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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碳普惠逐渐发展成为当前碳达峰碳中和主题下的热门研究方向。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工具分析了中国

知网(CNKI)数据库中2010~2022年期间我国在碳普惠方面的研究成果，结果表明：1) 碳普惠仍处于起

步探索阶段，虽然受气候变化整体研究进程加快的影响，近年来文献数量增加较快，但是发文数量总体

不多，且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化；2) 目前学者针对碳普惠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特定方法学领域、地方普

惠实施可行性研究和实践模式分析等研究领域；3) 未来，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达成“3060”双

碳目标，打造全民低碳的社会氛围，需注重加强碳普惠顶层设计与核算方法学研究，推动碳普惠交易市

场与碳市场的链接并做好风险防范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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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popular research direc-
tion under the current theme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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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graph tool,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arb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in the CNKI database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arb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CGSP)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stage, although affected 
by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overall research process of climate change,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has 
increas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issued is generally not much, and 
related research still needs to be deepened; 2) At present, most of the scholars’ research on (CGSP) 
systems focuses on specific methodological fields, feasibility studi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
cal inclusiveness and analysis of practice models; 3)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
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achieve the “3060” double carbon target, and create a 
low-carbon social atmosphere for the whole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strengthen-
ing the research of (CGSP) top-level design and accounting methodology, promote the link be-
tween the carb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trading market and the carbon market, and 
do a good job in risk preven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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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共同努力遏制温室效应，我国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提出“3060”双碳

目标，并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启动全国碳市场，随后围绕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出台了“1 + N”政策。虽

然我们采取了各种低碳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工业企业中，但是其效果似乎非常有限。如果采用基于消费

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法计算，全球约 2/3 的碳排放都与家庭排放有关[1]。2015 年 7 月广东省提出碳普惠

机制，这是一种新的激励机制，根据《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碳普惠制是指通过财政支持、

商业激励等方式，对社会公众节能降碳等绿色行为产生的减碳量予以量化并以碳惠形式进行奖励的制度

[2]。与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相比，CGSP(碳普惠机制)的发展范围，管理水平和标准有很大不同，

但相对容易为公众所接受[3]。因为广东省在我国最先进行碳普惠制试点尝试，并且大量学者以广东省碳

普惠为例展开学术研究，所以本文碳普惠制采用广东省发改委给予的定义，碳普惠制是指为小微企业、

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建立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

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机制。 
目前学者针对碳普惠制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特定方法学领域[4]、地方普惠实施可行性研究[5]和实践

模式分析等研究领域[6]。但是，目前鲜有学者对我国已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基于此，本文梳

理了国内 2010~2021 年期间有关碳普惠的系列文献，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据此探

讨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以期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2. 数据来源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总库的中文学术研究论文为基础，以可能涵盖碳普惠制研究的词条，“碳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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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个人碳交易”“个人碳账户”“碳币”“碳票”“碳积分”“绿色积分”为主题进行检索。考虑

到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 2010 年以前的碳普惠方面的中文学术研究论文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选取的研

究论文的时间尺度设为 2010~2022 年。经过系统检索、匹配并剔除重复性文献、报纸和会议等，本研究

最终筛选出 311 篇相关文献，并将有效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 

2.2.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使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文献分析，CiteSpace 是一款科学计量分析工具，相较于其

他的可视化工具又有其强大的优势，它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和对数据研究报告[7]。将中国知网的文献

导入软件，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研究作者及机构分析，关键词共现、突现和聚类分析，得到相应知识

图谱。并根据图谱展现的变化趋势分析不同时期的发文特征，揭示碳普惠研究进程。 

3. 我国碳普惠研究的总体特征 

3.1. 文献时序分布 

从图 1 看，自 2015 年以来，我国关于碳普惠的文章总量逐年增加，逐年最少增加 19 篇，最多增加

84 篇。根据年发文量特征，可以将我国碳普惠研究分为 3 个阶段。 
 

 
Figure 1. Literature publishes annual trend charts 
图 1. 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 

