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

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浙江省衢州市通过碳账户体系推进低碳转

型，走出一条独具辨识度的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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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3000 碳 积 分 最 高 直 抵
5000 元！浙江省衢州市“两
新”促消费活动上，个人碳账户
积分可兑换优惠券，市民买
房、买车、买家电家装用品可
作现金直接抵扣，享受实打实
的福利。

衢州市全面探索碳账户建
设路径，建立工业、农业、能源、
建筑、交通、居民生活和林业碳
汇7大领域的碳账户239.6 万
个，形成政府治碳、企业减碳、
个人低碳的全方位、多层次应
用体系。

碳账户体系改革成为衢州
最有辨识度的改革之一。衢州
市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
联合制定《绿色低碳城市评价
技术要求》，由中国技术经济学
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发布并
实施。该技术要求衡量了绿色
低碳城市建设状况，为推进城
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科学指
导，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双碳”
目标、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了衢
州贡献。

多维立体式服务
推进企业降碳节能

衢州市龙游县伊利乳业
公司内，随着车间数字化大屏
幕上数字频繁跳动，2小时内，
工厂流水线就减少了3吨碳排
放量。

“龙游伊利综合能源服务
项目投运后，每年预计可降低
企业用能成本约200万元，降

低710吨标准煤，减少碳排放
3050吨。”国网(衢州)综合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毛志斌
介绍。

衢州市碳账户综合各项
经验做法，打造“节能+绿能+
储能+循环+碳资产”EMC模
式，由衢州市绿色双碳科技有
限公司、衢州供电公司综合能
源公司等市场方进行项目投
资，收益按双方约定分成。目
前，这一模式已在 26 家企业
开展试点建设。通过应用
EMC模式，26家试点企业预
计每年可降低成本合计 1 亿
元以上。

实实在在的节能降碳，背
后是严而有序的设计。首先，
对标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强度”“分能源品类能耗强
度”等重点能效指标数据，形成
《二维能效对标较差企业清
单》，深入剖析高耗低效根源，
明确改进提升方向。其次，形
成《三维绿能低使用率企业清
单》，挖掘“绿电+能效”潜在客
户，优化企业能源结构。最后，
利用碳账户整合技术、政策、资
金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节
能降碳服务。

提供多维立体式服务的同
时，衢州市创建碳账户金融模
式，资金紧接着跟进。

地处钱江源头的衢州市，
是全国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人民银行利用碳账户
基础数据，确定绿色金融支持
对象，将客户确认的项目可研
方案提交商业银行，商业银行
根据碳征信报告为项目提供碳
金融低息贷款。目前，全市已

累计发放企业碳账户贷款
543.8亿元。

上线数字新应用
助企绿色低碳发展

近年来，衢州市通过开发
上线工业品碳足迹核算应用及
核算数据库、大宗货物“公转
水”在线应用等，全域探索推进
碳账户应用走深走实。

当前，随着越来越多的产
品出口面临着绿色壁垒或者碳
足迹壁垒，碳足迹、碳标签成为
走向国际的重要手段。为此，
衢州开发上线工业品碳足迹核
算应用。

去年以来，衢州市将 100
家出口型企业纳入首批试点，
建立工业品碳足迹核算数据
库，为出口型企业提供碳足迹
在线核算报告，为第三方认证
提供了便利，降低企业碳足迹
核算第三方认证费用约20%。

健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
司是一家生产袜子的上市公
司，年生产袜子4亿多双，大多
用于出口。该公司运用碳足迹
核算系统，进行全生命周期碳
足迹数据分析，构建低碳供应
链。如利用低碳原材料，用可
乐瓶等废弃物加工再生纱线，
年均使用90吨，每吨用料在制
造过程中可减少排放废水 32
吨、二氧化碳1.2吨。

此外，依托碳账户体系，衢
州上线了大宗货物“公转水”在
线应用，重点对本市及周边装
备制造、金属新材料、新能源等
碳排产业进行“公转水”运输。
该数字化平台依托浙江省“四
港”联动智慧物流云平台，为企
业提供“公转水”全程物流市场
化解决方案，实现“运输一单到
底”和“减碳一表清算”，降低企
业物流成本。

