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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1

“中标政府采购合同后，我们需要提前

投入资金采购物资，虽然有找一些融资渠

道，但审批时间比较长，时间上等不及。”广

州某环保企业中标政府采购合同后，其负

责人无奈地表示企业由于物资批量采购，

导致资金出现暂时不足的情况。

了解上述情况后，中信银行广州分行

迅速上门对接，于近日通过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的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以下简称

“中征平台”）迅速为企业完成“政采e贷”

授信500万元，实现该行在全国首笔“中征

平台”政府采购供应商提供合同融资服务

（以下简称“政采贷”）模式的投放，及时缓

解了企业的流动资金压力。

据悉，为贯彻落实金融助企纾困解难

系列政策，进一步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

道，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积极推动商业银行

应用“中征平台”开展“政采贷”业务，全国

43 家商业银行与“中征平台”完成了系统

对接。中信银行“政采 e 贷中征模式”正

是在此基础上推出的又一支持中小微企

业融资的新渠道。该业务是以政府采购

供应商为借款人，基于采购人与借款人签

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办理的，为履约记录良

好的政府采购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流动资

金贷款业务。

该企业500万元的授信额度在审批当

天全额提用，企业负责人感叹道：“有了中信

银行的‘政采e贷’，前期有资金可以加快项

目进度，更有机会拿到大金额的政府采购

项目了。”据了解，“政采e贷中征模式”不仅

业务手续简单，审批流程高效，放款速度快，

而且无需抵押担保，利率优惠，贷款金额最

高可达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90%。企业负

责人表示：“以前我们贷款，需要提供抵质押

担保，而且和其他小微企业审批流程一样，

比较复杂，而且需要时间较长。现在通过

‘中征平台’申请中信银行‘政采e贷’贷款，

不需要抵押担保，在企业操作贷款就马上

到账，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随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

式上线运行，企业碳账户相继见诸

报端，在此情况下，个人碳账户是否

可以像企业碳账户一样转化成个人

碳资产并形成交易也备受关注。

“‘碳排放权交易’和‘碳账户’

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开通了‘个人

碳账户’，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随意

参与碳排放交易。”黄志海进一步向

新快报记者解释道：“目前在碳交易

所交易的是企业碳资产，个人碳资

产的交易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且

‘个人碳账户’涉及的范围广尚未有

完善的计算方法，减排量相对企业

也非常小，交易价值也比较小，要实

现个人碳交易还任重道远。”

假设一人一年减排一吨碳，参考

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一吨碳50元左

右的价格，即便个人碳资产进入碳市

场交易，也只能从交易中获益50元，

对个人的激励效益并不大。如何建

立倒逼机制，让个人的减排量更值

钱，是碳普惠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此外，有专家表示，提高减碳价

值，需要采取多元的激励普惠机

制。除了碳市场，还要靠政府、政

策、商业机构、环保组织等共同努

力。比如“个人碳账号”中的绿色积

分，不仅能用于餐馆排号、换取商品

折扣等，也可与金融市场对接，转换

为银行账户积分，甚至成为个人碳

资产、绿色信用的凭证等。

银行业探索碳金融按下加速键 你的 能做什么？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落地全国首笔中征平台“政采贷”业务

“个人碳账户”
认识度不高、互不兼容、标准不一……挑战重重

尽管商业银行在个人碳金融产品方面的创新明显加快，不过碳账户现阶段仅在小范围试点，应

用场景仍在探索阶段，社会层面普及率较低，“个人碳账户”目前仍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境地。

一方面，居民对商业银行“个人碳账户”的认识度不高，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用碳积分兑换出行、