 
第一个阶段为 2010 年~2014 年，该阶段呈现缓慢起步的特征。发文量在 10 篇以下；2009 年 12 月哥

本哈根气候会议召开，我国提出 2020 在 2005 年基础上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下降 40%~50%的减缓行动

目标，气候问题再次引起我国学术界关注。2010 年 7 月 19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

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低碳省区和城市的研究逐步开启；2014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低

碳社区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开展的低碳社区试点争取达到 1000 个左右，择优建设一批国家级低碳示

范社区；低碳省区、低碳城市、低碳社区试点的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热题。 
第二个阶段为 2015 年~2020 年，该阶段为稳定发展阶段。发文数量在 13~23 篇，相较于第一个阶段

研究有所增加。2015 年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正式提出碳

普惠制；随后，在 2015~2020 年之间，全国以第一批和第二批开放碳交易试点的省份和城市为主，如北

京、湖北、天津、成都等，也开展了碳普制的探索，因此 2015 年碳普惠研究发文数量相较于前一个阶段

开始逐渐增加，主要研究领域为碳普惠方法学、碳普惠机制的可行性以及各省份碳普惠实践的思考等。 
第三个阶段为 2021 年~2022 年急速增长阶段，年发文量是 74~84 篇，明显高于前两个阶段。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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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正式提出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

法(试行)》等多份与碳市场建设相关的文件也在 2020 年年底结束了公开征求意见。2021 年 2 月 1 日，《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2021 年也被称为

碳中和元年[8]。各省市针对双碳目标和公众参与碳减排的探索范围变广，研究更加深入如碳普惠的法律

问题分析、林业碳汇与碳普惠机制联系等。 

3.2. 作者发文机构分析 

从图 2 来看，所选文献共有 257 个节点。节点数量即为作者数，节点大小表示作者发文量多少，节

点越大的作者发文量越多，研究越活跃。所选文献共有 257 个作者，单一作者的文章数量较多，少数文

章是多个学者合作研究的成果。节点最大的作者是陈德敏，其次是赵立祥、陶岚、范进、赵定涛、刘自

敏等 5 位学者见表 1 (发文数量相同的作者排名相同)，这些作者的论文数量比较多，是该领域比较有影响

力的学者。节点之间的链接表示协作关系，图谱共有 171 条链接，说明我国学者之间有一定的合作。网

络密度越高表示作者间合作关系越紧密，研究网络越健全，图谱网络密度为 0.0052，表示学者间的合作

不是很密切，尚未形成紧密合作网络。 
 

 
Figure 2.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has a picture of it 
图 2. 发文作者共现图 

 
Table 1. Author Top 3 table 
表 1. 发文作者 Top 3 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年份 

1 陈德敏 4 2012 

2 赵立祥 3 2014 

3 陶岚 3 2021 

4 范进 3 2013 

5 赵定涛 3 2013 

6 刘自敏 3 2018 

7 李军 2 2016 

8 钟茂初 2 2014 

9 朱朋虎 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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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0 刘琦铀 2 2020 

11 宋扬 2 2020 

12 徐健荣 2 2019 

13 都博洋 2 2021 

14 王磊 2 2021 

 
表 2 是发文机构排名前 4 的研究机构(同频次出现的关键词排名相同)，可以看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在 2013~2014 年开始发文数量最多，说明碳普惠制受到经济与

管理学科的青睐；其次是广州赛宝认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发文数量较多，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于 2013
年 6 月 6 日发布关于同意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予以自愿减排交易项目审定与核证机构备案的

函，开启了广州赛宝与广东省自愿核证减排方面的联系。广州赛宝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减碳量核算方法研

究[9]、碳普惠制核证减排机制的应用及协同效应[10]、碳普惠绿色通证生态模型[11]、碳普惠校园[12]、
碳普惠制的激励模式创新[13]等。最后，发文机构还包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中国人民银行、北京节能环保中心、浙江省发给委、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等，都有力

说明了，碳普惠制是众多高校管理学院、省市环保发展研究机构的重点关注对象。 
 

Table 2. Publisher Top 4 form 
表 2. 发文机构 Top 4 表 

序号 机构 频次 年份 

1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5 2014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5 2013 

