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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能源边上

of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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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通勤，打开手机，不少支付宝用户会收到一条通

知：某某帮你找回了多少克已过期的能量，快来收。

这是支付宝已经推出了几年的一款游戏——蚂蚁森林，

用户的步行、地铁出行、在线交水电煤气费、网络购票等行

为都会减少相应量的碳排放，这些低碳行为在游戏里显示为

绿色能量。当用户的绿色能量积累到一定值就可以在沙漠里

种下树木。而蚂蚁森林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个人碳账户。

个人碳账户是一个包含碳排放数据采集、碳核算、碳排

放等级评价和场景应用等功能的碳减排支持体系，帮助个人

算清“碳账”，激励个人选择低碳

生活方式。

留意一下近期的新闻就会发

现，个人碳账户已经悄然火了。

从地方政府看，成都推出“碳

惠天府”，武汉推出“碳宝包”，

深圳市政府则与腾讯携手推出“低

碳星球”，都是在试水个人碳账

户。

银行业对个人碳账户的布局也在加快。1月，山东日照

银行推出个人碳账户；3月，建行向北京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

具实施工作组申报了基于“碳账本”的个人金融服务；4月，

“中信碳账户”上线；8月，汉口银行微银行小程序上推出个

人碳账户。

整体上看，这些兴起的各类个人碳账户，大都是围绕衣

食住行等场景，对用户碳减排行为和效果进行量化评价，并

给予一定形式的奖励。因个人碳账户目前还体量过小，多是

平台企业收集用户的碳减排量打包卖给需要的企业，之后用

这笔碳交易的钱反哺用户，反哺的方式多是商品折扣、消费

卡券等。

其实，个人碳账户可做的远不止这些。用户可以将个人

碳账户作为一个信用维度从银行获得贷款优惠；或者在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出售个人碳汇；或者以个人碳资产做抵押贷款。但

眼下，个人碳账户的这些功能开发还面临一些现实的难题。

比较明显的就是，各平台推出的减排场景缺乏统一核算

的标准。以绿色出行为例，坐一次地铁或者坐公交，有的平

台给几十的碳积分，有的平台给上百的碳积分。这就造成单

独一个平台推出的碳减排核算标准很难得到社会整体认可，

平台之间的个人碳账户也处于割裂状态，难以打通。

但不能否认，倡导个人低碳生

活对于整个社会碳减排具有重要意

义。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

达峰行动方案》将“绿色低碳全民

行动”列为“碳达峰十大行动”之

一。该行动方案提出，增强全民节

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

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推广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

由国家气候中心主办的《气候变化研究进展》学术期刊

发文显示，我国家庭生活消费所引发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

放，占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2%。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

着个人碳账户会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关于核算标准的问题，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统

计局、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

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各行业碳排

放统计核算工作稳步开展，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

初步建成。这对个人碳账户的发展亦是一个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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