餐饮、电商等各类权益，属于常见的营销推广手段，较难调动起用户注册和使用的积极性，对个人碳

账户也未形成分级差异化服务。

此外，目前商业银行、互联网平台推出的“个人碳账户”，尚需进一步建立完善统一、被认可的标

准。此外，碳普惠还面临不同企业和平台之间存在互不兼容、应用场景数据分散、碳减排标准不一、

个体减排行为重复计算、激励机制不健全等诸多挑战。

从碳减排计算标准看，新快报记者发现目

前各平台推出的减排场景不一样，激励标准也

不一样，就“步行”这一绿色行为来说，在支付

宝的蚂蚁森林上，步行换能量的日上限为

296g，而在平安银行的“低碳家园”上步数每天

最多可兑换 180 点能量。个人碳减排行为标

准无法统一，最终导致不同平台之间碳减排数

据无法互通。

对此，卢乐书表示，当前政府、监管机构、

互联网公司和银行都在分别利用各自优势布

局“碳账户”。“头部互联网公司具备场景和用

户优势，能够快速将场景铺开；商业银行则是

运用丰富的零售端金融工具和个人信用体系

将碳的类货币属性做深。一些地方政府则通

过标准建立将前面两者衔接，共同向居民碳账

户的趋势发展。”

盘和林认为，“个人碳账户”的数据单靠单

一平台很难形成，用户只有将自己的碳信用、

碳轨迹都授权到同一个平台，才能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个人碳账户”，从而进一步通过多个平

台数据互通，形成碳征信。

在“个人碳账户”中如何界定减碳场景、如

何收集用户数据、如何量化计算用户数据，都

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统一、被认可的标准，也

需要建立一套个人碳减排量可评估、可量化

价值的体系，才能实现相互通兑。由此，纳入

一个具有公信力和数据可信度的第三方平

台，让该平台和其他所有数据平台对接尤显

关键。黄志海认为，目前打通各平台之间的

“个人碳账户”数据仍存在一定难度，“可以从

跨界合作开始，比如平台碳账户和金融机构

合作，双方数据互认互通，不断融合，也希望

像广州数据交易所等政府建设的数据平台多

关注‘个人碳账户’，由这类权威性的数据平

台来推动‘个人碳账户’数据的收集及互联互

通工作。”黄志海说。

减排行为的量化计量缺乏行业

内的统一标准，减排行为数据收集也

可能触及个人隐私问题。“‘个人碳账

户’是围绕民众衣、食、住、行等各个生

活方面进行全流程、全方位的碳减排

记录和核算，用户必须给予授权或者

自己上传相关信息，‘碳账户’在进行

用户端数据监测时，个人信息数据方

面就会涉及泄露、记录过程缺失、无

法追溯等安全隐患。”黄志海建议，可

以先从比如绿色出行等较为简单的

生活行为切入，让用户逐步接受，建

立使用信任感，同时可采用区块链等

技术进行全流程记录，保证用户数据

不被篡改且可以追溯，定期向用户公

开相关信息，打消用户的疑虑，同时

建议接入广州数据交易所等政府建

设的数据平台，保证用户数据安全。

“‘个人碳账户’未来的完善要

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数据信息的使

用要在用户的授权和监督下进行，

个人认为建立第三方专业碳征信平

台是可行的方案。”盘和林强调。

具体到商业银行层面，招联金

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

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在数据

采集方面，商业银行还应加大对个

人消费、企业经营等行为数据的保

护，同时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建立

碳账户数据互通机制，形成数据互

补、场景整合。在数据应用方面，商

业银行应纳入用户衣食住行用等多

种场景，增加碳积分的使用范围，同

时加大宣传力度，向全社会普及碳

账户的作用和权益，解决碳账户“叫

好不叫座”的问题。

各个平台的碳减排
计算标准不一

挑战2 用户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不容忽视

挑战3 个人碳资产攒多了能否换钱？

【涨知识】

Q：什么是“个人碳账户”？

A：“个人碳账户”可以类

比为个人的银行账户，而个人

的银行账户中存储的是钱，而

“个人碳账户”中存储的是碳

减排量。当用户通过绿色行

为减少碳排放量时，“碳账户”

中的绿色能量就会增加，而个

人则可以通过绿色能量兑换

绿色权益。

Q：绿色权益如何实现兑换？

A：绿色能量的积攒方式包

括低碳出行、数字金融、在线办

理业务等。而在权益奖励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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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个人碳账户”在不同银

行间实现互通吗？

A：由于没有统一算法，暂

时尚未互通互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