3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4 2020 

4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 2014 

5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3 2012 

6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3 2010 

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分中心 2 2021 

8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节能环保劳卫研究所 2 2019 

9 中共韶关市委党校 2 2019 

10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2 2014 

11 北京工业大学 2 2016 

12 中国人民银行 2 2021 

13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 2 2022 

14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2018 

15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 2016 

16 浙江省发改委 2 2021 

17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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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热点分析 

本研究以 84 份上海市碳达峰相关政策为分析样本，首先对政策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单元编码，然后再

对符合的政策编码进行定量统计。 

3.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可以看出该研究领域内的高频热点，反映该研究领域的主流方向[7]。利用 Citespace，对

311 篇文献进行分析，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如图 3。在图中 N = 311，E = 478 (Density = 0.0099)，表示关

键词有 311 个，边线数量有 478 个。在 311 组关键词中，笔者又整理出了词频大于等于 5 的前 28 组关键

词如表 3。网络密度越高，意味着关键词间相关性越强，图谱中网络密度为 0.0099，说明关键词间联系

不紧密，相关性低。关键词大小代表关键词中心度高低如图 3，从结果来看，碳积分是中心度最高的关

键词，其次是碳减排、碳中和、碳普惠、碳交易、区块链等，说明我国碳普惠研究与碳积分、碳减排、

碳中和、碳交易和区块链等方面内容密切相关；排名前 10 的关键词按照出现频次排名如表 3 所示(同频

次出现的关键词排名相同)，发现排首位的是碳中和，可以看出在 2021 年碳中和成为碳普惠领域研究的

最大热点。其次发现与碳普惠机制研究相关的关键词如低碳生活、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与碳普惠机制

的普惠对象小微企业、个人密切相关；广东省、支持工具、交易机制、林业碳汇等与广东省率先进行碳

普惠制试点有关；区块链、信用贷款、普惠金融等关键词说明碳普惠机制研究在重视与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金融发展相融合。 
 

 
Figure 3. Keywords are presented in the graph 
图 3. 关键词共现图 

 
Table 3. Keyword Top 10 table 
表 3. 关键词 Top 10 表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年份 

1 碳中和 39 0.17 2021 

2 碳积分 37 0.36 2010 

3 碳减排 28 0.22 2017 

4 碳普惠 18 0.15 2018 

5 普惠金融 18 0.0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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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6 碳交易 16 0.13 2010 

7 碳普惠制 16 0.08 2016 

8 碳市场 13 0.09 2012 

9 区块链 11 0.09 2016 

10 低碳行为 11 0.09 2015 

11 减排量 11 0.06 2012 

12 小微企业 11 0.02 2021 

13 碳排放 9 0.06 2010 

14 低碳生活 8 0.08 2017 

15 信用贷款 7 0.01 2022 

16 碳减排量 7 0.05 2021 

17 绿色出行 7 0.05 2014 

18 广东省 6 0.01 2016 

19 低碳转型 6 0.05 2015 

20 支持工具 6 0 2021 

21 垃圾分类 6 0.04 2015 

22 碳币 6 0.07 2010 

23 低碳经济 6 0.06 2010 

24 低碳发展 5 0.02 2015 

25 减碳量 5 0 2017 

26 交易机制 5 0.01 2012 

27 林业碳汇 5 0 2018 

28 碳达峰 5 0 2021 

3.3.2. 关键词聚类图 
为挖掘各研究热点间的深层次联系，图 4 使用 CiteSpace 的 clustering 功能进行了关键词聚类分析。

由于所选期刊均为中文期刊，所以采取了 LLR 算法下的 K 聚类，选取 10 个标签。该图谱的 Q 值为 0.6695 
(大于 0.3)，表示聚类结构显著，S 值为 0.9208 (大于 0.5)，表示聚类结构合理，关键词间既有联系又保持

