠在激励公

众节能减碳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推广碳普惠机制和‘个人

碳账户’，需要全社会努力协作。

政府要持续推动碳普惠政策出

台，在全社会范围开展碳普惠机

制和‘个人碳账户’宣传和推广。

企业要积极推动碳账户建设，与

政府碳普惠平台合作，并与自身

绿色转型结合。金融机构和保险

机构要持续开展绿色金融和绿

色保险创新，通过金融手段推动

个人碳账户应用。各方形成合

力，从经济、社会、个人价值实现

等方面形成绿色生活激励回馈

机制，共同引导公众低碳行为的

养成。”陶岚表示。

“我国是人口大国，虽然每

个人日常生活的减排量不多，但

所有人的低碳行动叠加起来，积

少成多，聚沙成塔，就会形成相

当庞大的减排量。”中华环保联

合会副主席杜少中说，每个人都

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

者，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

美丽中国一定能早日建成。

渊据叶人民日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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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个人碳账户冶助推绿色新风尚

在泸州袁公众可通过野绿芽积分冶线上认领树苗袁该树当年的减碳
量均算在认领人名下

叶中国碳普惠发展与实践进展报告渊2023冤曳发布现场

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光盘行动”，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可以被“个人碳账户”记录下来，并换取收益。在碳普惠机

制激励下，每一个人的点滴努力都能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添砖加瓦。

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华环保联合会碳普惠专业委员会前不久联合发布的《中国碳普惠发展与实践进展报告

（2023）》（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我国碳普惠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强，各地政府出台一系列碳普惠相关文

件，为平台建设和实践提供有力政策保障。“个人碳账户”推动公众低碳意识不断增强，绿色生活方式渐成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