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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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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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入局移动支付

最近，不少华为手机用户发现，
华为钱包应用里多了华为支付的选
项。点击进去之后，输入姓名、身份
证号、手机号及验证码等个人信息，
并同意华为支付用户协议及隐私声
明，就可一键开通华为支付。

记者了解到，开通华为支付后，用
户可以使用余额或绑定的银行卡进行
支付，华为支付已覆盖华为系应用和
部分第三方应用，包括华为音乐、华为
视频、华为阅读、芒果 TV、有道云笔
记、PP视频等。目前华为支付支持绑
定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
设银行、工商银行等160余家。

秦农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支付是金融业
务的起点，与其他公司一样，华为基于
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生态体系推出支付
业务，一方面可以在自己的生态体系
里更好地服务合作伙伴和用户，增强
用户黏性，提升用户体验；另一方面可
以积累数据，在依法合规的情况下创
新产品和服务，增加新的盈利机会。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移动支付生
态涵盖微信支付、支付宝、美团支
付、滴滴支付、多多支付等多家平
台，预计短期内会有一定数量的华为
产品生态内用户转化成华为支付用
户，但对目前第三方支付的市场格局
不会造成大的改变。

交易规模持续增长

无论是网上购物，还是线下小店
买菜，许多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移

动支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
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网络支付业
务规模持续增长，并带动移动支付
行业的发展。

在用户规模和使用频率增加的驱
动下，未来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将持续
增长。正因为此，互联网企业纷纷入
局第三方支付业务。专家表示，支付
牌照的价值并不只是支付业务本身，
这也是构建互联网业务生态的重要基
础设施。基于支付的高频和金融属
性，其商业价值、数据价值和用户价
值都非常高，支付业务对于生态型互
联网巨头企业非常重要。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
研究中心主任杨涛告诉记者，移动
支付产业作为中国金融改革与数字
化转型中的亮点，已经逐渐演变为
国家金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助于增强经济金融体系的灵
活性和韧性，从而应对复杂国际形
势下的潜在外部冲击。目前来看，
中国移动支付发展既有领先优势，
也存在短板和不足。

“进一步提升中国移动支付国际
竞争力，有许多着眼点，其中之一就
是不断优化和完善多层次的移动支付
产业生态，包括金融机构、非银行支
付机构、移动网络运营商、移动支付
应用开发商、终端制造商、芯片制造
商 等 软 硬 件 厂 商 以 及 系 统 集 成 商
等。”杨涛说。

支付生态走向多元化

近期，数字人民币也传来新消
息。4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新
一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试点范围
再次扩容。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场景
试点结束后转为试点地区，此外，增
加天津市、重庆市、广东省广州市、
福建省福州市和厦门市、浙江省承办
亚运会的6个城市作为试点地区。在
这些地方，线上线下的数字人民币应
用场景相继落地。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
式的法定货币，截至2021年底，数字人
民币试点场景超过 808.51 万个，累计
开立个人钱包 2.61 亿个，交易金额
875.65亿元。数字人民币越来越受到
公众的认可和欢迎，开始“飞入寻常百
姓家”。

记者注意到，微信、支付宝都已
支持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的推广

走向深入，会给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
影响？

董希淼认为，数字人民币既是法
定货币又是支付工具，对其他移动支
付工具会有一定替代作用，但是二者
也可以进行合作。比如，数字人民币
本身就有电子钱包，也可以将支付
宝、微信等当作钱包，而数字人民币
是钱包里的钱。用户可以自主选择使
用何种移动支付工具或人民币现金。

杨 涛 说 ， 数 字 人 民 币 在 反 洗
钱、跨境支付、数据主权等方面的
潜在价值值得关注。如果依托数字
人民币拓展全新的支付基础设施与
商业生态圈，或许会带来更加深远
的影响。

日前，由人民日报海
外网策划的云采访系列直
播节目 《说说我们村儿》
第六期开播，节目聚焦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
区新和县依其艾日克镇加
依村，邀请驻村第一书记
钟秀梅、手工乐器制作人
和致富带头人库尔班·沙米
西做客直播间。

“加依村有着悠久的手
工乐器制作历史。”钟秀梅
介绍说，村里居住着 5 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们在村里收徒传技，带
动全村人参与乐器制作。
2020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加依村建起手工乐
器产业园，取代了之前的
小作坊生产，并成功引入
电商平台。今年，产业园
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争取
在未来 5 年内，让村里的
人均收入翻一番。”钟秀梅
对加依村的未来充满信心。

库尔班·沙米西从事手
工乐器制作已有 10 年。通
过参加村里的合作社，他
已带动 15 人参与手工乐器
制作，成为村里的致富带
头人。“一把精品乐器能卖
到 1500 块钱，普通的也能
卖到四五百。”节目中，库
尔班·沙米西展示了都塔尔、坦布尔两款具有代表性的
手工乐器，并演奏了乐曲。

据悉，2019年底，阿克苏地区实现269个贫困村全
部退出、6.54万户24.66万人整体脱贫的目标。

下图：《说说我们村儿》第六期海报。
海外网 张子旭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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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力社会生活方式向绿色化转变

云平台兴起“低碳风”
本报记者 李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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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用户黏性，提升用户体验

付款方式越来越多样了
本报记者 叶 子

增强用户黏性，提升用户体验

付款方式越来越多样了
本报记者 叶 子

继美团支付、滴滴支付、多

多支付、字节支付上线后，华为

支付也来了。互联网和科技公

司纷纷布局移动支付，市场格局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志愿者协助就诊患者支付挂号费。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室外智能健身房人气高
位于江苏省东台市高新区的网界河智慧城市

生态公园室外智能健身房，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
锻炼。据悉，该室外智能健身房分设室外健身房
区、智能健身路径区、智能竞赛区、益智轨道棋
区等。

图为4月10日，市民正在体验智能竞赛车。
练益华摄（人民图片）

成都市“碳惠天府”微信小程序页面。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