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开通“个人碳账户”的商业银行（部分）

银行 上线时间 App/平台
建设银行 2022年9月陆续开通 建行生活-低碳生活
浦发银行 2022年7月 浦大喜奔-绿色低碳专区
平安银行 2022年5月 口袋银行-低碳家园
中信银行 2022年4月 动感空间-个人碳账户
日照银行 2022年1月 日照银行-碳普惠平台

（据公开资料整理）

Finance财眼周刊

银行业探索碳金融按下加速键 你的 能做什么？

数每天最多可兑换180点能量，骑共享单车每笔

可以获得18点能量，新能源车充电每笔可获得

58点能量……近日，广州白领刘先生发现自己经常使

用的银行App里新增加了“低碳家园”功能，骑单车、坐

地铁、走路甚至使用电子支付都可以纳入低碳行为并

转换成绿色能量记录在“个人碳账户”中，绿色能量可

以用来兑换植树以及兑换自行车券等。

今年以来，多家银行纷纷试水“个人碳账户”，从应

用场景来看，已经覆盖了绿色出行、线上业务办理、电

子缴费、线上交易等多个领域。专家表示，银行尝试将

个人碳足迹与金融服务挂钩，有助于促进绿色消费的

同时，也将进一步丰富金融服务场景；建议逐步完善相

关制度安排，建立“个人碳账户”的全国标准，同时出台

措施鼓励银行创新支持碳减排的产品和服务。

■采写：新快报记者 范昊怡
■制图：廖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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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步行上班攒下了 60 个点的绿

色能量。”刘先生告诉新快报记者，他正

在平安银行推出的“低碳家园”新板块

中积攒绿色能量，在这之前，“低碳家

园”每登录三天就可以参与抽奖，“之前

活动赠送积分，连续登录三天的积分就

可以兑换在河北省丰宁县种一棵山樱桃

树，我错过了，不过等攒够了 16016 点绿

色能量我也可以种树”，刘先生说，“还

挺期待的。”

去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正式上线运行后，一年多来，“碳账户”

俨然成了热潮。相较于“企业碳账户”，

“个人碳账户”的市场关注度更高。

什么是“个人碳账户”？“碳账户”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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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碳减排支

持体系，能够帮助企业和居民算清“碳

账”，提高减排效率和意识。

“低碳家园”就是平安银行探索建立

“个人碳账户”的实践。用户在“低碳家

园”中积攒绿色能量的方式主要有三类，

即低碳出行、数字金融、在线办理业务，

共涉及 17 种具体行为；绿色权益端已上

线的内容包括种真树、签到抽奖、步行打

卡、小鹏联名卡、助学贷款联名卡等。“区

别于互联网推出的‘个人碳账户’，平安

银行‘碳账户’运用丰富的零售端金融工

具和绿色权益体系来运营。比如，通过

单车出行积攒碳减排量和绿色能量，以

绿色能量兑换共享单车优惠券，形成绿色

流量的闭环。”平安银行战略发展部董事

总经理卢乐书说。

除了平安银行外，今年以来，凭借其

庞大的用户数量，建设银行、中信银行、浦

发银行、日照银行也纷纷探索建立“个人

碳账户”体系。在权益奖励方面，除了积

分兑换、消费返现等，有银行还尝试根据

碳积分将客户进行分级，在授信额度、贷

款办理等方面提供差异化的优惠政策等。

“这是金融机构巨大的优势”，广州绿

色金融协会秘书长黄志海向新快报记者

表示，银行还拥有大量个人用户和信用卡

用户，更容易让“个人碳账户”落地，未来，

除了提供差异化的贷款产品外，金融机构

还可以探索差异化的投资理财、保险等金

融产品。

其实，商业银行入局“个人碳账户”业

务之前，地方政府层面就已进行了有益尝

试。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

联合印发《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在政

策推动下，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四川、

河北、湖北等地陆续推出了包括“个人碳

账户”在内的碳普惠措施。

其中，广州在2019年正式推出“个人

碳账户”，上线全国首个城市碳普惠平台

——广州碳普惠平台，平台认证了20多种

生活场景减碳量的核算方法，市民可在碳

普惠平台上注册，并践行公共交通、节水

节电、旧物回收等低碳行为，从而获得碳

币（碳积分），购物享受优惠。2020年，广

州公交集团羊城通公司与省碳普惠创新

发展中心合作，也建立碳普惠平台，通过

科学量化的方法计算市民绿色出行减排

量并发放碳币（碳积分），可以兑换出行、

餐饮、电商等各类权益，累计服务用户超

过1500万，发放碳币（碳积分）超8亿个。

互联网企业也相继开发和推广此类

产品和服务，今年8月8日，阿里巴巴推出

“88碳账户”，接入菜鸟、闲鱼、饿了么、天

猫等App的碳积分，涵盖用户吃、穿、用等

生活场景。

在业内看来，银行试水“碳账户”，在

一定程度上也出于自身发展需求。

“商业银行碳账户利用信息化手段实

现客户管理与绿色权益有机结合，是商

业与公益并举、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创新

尝试。”卢乐书认为，将日益增长的低碳

客群汇拢到碳账户平台上深度经营，对

银行本身也是好事，这是商业和公益的

良性结合。

业内专家认为，与地方政府和互联

网平台推出的“个人碳账户”相比，银行

推出的“个人碳账户”更加贴近金融属

性。作为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银行

“个人碳账户”将金融服务与用户在碳

减排目标下进行的绿色行为连接，有助

于引导推动个人消费行为向绿色低碳

方向转变的同时，“碳账户”的建设也将

成为银行拓展金融服务场景的重要方

式。

与此同时，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启动，

银行面对个人及小微企业的碳普惠金融

业务发展明显提速。从客户规模来看，

目前各家银行“个人碳账户”用户实现快

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中信

碳账户”注册用户数已达到40万，累计在

线金融场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200吨。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

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盘和林认为，和“企业碳账户”相比，“个

人碳账户”获得个人碳轨迹完全数据的

难度较大。“‘个人碳账户’往往需要通过

金融数据、出行轨迹等多个方面进行数

据互补才能得到完整的结果”，盘和林表

示，通过碳积分兑换相应礼品及金融服

务权益，并记录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衣

食住行等方面产生的碳减排情况，可以

让银行更加全面地了解客户生活、消费、

出行等各方面“碳轨迹”，并以此帮助银

行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个性化的金融产品

及服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多家商业银行在今

年开始推出“碳账户”，通过碳积分兑换、

个人绿色贷款等激励手段，布局“碳账户”

市场、引流客户资源，这也是银行金融资

产朝着政策鼓励的绿色金融领域倾斜的

重要基础布局。“碳账户”的布局通过前期

客户数量与客户信息积累、客户减碳信息

收集，为后期碳市场的完善、交易的扩大

以及探索推出符合客户需求的绿色金融

产品做准备。

可以预期的是，随着银行在“个人碳

账户”方面的探索逐渐深入，碳积分的应

用也会越来越广泛。“在场景端，我们将继

续扩大绿色行为覆盖范围；在权益端，我

们会持续丰富公益类、生态保护类、低价

值货币类等内容；在用户体验端，持续优

化平台体验和加强平台运营，增加用户的

获得感，与用户一道践行低碳理念。”卢乐

书称。

覆盖绿色出行、线上业务办理、电子缴费、线上交易等

绿色能量兑换成各种权益 衣食住行全覆盖

更贴近金融属性 商业银行纷纷入局“碳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