独立。10 个标签中最大的聚类是碳积分，说明该主题是最热研究点，碳积分、碳减排、碳币、碳普惠、

碳普惠制是排名前五的聚类，并与其他研究热点交叉结合，多元发展，这与图 3 所得结论相一致。 

3.3.3. 关键词突现分析 
从图 5 关键词突现图发现，爆发次数最早是“碳币”，始于 2010 年，结束在 2014 年，而“碳普惠

制”开始于 2016 年，结束在 2019 年，说明碳币研究是碳普惠制的前身。2015 年 7 月份广东省发给委提

出碳普惠制，于 2016 年碳普惠研究开始爆发，如图 1 所示。随着碳普惠机制试点发展，碳普惠机制对数

据处理的需求暴露[14]，如涉及到个人减碳量的登记核算等问题，同时区块链技术在 2015~2018 年进入

主流研究阶段，该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和分布式记账的特点，从 2019 年开始，学者思考区块链技术与碳普

惠结合的运行机制，说明该阶段学者和机构对碳普惠运营的难题和期望从技术的角度寻求突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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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lustering graph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 

 

 
Figure 5. Keyword highlight chart 
图 5. 关键词突现图 

4. 我国碳普惠主要领域进展 

4.1. 碳普惠机制理论研究 

碳普惠制就是在现有碳交易核心内涵和范围上的延伸，即由生产领域的减排约束延展到普通民众的

低碳生活激励。靳国良(2014)指出，碳交易普惠制指在建立一套长期信用体系[16]；刘海燕，郑爽(2018)
认为，碳普惠制是指以识别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绿色低碳行为作为基础，通过自愿参与、行为

记录、核算量化、建立激励机制等，达到引导全社会参与绿色低碳发展的目的[17]。除了学界外，我国碳

普惠制试点区域的政府主管部门在出台相关政策时，也对碳普惠制进行了界定，如广东省发改委(2015)
就提出，碳普惠制是指为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

建立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机制[3]。为了更好理解碳普惠制，刘

国辉、陈芳(2022)指出碳普惠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区别，碳普惠制本质上是一种对低碳行为进行正向激励引

导和行为改造的机制，它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区别可以从基础理论、实施对象和实施侧重点上进行区分[18]；
不难发现，碳普惠制是一个人为推动形成的创新性机制，核心在于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对公众绿

色低碳行为进行普惠性质奖励，以最大程度发起全社会参与节能减碳的积极性。 

4.2. 碳普惠方法学研究 

计算碳减排量的关键在于碳方法学，我国累计备案的碳方法学有 200 多种，但主要集中在生产端碳

排放计算，大量低碳消费行为的减碳量计算缺乏相应的方法学。在碳普惠方法学方面，我国碳普惠方法

学主要集中在交通出行、节能家电、清洁能源使用这三个方面，学者分别对市民乘坐地铁出行减碳量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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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居民公交车出行减碳量核算方法、城市共享单车出行碳减排量核算方法等进行了研究[19] [20] 
[21]。但是我们也发现，碳普惠方法学的统一性有待增强。目前，同一领域的碳普惠方法学之间相容性较

差，存在碳减排量无法统一衡量的问题[18]。截止 2022 年 8 月 4 日，已经公开发布的碳普惠方法学共有

24 个如表 4，其中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第一批)共有 13 个未在图表中展开。 
 

Table 4. Summary of carb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methodologies 
表 4. 碳普惠方法学汇总 

序号 省份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1 广东省 《广东省林业碳汇碳普惠方法学(2020 年修订版)》 2020/4/1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 广东省 《广东省废弃衣物再利用碳普惠方法学(试行)》 2020/11/1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3 广东省 《广东省使用家用空气源热泵热水器碳普惠方法学 
(2019 年修订版)》 

2017/9/1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4 广东省 《广东省使用高效节能空调碳普惠方法学(2019年修订版)》 2019/7/1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5 广东省 《广东省自行车骑行碳普惠方法学》 2020/4/1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6 广东省 《广东省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碳普惠方法学》 2019/7/1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7 深圳市 《深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 2021/1/12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8 深圳市 《深圳市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方法学(试行)》 2022/6/1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9 青岛市 青岛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 2022/4/29 青岛市发改委、环资委 

10 成都市 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项目方法学(第一批) 2020/10/1 成都市生态环境厅 

11 北京市 北京市低碳出行方法学 2022/4/1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12 重庆市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重庆市“碳惠通”方法学(第一批) 2021/9/15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4.3. 碳普惠试点实践研究 