探索山区共富路
开拓林业碳汇变现

围绕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存
在的流程繁、管理难、地块多、

技术专、成本高等问题，衢州市
创新开展林业碳账户建设，形
成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
区域性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与管
理机制，探索出一条山区共富
新路径。

衢州市柯城区依托区生态
资源开发运营有限公司(两山
公司)，在衢州市林业碳账户平
台建立收储认购一级账户，将
村集体或合作社的“一村万树”
林碳期权进行预收储，鼓励企
业和个人认购“一村万树”林碳
期权。上述公司预留税费、保
险等费用后，将所有收益用于
反哺村集体，实现林业碳汇储
值、变现功能，为农户和村集体
增加可预期的绿色收入。

在常山县，当地建立胡柚
果园碳账户，对种植面积50亩
以上的果园进行碳排放自动核
算和环境监测，实施“四色”贴
标管理。出台胡柚低碳生产集
成技术规程，推广生草栽培、秸
秆还田、有机肥替代化肥等减
碳技术路径，推行“每净固定1
吨碳可兑换1吨商品有机肥”
等激励措施，探索低碳胡柚碳
标签管理机制，通过建设“低碳
果园”助力农村共同富裕。

目前，66家规模胡柚生产
主体建立了碳账户，碳排放总
量 2000 多吨，固碳总量 2200
多吨，碳净吸收量200吨；胡柚
碳账户主体优质果率提高8%、
产量提高10%。如今，以胡柚
为主要生产原料的“双柚汁”牌
饮料已成为市场爆款，相关企
业产值从 2020 年的 3300 万
元，增长到6亿元，带动农户增
收超过5000万元。

探索林碳期权收储交易，
实施林业碳普惠项目，创新竹
林碳汇期权交易……衢州市通
过探索开发多样化的林业碳账
户，实现显著的生态效益。

目前，衢州市已对全市约3
万亩林地开展林业碳汇(碳普
惠)项目开发，6个县(市、区)共
有 172 个地块通过合格性审
核。经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科
技信息研究所核证，全市共计

产生碳普惠减排量4.94万吨二
氧化碳当量。

激发市民减碳热情
推进社会全体参与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碳账
户，都与相应的金融服务挂钩，
账户主体可以通过账户内的减
排数据和相应积分，在授信额
度、贷款利率、办理流程等方面
获得一定优惠与权益。

在衢州，骑自行车、乘公
交、垃圾回收……市民的每一
次绿色低碳行为，都会给予一
定的个人碳积分。个人碳积分
实现了公众减碳行为可量化、
可评价、有激励，有效激发了公
众参与碳减排的主动性、积极
性，充分释放了全民减碳的“长
尾效应”。

衢州市大力推进碳账户体
系建设，将个人碳账户数据来
源从单一的银行数据扩展到线
上服务（银行、保险、政务）、绿
色出行（公交、自行车、新能源
车）、循环利用（垃圾回收）和节
水节能四大场景，建成了一个
集数据层、管理层和应用层为
一体的个人碳账户系统，创设
了“个人碳报告”，并建立了以

“个人碳报告”为载体的碳效评
价机制。

据了解，衢州市按碳减排
量对个人碳账户主体分深绿、
中绿、浅绿进行三色评价，银行
把个人碳数据运用到融资流程
的准入、授信、用信、贷后管理
等全生命周期当中。

据统计，中国人民银行衢
州市分行共推出个人碳贷款产
品28款，所辖除村镇银行以外
的27家银行都实现了个人碳
贷款云闪付“一键申请”，累计
发放利率优惠的个人碳账户贷
款8.89万笔、金额180亿元，余
额106亿元。

截至目前，衢州市共建立
个人碳账户218万户，覆盖常
住人口比率达95%，依法采集
入库数据7600余万条，累计减
少个人碳排放5.92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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