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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国家宏观政策文件，我们发现：1）国家宏观政策集中体现三大关键词：“绿色消费”、“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低碳循环经济”；2）文件涉及国务院、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生态环境部等，但主

要推动部门以发改委为主；3）从措施手段来看，文件中多次提及绿色生产、运输、消费、循环利用等宏

观方向，但缺少定量目标和指标；4）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建设文件由国务院下发，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响应，执行度更高。总体而言，在双碳背景下，绿色消费 /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有关的政策文件密集出台，

为推动相关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也可以看到，相关文件的实操性有待加强，仍需开展大量的研究和

实践探索。我们认为，下一步，推动绿色低碳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机制体制建设及顶层设计工作可

以成为有力抓手。

宏观政策 城市行动 行业声量

22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发布《促进绿

色消费实施方案》，重点提到：推进重点领域（食品、

衣着、居住、交通、用品、文旅、电力、公共机构）

消费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和服务支撑（绿色技术、

打通产供销链条、绿色物流、二手交易、废旧物资

循环利用）；健全保障制度（法律、标准认证、统

计监测评价、信息平台）；激励约束政策、组织实施。

并提出目标：到 2025 年，绿色低碳产品市场占有

率大幅提升，重点领域消费绿色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绿色消费方式得到普遍推行。到 2030 年，绿色低

碳产品成为市场主流，重点领域消费绿色低碳发展

模式基本形成，绿色消费制度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基本健全。截止 22 年 4 月，重庆、新疆、河北已进

行响应，制定印发了实施方案。

2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提到：全面创新提质，

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健全消费标准体系（完善节能

和绿色制造标准体系、绿色产品认证标识体系）等。

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

辽宁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安徽省、海南省、

云南省、河北省、河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北

省进行了响应，发布实施方案、循环经济体系规划等。

21 年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到：以高质量的绿色供给激发绿色

新需求，引导绿色新消费。增加绿色低碳产品、绿

色环保装备供给，引导绿色消费， 创造新需求，培

育新模式。

21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等十八部门发布《“十四五”

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提出推动形成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促进生活源固体废物减量化、

资源化。河北、广东、江苏、浙江已进行响应。22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布“十四五”

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名单的通知》，明确了直辖市、

各省以及 8 个特殊地区的建设名单。

22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先后发布《关

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关于组织开展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示范城市建

设的通知》，提出 2025 年建成绿色分拣中心 1000

个以上，9 种主要再生资源循环利用量达到 4.5 亿吨，

60 个左右大中城市率先建成基本完善的废旧物资循

环利用体系等目标。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

进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废旧纺织品环利用率达到 25%，废旧纺织品再

生纤维产量达到 200 万吨等目标。

21 年 2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消费体系，促进绿色产品消费，倡导绿

色低碳生活方式。截至 22 年 4 月，上海市、重庆市、

天津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陕西省、

# 绿色消费 #

# 循环经济 # # 无废城市 #

对近期国家和相关部委发布的绿色低碳消费相关政策和话题进行梳理

宏观政策

能源基金会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专业性非营利公益慈善组织，我们的

愿景是通过推进可持续能源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繁荣发展和气候安全。作为再捐

资者、协调推进者和战略建议者，我们致力于通过推动能源转型和优化经济结

构，促进中国和世界完成气候中和，达到世界领先标准的空气质量，落实人人

享有用能权利，实现绿色经济增长。

我们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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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认证 #

2 月，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上海市碳普惠机制建设工作方案（征求意

见稿）》，将探索建立区域性个人碳账户，引导碳普惠减排量通过抵消机

制进入上海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依托“随申办”平台，逐步建立个人减排

场景申报评估机制，有序推动个人减排场景接入与开发。力争今年上线运行，

推动长三角区域碳普惠一体化发展。

3 月，由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开发建设的“浙江碳普惠”应用，在浙里

办正式上线。“浙江碳普惠”是全国首个省级碳普惠应用， 开通绿色低碳

场景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绿色出行、线上办理等低碳行为就会被记录，

并累积到碳积分。该应用已实现与支付宝蚂蚁森林、虎哥回收等平台的数

据贯通。

4 月，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了《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施行，将充分调动全社会节能降碳的积极性，促进形成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化完善广东省碳普惠自愿减排机制，进

一步规范碳普惠管理和交易。

4 月，厦门市发改委、市交通局、市工信局等部门联合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

蚂蚁集团发布厦门地铁碳积分体系。“厦门地铁”App 注册用户自动累计

碳里程（按乘车里程数进行累计）与碳币（按乘车实付金额及每日签到进

行累计），碳里程和碳币后续可通过碳普惠平台产生低碳效益。

对近期地方绿色低碳消费实践和行动进行梳理

城市行动

3 月，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省工信厅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绿