4.3.1. 碳普惠政策梳理 
2022 年 8 月 4 日以前，从北大法宝网和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各省与地方的人民政府、人大、

生态环境局及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官方网站，共搜集整理碳普惠相关文件 89 份，(其中广东省 9 份、

深圳 6 份、湖北 8 份、北京 8 份、上海 14 份、天津 3 份、重庆 3 份、四川省 6 份、山东省 4 份、江西省

7 份、浙江省 7 份、河北省 3 份、河南省 4 份、海南省 3 份)鉴于文章篇幅，以广东省为例进行政策梳理

如表 5，目前广东已形成自己的政策体系如图 6。 
 

Table 5. Summary of Carb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Polic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表 5. 广东省碳普惠政策汇总 

序号 政策名称 发布部门 时间 

1 关于印发《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04.06 

2 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01.22 

3 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办法的通知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 
广州市黄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黄埔区分局等 

2021.05.12 

4 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广州市人民政府 2021.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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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5 关于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积极服务落实“六保”任务坚决

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0.07.23 

6 关于促进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广州市人民政府 2019.07.16 

7 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9 

8 关于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管理的暂行办法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4.14 

9 关于印发《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5.07.17 

 
2015 年 7 月，广东省发改委印发《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广东省碳普惠制试点建

设指南》，迈出了我国碳普惠制的第一步，《实施方案》和《指南》构建了广东省碳普惠制度的基本框

架[22]。明确要建设全省统一的碳普惠制推广平台、碳普惠核证减排量交易机制和商业激励机制，开发相

应的碳普惠方法学，并选取社区(小区)、公共交通、旅游景区、节能低碳产品作为碳普惠制试点领域，正

式启动碳普惠试点工作。 
2016 年 1 月，在《关于首批碳普惠制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中选取广州、东莞、中山、惠州、韶关、

河源作为首批试点，开展试点工作。 
2017 年 4 月，广东省发改委印发《关于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管理的暂行办法》，明确省级碳普惠制

核证减排量(下称“PHCER”)可作为广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补充机制，用于抵消纳入碳市场范围

控排企业的实际碳排放。 
2018 年 8 月，为了进一步深化碳普惠制试点工作的思路及完善碳普惠制核证减排量相应管理制度，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暂停受理省级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备案申请。 
 

 
Figure 6. Guangdong province carb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policy system 
图 6. 广东省碳普惠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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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恢复受理省级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备案申请的通知》，恢

复省级碳普惠核证项目申请。 
2022 年 4 月，经过多年试点的经验积累，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

明确碳普惠的管理和交易，并指出要积极推广碳普惠经验，推动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碳普惠合作机制。 

4.3.2. 碳普惠制实践平台 
随着碳普惠制试点逐步取得进展，各个地区的碳普惠应用平台涌现，如表 6。可以将综合性碳普惠

制分为政府推动型和企业推动型两种[23]，按照这两种分类对国内现有的普惠制平台进行了搜集和整理，

并对其使用场景和数据记录方式进行了调查，发现政府端的平台优势为具有权威性，容易获得居民信任；

与各个试点城市碳交易所进行合作，解决低碳行为的量化问题；与一些生活领域中的大平台进行合作，

减排场景丰富，同时记录更加方便。缺点在于激励效果有限，碳普惠平台中入驻的商家很少，能够通过

碳积分或者碳币兑换的礼品种类比较少。企业推动型应用的优点是激励方式更加多样、有趣，比如蚂蚁

森林的公益种树、种植海洋植物；绿喵生活平台中丰富的礼品种类(生活用品、涉及衣食住行、娱乐等)
和公益方式(如给河豚喂鱼、保护红树林等)，以此更能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其缺点是不具备政府的公

信力和推广力度，成本高；在数据转化和登记方面不具备科学的核算和认证。 
 

Table 6. Summary table of Carb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applications in China 
表 6. 中国碳普惠应用汇总表 

