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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能源边上

of Energy
Edge

10月24日，随着淘宝头部主播李佳琦的那句经典话术

“各位女生，买它！”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正式拉

开了序幕。

当下，电商行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尽管电商

环节本身并不属于高碳排放行业，但其在数据中心、物流、

仓储等环节仍会产生较大的碳排放。随着“双碳”目标的落

地，碳减排也成为电商企业的必修课。

作为电商平台的头部企业，阿里巴巴的碳减排之路启动

得较早。自2007年起，绿色、环保、降碳就被阿里巴巴写

入了社会责任报告，其实施路径被逐年更新和细化。今年6

月，天猫商城公布了“618”期间的碳减排量，通过优化算

法和简化包装，分别完成减碳15.3万吨和2950吨。

众所周知，电商的核心在于对数据的高速处理，为了维

持电商平台消费端的网络稳定，尤其是购物高峰期时网络的

流畅度，每个电商平台背后都有庞大的数据中心做支撑。然

而，数据中心耗能凶猛是公认的事实，也是电商企业的碳减

排路线中绕不开的话题。

给数据中心降碳，用好清洁能源是不少电商企业的首

选。2021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全

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正

式提出了建设绿色数据中心的总体规划，并明确了“东数西

算”这一具体解决方案。在政策引导下，阿里云借“东数西

算”的东风，分别在京津冀、内蒙古等风光资源较好的算力

枢纽节点地区建立起大数据中心。2022财年，阿里云使用的

电力中有21.6%来自清洁能源。

除了算力环节，作为网络购物“最后一公里”的物流环

节是电商企业减排降碳的另一个重点。

一般而言，网购商品的包装包括纸盒、胶带、塑封袋、

标签等，一些易碎物品还会配有防撞泡沫。除了胶带和标

签，其他材料其实均可以再次循环利用，否则会对环境造成

巨大污染。不久前，中国石化发布了《2021-2030中国快递

业绿色包装碳减排潜力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

我国快递包装在生产、废弃物处理阶段等全流程的碳排放总

量为2395.84万吨，若对快递业产生的一次性塑料袋不做任何

循环或替代，2021～2030年我国快递业一次性塑料袋累计碳

排放量将达到5961万吨。

2021年，为鼓励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绿色回收”，阿里

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发起了“纸箱换鸡蛋”活动，即消费者

取包裹时只需要把快递包装箱留在菜鸟驿站，就能免费领鸡

蛋。据统计，2021年“双十一”期间，菜鸟通过全国 8.7 万

个驿站带动近400万人次参与该活动，累计减碳 5.3万吨。

今年，以自建物流体系“出圈”的电商巨头——京东，

在给包装“做减法”上又向前迈了一步。

今年6月，京东发布了行业内首个原厂直发包装（简称

“原发包装”）认证标准。原发包装，即指电商商品包装与

快递包装采用一体化结构，减少电商商品在寄递环节的二次

包装。今年“618”期间，京东平台上有1.6万家品牌商的超

过7000万箱产品使用了原发包装，京东物流的绿色供应链共

减碳22万吨。

2021年，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绿色发

展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了电商企业绿色发展的要求，例

如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少、替

代一次性塑料制品，扩大绿色产品销售，引导绿色消费等。

因此，电商企业主动减排，可能也来自政策的驱动。

未来，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将成为企业发展

的基本准则。除了自身的碳减排，电商企业还将通过类似蚂

蚁森林、88碳账户等激励方式引导消费者绿色购物。不过，

消费习惯的培养需要时间的积累，构筑绿色、低碳的网络购

物世界，还需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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