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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丰富
多地建成低碳平台

打开“浙江碳普惠”应用页面，一个虚拟的卡通街

区出现在眼前。居民在开通不同的绿色低碳场景后，

日常生活中的绿色出行、线上办理等低碳行为就会被

记录下来并兑换成碳积分。此外，该应用还提供了低

碳排名、低碳资讯、碳计算器等功能。

据了解，“浙江碳普惠”由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开发建设，是全国首个省级碳普惠应用。该应用通过

建立浙江省碳普惠核算标准体系和碳普惠技术体系，

实现了公众低碳行为的量化和全省标准的统一，为市

民和小微企业的节能减碳行为赋予价值并建立激励机

制。目前，该应用已实现与支付宝、虎哥回收等平台的

数据贯通，完成浙江省17个应用场景的数据接入。

近年来，多地积极探索、搭建线上低碳平台。2020

年4月，四川省成都市上线“碳惠天府”微信小程序，鼓

励市民的绿色低碳行为。2021年9月，在天津市交通

运输委的倡导和推动下，天津市公路学会推出“津碳

行”微信小程序，引导市民绿色出行。

在绿色金融领域，个人碳账户成为新风尚。浙江

省衢州市自2018年以来，率先试点银行个人碳账户。

今年1月，日照银行上线“碳普惠平台”，以绿色金融、数

字金融、场景金融促进低碳生活、绿色发展。3月，中信

银行上线碳账户内测版，可为用户进行线上生活缴费、

申请电子信用卡、开通电子账单等低碳行为的碳减排

量核算。

涉及面广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各类线上低碳平台和个人碳账户大多有一项共同

的功能：将低碳行为兑换成“碳积分”。这些碳积分可

以兑换成各种实际权益，比如消费券、生活用品、出行

服务或者低息贷款权限等。

据了解，在“浙江碳普惠”上获得的碳积分，首批可

兑换权益包括环保商品、计量仪器校准服务、机场贵宾

间休息服务、云闪付红包以及全省自然保护地、耀眼明

珠景区景点门票等。

个人碳账户、碳积分等实际上是一种普惠机制。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认为，国内外都在积