色认证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意见》推进统一的绿色标准、认证、标识

体系建设，增加绿色产品和服务供给，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

 # 碳普惠 #

图：" 浙江碳普惠”应用界面

我们的解读

梳理地方实践我们发现：1）碳普惠是目前很多地方推动个人低碳消费的主要抓手，但具体形式各不相同。

如碳普惠涉及自愿减排市场、碳交易等工作，则多数由地方的生态环境系统作为主管部门推动（如上海、

广东等）；但若涉及行为记录与碳账户等，则由地方发改委作为主管部门；2）碳普惠推动个人低碳消费

存在以下难点：低碳消费场景庞杂，数据分散 ; 减碳行为量化的科学性、可靠性以及证明额外性的复杂程

度；打通不同数据平台的难度（企业与个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之间等）; 运营的可持续性（CCER 

自愿减排市场消纳或商业激励机制）。

总体而言，虽然不少省市在陆续启动碳普惠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我们认为其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如何

科学设计减碳行为量化核证体系，如何准确捕捉低碳行为，如何设计激励机制能真正促进消费行为的改变，

如何保证平台运营的可持续性，如何控制减排量交易风险，种种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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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行业、企业、iNGO 的最新实践

行业声量

3 月，高德地图宣布已在国内多个城市上线“绿色

出行 - 碳普惠”平台，包括北京、杭州、广州、成都、

重庆、武汉、福州、贵阳、天津、昆明、西安、郑州、

长沙、苏州。用户可在高德地图注册获取个人碳能

量账户，之后在 APP 上使用公交、骑行、步行导航

等绿色出行相关服务时，就能获得相应的碳减排能

量，用以兑换各种激励权益。

3 月，中信银行面向个人用户推出的“中信碳账户”

内测版上线，公开邀请千名用户参与测试体验。这

是中信银行与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

易所开展合作交流，联合国内专业机构中汇信碳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研发，首个由国内银行主导推

出的个人碳账户。

4 月，饿了么 / 阿里本地生活上线外卖行业首个消费

者碳账户“e 点碳”。用户在饿了么下单时采取无

需餐具、小份菜等低碳环保行为，可获得相对应的

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权益、参加碳中和公益项目。

近期，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正在推进《中国

连锁行业低碳转型路径研究与企业“碳账户”探索

实践》项目。

免责声明：若无特别声明，文档中陈述的观点不代表能源基金会的观点。能源基金会不保证本报告中信息及数据的准确性，不对任何人使用本

报告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凡提及某些公司、产品及服务时，并不意味着它们已为能源基金会所认可或推荐，或优于未提及的其他类似公司、

产品及服务。

 # 碳普惠 #

 # 绿色消费场景 #
4 月，肯德基宣布在北京、杭州两地落地首批肯德

基“小绿店”。餐厅通过集成采用屋顶光伏、IOT

物联网等节能减碳技术，推动绿色环保科技在餐厅

实际运营中应用。并通过 APP 将消费者点餐、用餐

过程中的低碳行为进行记录和激励。

4 月，奥妙启动“买奥妙绿色包装商品（再生塑料

瓶洗衣液）得蚂蚁森林能量”行动，成为首个打通

数字化蚂蚁森林能量兑换的日化品牌。

3 月，中信银行发布的《2022 低碳生活绿皮书》提到，

整体而言受访者对低碳行动感知度为 76%，而践行

度仅为 32%。

4 月，BCG 与天猫携手推出绿色消费人群图鉴，其

中提到，绿色人群女性居多，呈现年轻化、高收入、

高购买力等特征。绿色人群在货品上平均多支出

53%。

4 月，凯捷研究院近日发布《2022 消费品和零售行

业消费者行为追踪》，显示 Z 世代和千禧一代更愿

意为可持续产品支付溢价。63% 的消费者认为可持

续产品不应比不可持续的类似产品贵。

 # 绿色消费人群 #

4 月，新华网联合深圳市星期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发布

《2022 中国植物肉减碳洞察报告》显示，植物肉有

明显的减碳效果，等量传统肉产品碳排放是「星期零」

植物肉产品的 4.7 倍 -44.4 倍。

LVMH 集团提出到 2030 年实现所有产品的 “可再

生设计”，25% 的利润来自循环服务。用先进的维

修升级改造服务、珍贵原材料的再利用，以及寻找

替代材料的努力等形成集团的循环经济战略。

我们的解读

我们发现，在双碳背景下，企业推动绿色低碳消费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企业通过自身力量，结合自身特点，

工作的侧重点、方式和内容各不相同。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包括：1）如何通过顶层设计或者机制体制设

计，鼓励企业的参与，避免“低碳”成为昙花一现的营销热点；2）如何促进企业、商户、平台形成合力；

如果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形成合力；3）如何通过标准化工作，使企业的减碳行为得到认可和量化，从而给

予企业激励或奖励，将推动低碳消费的工作转化成企业自身的动力，持续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