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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探索建个人碳账本北京探索建个人碳账本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消费领域碳排放占碳排
放总量的53%，所以要让消费
更绿色、更低碳。”近日，中华
环保联合会副主席杜少中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道出的数据，表明了消费端碳
减排对于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性。

此前，由于消费端碳排放
分散，涉及面广泛，且主要取
决于公众消费意愿和行为，导
致想要算清消费端的碳排放
数据存在一定困难，更别提数
据赋能引导公众绿色消费和
生活。

如果有一个数字碳账本，
在量化个人碳减排行为的同
时，又能予以其一定的奖励，
那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值得关注的是，从8月10
日开始，在北京骑共享单车出
行、给新能源车充电、购买绿
色家电等低碳行为不仅可以
自动计入个人碳账本，而且能
兑换多种奖励。北京是如何
做到的？是否具有推广价
值？如何通过建设数字化平
台引导居民低碳生活？

上线碳普惠平台
绿色积分可兑换多种奖励

从 2020 年 9 月开始，北
京 101中学学生万炫霆每周
五傍晚都要从北京西北四环
外，历时两小时换乘三次地
铁才能回家，这样的生活一
周一周的延续。

有一天回家途中，万炫霆
想到，是否可以拥有一个自己
的个人碳账户，用它来积累自
己绿色出行的碳减排数据。

建立个人碳账户的想法
很好，但落地实属不易。在构

建个人碳账户的过程中，万炫
霆遇到了不少阻力。“权威的
换算公式是什么？哪些机构
可以确认我的碳减排数据？
每个机构的方法一致吗？”这
一系列的疑问让万炫霆的碳
账户建设陷入困局。

万炫霆总结发现，目前个
人活动碳足迹基础数据缺乏，
个人行为碳减排核算方法不
健全等因素都阻碍了碳账户
的建立。

不过，就在最近，万炫霆
拥有个人碳账本的梦想照进
了现实。8月10日，由北京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北京
节能环保中心主办、绿普惠等
承办的“2022 北京绿色生活
季”活动启动，北京绿色生活
碳普惠平台“绿色生活季”小
程序暨北京个人碳账本上
线。居民可通过践行各种低
碳行为积攒绿色积分。积分
可兑换多种奖励，比如地铁
卡、骑行卡、停车券及其他绿
色消费券等。

记者查阅平台提供的“减
排手册”后发现，日常生活中，
在线开会、无纸办公、减少一
次性餐具的使用、二手交易等
行为都能切实降低碳排放。
以和市民生活相关度较高的
出行为例，在绿助出行一栏
中，记者点开美团单车入口，
链接跳转后便可直接扫码骑
车，骑行1公里可减少51克的
碳排放。

“我最近骑车上班，为环
境贡献了 2.36 千克的减排
量。不用再单独操作，这些减
排量就自动计入了我的个人
碳账本。”北京白领小刘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碳账本的出
现激发了她绿色出行的积极
性，“明天我还要试试点外卖
时不要餐具，看看能减少多少

碳排放”。

打通企业合作壁垒
实现减排数据滤重汇总

事实上，碳普惠平台不是
新鲜事，在此之前已有蚂蚁集
团的“蚂蚁森林”和腾讯的“低
碳星球”等出现，但都存在各
自的痛点。

比如以政府为主体的碳
普惠平台，虽然公益性强、可
信度高，但难以形成市场化的
可持续运营模式，且消费者和
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以企
业为主体的碳普惠平台，虽然
用户基数大，但由于尚未与政
府端对接，因此无法形成城市
的总碳账本。

记者了解到，北京本次上
线的碳普惠平台最大的特点
是由政府组织，打通了企业间
的合作壁垒，将分散在各个平
台上绿色行为的碳减排量记
录、融合汇总。在此基础上，
由政府为践行绿色生活和绿
色消费的市民发放绿色积分，
同时引入包括苏宁、京东物
流、美团、华为、中国建设银
行、麦德龙等企业提供产品和
服务，让居民消纳积分。

