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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支持绿色低碳产业，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为响

应国家战略，广东新快报社以机构主流媒体作为平台，以多方位全媒体矩阵作为渠道，筹办成立新快碳中和智库。广邀华

南及全国各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民间组织的相关专家，从政策建议、从业规范、交流合作、能力培训以及标准制定

等多方面集思广益，建言献策，在公众中推广节能减排的绿色发展理念，助力企事业单位和机构提升自身绿色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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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曾对全国不同地区1434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5.9%的受访者认
为全球变暖问题对于人类的危害“非常大”或“比较大”，超九成受访者表示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愿意采取多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节约用电用气用热用水、购买使用绿色低碳产品等行动。这表明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危害有较强烈的感
知，并对节能降碳表现出较高参与意愿，居民个人碳足迹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共同居住的人数等有一定关联。从事
碳普惠工作近十年的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低碳中心绿色设计部副部长史丽颖认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大背景之下，居民消费有着巨大的降碳潜力，目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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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商业激励推动碳普惠 鼓励公众践
行低碳生活

史丽颖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碳

普惠机制主要是激励公众进行一些低碳行为，

公众可以从中获益，这就是碳普惠的理念：赋

予低碳权益价值。

史丽颖说，低碳权益是环境权益的一

种，每个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有平等的

权利去享受美好的自然环境和清洁的空

气，但是有些人占用资源比较多，另一些人

占用比较少，资源占用比较少的这部分人

的生活更低碳。史丽颖认为，应该给后者

一些激励，“从而让更多人去践行比较低碳

的生活方式”。

出于这个目的，史丽颖和团队一起研究设

置了碳普惠最主要的业务逻辑——基于长期

积累的核算经验，在识别公众的低碳行为之

后，把这些行为的减排量量化出来。通过商业

激励和交易激励并行的方式鼓励公众低碳。

“公众的减排量可以换成碳币，碳币可在平台

上兑换一定的奖励，比如京东购物卡、天猫购

物卡、视频会员资格等。”她补充说，如果这个

减排量在广东省备案后可以纳入到广东碳市

场的补充机制，就可以换取交易的收益，这是

一种交易激励方式。

公众可通过参与衣物回收等低碳场景
获取碳币

截至去年，史丽颖所服务的一个碳普惠平

台共吸引到近 7万个注册会员，而这还不是令

她特别满意的数字。“低碳更多的是需要公众

自觉。”她说，该平台的推广策略是针对公众的

网络应用习惯进行推广，使公众更愿意采用更

加节俭、更加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从而进行

自我约束。

该平台通过微信小程序和支付宝小程序

走进大众，用户通过服务号或者扫小程序码进

入碳普惠小程序。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这类碳

普惠小程序在微信平台已经比较普遍了，由地

方政府、企事业单位或民间机构等主体进行开

发和运营，玩法基本比较统一。

“有两种获得碳币的形式，一种是鼓励性

质，比如签到、步行、分享、阅读，还有参与一些

活动，这些都是不强制要求你低碳的，只要参

与进来，你就可以获得碳币奖励。你在碳普惠

平台上进行签到，阅读相关的资讯并分享，以

及参加‘助力双碳必做的 365件事’的时候，就

会不断地接收到与低碳相关的信息。慢慢地，

你的行为模式就可能发生改变。”史丽颖说，另

外一种形式更为符合设计碳普惠的初衷，就是

让大众通过参与一些低碳场景获得碳币。“比

如在微信端打通衣物回收这个低碳场景，和旧

衣物回收的平台进行对接，如果通过碳普惠小

程序跳转到衣物回收小程序，进行了旧衣物回

收这个动作，在完成之后平台会给予用户碳币

奖励。如果在支付宝上关注了碳普惠的小程

序，然后通过支付宝的乘车码搭乘公交车、地

铁，平台也可以发放碳币给用户，这样用户就

可以通过参与低碳场景来获得碳币”。

产品、服务、出行方式都能按标准核算
减排量

史丽颖介绍，减排量其实是相对的，而排

放量是绝对的。“比如一件衣服的碳足迹，它的

排放量从严格意义上要看它全生命周期的排

放，现在国际上有通用的标准（即ISO14067）进

行核算；还有英国标准协会的 PAS2050 标准，

它也是核算商品、服务碳足迹的很好的一项标

准”。

史丽颖说，从原材料的开采、运输、加工、

制作，到产品的出厂运输，再到废弃之后的回

收处理等，整个过程就是全生命周期。如果要

核算衣服、手机、电视机、空调的碳足迹，就要

“从摇篮到坟墓”地核算，也就是核算全生命周

期的碳足迹。一件旧衣服如果被回收，再生产

新衣服时就可以减少一些原料，从而减少了碳

排放，这就是减排量。

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可以算出减排量。同

一个人，出行时有时开车，有时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核算出行的减排量主要计算机动化的

水平，比如计算广州的机动化出行水平，即（在

常住人口中）百分之多少的人使用某种出行方

式，从而得出一个平均出行的碳排放数据，再

和公交、地铁的碳排放数据做对比，中间的差

值就是我们认为的公交地铁减排量。”史丽颖

说。

推广碳普惠需要更强力的宣传和更多
商家支持

提到自己近十年来推广碳普惠工作的心

路历程，史丽颖说，普通人刚了解到这个机制

时，“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

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了解

到这个机制后都愿意参与；第二个反应就是质

疑——你这个东西怎么运作？”

史丽颖认为，碳普惠工作目前迫切需要

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中，首先是要有更好的宣

传渠道，把碳普惠宣传好，“让大家都知道”；

其次，在运营过程中需要以一种更加浅显易

懂的方式把这个理念传播出去，降低参与门

槛，让公众更容易参与；第三，希望在政策上

有一些支持，比如鼓励一些商家参与碳普惠

的机制，提供一些商品优惠，或者支持用户

用碳币兑换商家的服务。“这样能让用户感

觉到参与碳普惠机制可以获得更多样化的

激励，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参与度。”史

丽颖说。

碳普惠机制
让公众通过低碳行为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