极探索建立城市碳普惠体系来解决碳达峰、碳中和问

题。在碳普惠体系中，低碳行为会获得激励，比如用来

抵消自身高碳排放、参与碳交易或转化为其他社会福

利。“由于这一形式面向的是社会大众，个人只要坚持

使用低碳甚至零碳方式，就可从中获得激励，因而称为

‘碳普惠’。”郭继孚说，这一体系既能真正体现公平性，

又因为涉及面广、措施灵活多样，可有效带动社会低碳

氛围，从而推动公众行为模式、政府治理模式乃至社会

运转模式的重要转变。

专家认为，个人碳账户等碳普惠机制的现阶段意

义在于引导消费者在消费决策过程中更加倾向于绿色

消费，让消费模式更符合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从长

远看，个人碳账户还起到了培育作用。通过将碳减排

行为和碳账户余额价值量挂钩的模式，引导个人参与

碳权价值积累，从而为未来个人进入碳权交易领域打

下认知基础。

不断探索
新兴平台仍需完善

作为新兴事物，线上低碳平台、个人碳账户存在诸

多亮点，同时也有尚待完善之处。

业内人士认为，线上低碳平台在采取市场化机制

运作的同时，应坚持公益性。中信银行发布的《2022

低碳生活绿皮书》显示，95%的受访者认为应积极拥抱

低碳生活；86%的受访者会主动分享自己的低碳行

动。但同时，受访者表示，最在意的是平台发展低碳的

初心，而不是平台把低碳作为实现商业利益的手段。

用户对低碳平台最期待的3项功能分别是助力公益、清

晰记录低碳行为、与好友共同参与；而一些为追求平台

每日活跃度开展的活动、通过消费券引导平台消费等

内容，往往会引起用户反感。

另外，现有的线上居民低碳行为记录，主要集中在

绿色出行、绿色金融、旧物回收等领域，尚未形成系统

的个人碳账户体系，难以全面捕捉用户碳减排行为，各

地的碳积分也没有统一的测算标准。

专家表示，碳排放因子计算过程非常复杂，比如个

人消费中可能使用多家银行的信用卡，而银行之间消

费数据并未连通。碳排放因子计算受限于用户碳行为

数据收集的完整性，数据不完整的碳账户余额可能助

长投机性消费，并未实际上起到减排引导的作用。相

关部门应加强基础数据平台建设，统筹建立个人碳账

户的标准化征信体系，通过统一碳减排因子计算标准

的模式，综合评估个人碳减排行为，以期让公众更好体

验到低碳生活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新华社 熊争艳 屈婷

北京冬奥会已经谢幕，但有一幅画面却长久定格

在观众脑海中：一处废弃钢铁厂的冷却塔，成为滑雪大

跳台运动员们腾挪跳跃的背景板。

“这是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直接

结合的竞赛场馆，也是我国工业遗存保护利用的典型

范例。”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柏春说，不

同于一些国外的滑雪跳台，背景大多是高山、树林等自

然景观，北京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所在的首钢园，完整保

留了高炉、转炉、冷却塔、焦炉、铁路等设施，反映了上

世纪中国冶金工业的风貌。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为兑现绿色奥运

的承诺，曾是京津唐地区最大钢铁企业的首钢实施大

搬迁，成为中国第一个由中心城市转移到沿海发展的

钢铁企业。

“拆除还是保留，这是当时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难

题。”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部长助理

段若非参与改造首钢三高炉、精煤车间等多个项目。

段若非说，首钢园的工业设施大多为钢结构，容易

发生锈蚀，存在安全隐患。但如果一刀切全拆了，园区

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空壳，工业元素没了，首钢园

整体风貌就失去了灵魂。尊重历史和文化，保护好、建

设好首钢人的精神家园，这是首钢园区工业遗存改造

规划秉持的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一个产业升级、再创业和

创新的过程，有些地方因资源趋于枯竭和产业换代而

开始谋求经济社会的转型，工业遗产保护成为一个现

实问题。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年的摸底调查，像

北京首钢园这样的各类工业遗产，我国有近1000处。

“一些工业遗存不是包袱，而是宝贵遗产。关键是

要处理好遗产保护与产业升级、社会发展的关系。”张

柏春举例说，一些面临产业转型的地区把工业遗产保

护作为文化产业与新景观布局的生长点以及社会转型

的切入点，进行积极探索。有些建筑遗产的保护与景

观设计、创意文化产业开发等结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

参与把景德镇多家闲置瓷厂规划改造为陶溪川文

创街区项目的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张杰说，要让工业遗存活起来，必须要让它们融入现

实，与人的生活、新经济结合起来。

“景德镇以瓷立市，我们发现这座城市有大量‘景

漂’，如何利用这些老旧瓷厂创造一种环境吸引这个群

体，提供平台支持他们，进而带动产业，激活千年瓷都，

这是我们做规划时的逻辑。”张杰说。

“如果无视或低估遗产价值，我们可能弃毁许多值

得保护的重要工业遗产。如果遴选做得过泛，则可能

过度保护价值不高的工业遗存。”张柏春认为，工业遗

产具有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建筑价值、社会价值等，工

业遗产保护是交叉领域，各学科和行业看待工业遗产

的角度和价值取向不同，应发挥各自的专长，共同做好

遗产保护工作。

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尚处于开拓阶段。张柏

春认为，目前有的地方存在重建筑遗产和企业产品，轻

视机器设备、生产线和工艺等遗产的倾向，有的工业遗

存开发后只留下厂房的外壳，车间里有历史价值的机

械设备已不复存在，好比“有饺子皮、缺饺子馅”。这些

都应当注意克服。

“工矿遗存保护修复和开发利用是一项长期而系统

化的工程，需要保持历史定力与耐心。”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星说，我们要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工矿遗存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让遗产资源和社会发展资源实现有机结合，为构

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有力支撑。

成都市“碳惠天府”微信小程序页面

新华社 许畅 摄

助力社会生活方式向绿色化转变

云平台兴起“低碳风”
《人民日报》李贞

最近，在浙江省政务服务APP“浙里办”的首页，新上线了一项功能——“浙江碳普惠”，这也是全国首个

省级碳普惠应用。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国积极推动碳普惠体系落地。多地纷纷通过线上低碳平台、个人碳

账户等形式，激励居民和企业节能减碳，助力社会生活方式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变。

“不是包袱，而是宝贵遗产”
专家谈工业遗存保护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