这样一来，参与的企业既
可以带动用户践行减排行为，
又可以为用户提供激励，实现
企业间的合作共赢；政府和企
业形成合力，通过多种激励方
式市场化推动低碳生活、促进
绿色消费。

平台之所以能做到这件
事，还要归功于它的底层支撑
系统——“绿普惠云”。据了
解，“绿普惠云”是第三方数字
化绿色生活减碳计量的平台，
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
提供认证、监督和指导，北京
绿普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绿普惠”）开发建设。
绿普惠创始人陶岚向中

国城市报记者介绍，“绿普惠
云”相当于碳普惠领域的基础
设施，通过打通与公众生活密
切相关的衣食住用行绿色场
景，加上技术赋能，就能将分
散在消费端的行为碳减排量
化，解决了不同企业和平台之
间互补兼容、应用场景数据分
散的问题。

公众行为的碳减排数据
是依据什么计算的？陶岚回
应称，北京绿色生活碳普惠平
台以“绿色生活季”小程序为
载体，基于《公民绿色低碳行
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团
体标准，系统应用了包括绿色
出行、绿色餐饮、绿色物流、绿
色金融等绿色行为减排量标
准和算法，保证了市民践行的
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行为减
排量化的科学性。

“我们广泛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
能平台建设，实现了多场景下
绿色行为的量化、去重、记录
和融合汇总；保证市民减排数
据的可追溯和不可篡改，反映
企业对消费端碳减排量的贡
献，数字化实时展现全市公众
减碳量；利用计算引擎模式输
出政府、企业、个人三本碳账
本。”绿普惠CTO（首席技术
官）孙东杰说。

记者在“绿普惠云—碳减
排数字账本”上看到，平台能
实时反映不同场景、地区、应
用平台的减排人数和减排
量。据悉，目前“绿普惠云”已
覆盖骑行、公交地铁出行、垃
圾分类、机动车停驶和ETC、
光盘行动等绿色场景；截至7
月27日，已量化并记录减排人
数700余万人，减排次数1.5亿
次，减排量6万余吨。

数字化低碳化相结合
实现供需双向拉动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
七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绿
色消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明确，到2030年，绿
色消费方式成为公众自觉选
择，绿色低碳产品成为市场
主流，重点领域消费绿色低
碳发展模式基本形成，绿色
消费制度政策体系和体制机
制基本健全。

此次北京的行动是《方
案》发布以来地方政府层面
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是多元
化碳普惠机制落地的城市创
新案例。

杜少中认为，“绿色生活
季”将数字化和低碳化结合，
探索出了一条“政府组织、技
术赋能、平台承载、用户响
应、市场推动、合作共赢”的
新路径。

“北京的碳普惠平台为政
府发放绿色积分提供了衡量
依据。绿色积分兑换又将市
民引入到新的绿色消费场
景，形成了供给侧和需求侧
双向拉动，既提振绿色经济，
又有助于低碳生活转型，其
效果远超过去只靠政府宣传
引导的方式。”在杜少中看
来，当人人都能参与的时候，
碳市场就真正成熟了。北京
的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示范
意义。

“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碳
排放有关，选择低碳的绿色生
活，应该是作为社会人的一种
自觉选择。”在万炫霆眼中，建
立自己的碳账户，通过日常行
为不断积累碳减排数据，这也
是对个人长期坚持环境友好
行为的证明，体现的是一种自
律和责任。

云南曲靖：
推动农膜循环利用
促进城市绿色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生产及使用塑料

农膜最大的国家。农膜就像一把双

刃剑，在帮助农业增产增收的同时，

对农田造成了极大污染。

近年来，云南省曲靖市以农业专

业合作社为主体，形成“捡拾专业户+

回收专业队+合作社+加工企业”的废

旧农膜循环回收处理体系，确保农业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图为曲塑

集团的农膜回收加工处理厂房内，工

人正在作业。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摄影报道

北京白领刘女士的个

人碳账本。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