序号 应用名称 发布单位 推动主体 地区 

1 碳碳星球(湖北省小程序) 湖北碳交所 政府碳普惠 湖北 

2 广东碳普惠(小程序) 广东省碳交所 政府碳普惠 广东 

3 普惠天府(四川成都) 四川碳交所 政府碳普惠 四川 

4 浙江碳普惠 浙江发改委 政府碳普惠 浙江 

5 北京交通 MaaS 普惠平台 北京交通委与高德合作 政府碳普惠 北京 

6 深圳市居民用电普惠平台 南方电网 政府碳普惠 深圳 

7 绿宝碳惠(江西) 江西省公共机构 政府碳普惠 江西 

8 碳惠通(重庆) 重庆碳交所 政府碳普惠 重庆 

9 保定碳普惠(河北省保定市)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 政府碳普惠 河北 

10 津碳行(天津市) 天津发改委 政府碳普惠 天津 

11 昆明低碳积分(云南昆明) 云南发改委 政府碳普惠 云南 

12 低碳国美(低碳校园) 中国美术学院和阿里云 企业碳普惠 浙江杭州 

13 联想乐碳圈(低碳企业) 联想 企业碳普惠 全国 

14 低碳 e 点 国家电投、腾讯 企业碳普惠 全国 

15 碳账户(员工碳普惠) 碳阻迹与北汽集团 企业碳普惠 北汽集团 

16 碳账户(员工碳普惠) 碳阻迹与港口集团 PSA 企业碳普惠 港口集团 

17 银行碳普惠 衢州市辖银行业金融机构 企业碳普惠 浙江衢州 

18 银行碳普惠 日照市辖银行业金融机构 企业碳普惠 山东日照 

19 咸鱼个人碳账户 阿里集团 企业碳普惠 闲鱼 APP 

20 绿喵生活 颖投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碳普惠 上海 

21 蚂蚁森林 阿里巴巴集团 企业碳普惠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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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碳普惠制试点研究 
目前，国内碳普惠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仅有极少数地区进行了试点工作[24]。对碳普惠制试点的

研究主要包括地方普惠实施可行性研究和实践模式分析研究领域。对地方普惠实施可行性研究方面，更

加注重所研究城市或省份碳普惠机制的设计框架和应用场景；李艳丽、陈伟航(2022)从明确参与主体、低

碳行为识别、低碳行为量化、确定奖励机制、完善交易机制 5 个方面出发，在研究分析现有城市碳普惠

制实践经验基础上，结合雄安新区实际情况，提出属于雄安新区的碳普惠制生活低碳管理框架设计方案

[25]。周吉、许自豪等(2022)在系统梳理分析全国各地政府、公众、企业三个层面“数智控碳”平台的基

础上，建议江西将“数智化减排控碳机制”纳入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一号发展工程”，探索数智化赋能

碳达峰碳中和的“江西模式”[26]。林玉玲(2021)认为中山市打造国家级低碳城市应进一步完善统筹协调

机制，必须加强管理力量，推进战略协同，推进制度和政策协同，强化导向协同，强化行动协同[27]。韩

会娟(2021)针对碳普惠工作，结合既有的节能低碳措施，提出了一些上海市碳普惠建设设想[5]；邱巨龙、

陈仁坦等(2020)对比分析国内外碳普惠发展现状，又分析了我国现有碳普惠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从普惠行为定义、行为量化、系统平台、激励机制、运营模式等方面提出了江苏省开展碳普惠的

基本路线图[6]。其中对碳普惠实践模式分析方面，主要包括对试点城市碳普惠实施过程中所遇问题的剖

析和未来发展的展望，路雪冰(2019)提出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市场化运作存在一定问题，认为企业应该顺

应碳普惠发展趋势[28]；刘宝林(2017)总结了广东省碳普惠机制的运营模式，提出碳普惠机制有助于城市

节能健康发展[29]；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为实现我国 3060 双碳目标，碳普惠是重要的载

体。碳普惠制利用“互联网 + 大数据 + 碳金融”的方式，调动公众积极加入全民节能减排行动，自愿

践行低碳生活，激励对资源占用少或为低碳社会创建做出贡献的公众和企业，既通过消费端带动生产端

低碳，又通过需求侧促进供给侧技术创新，是碳市场等强制减排行动之外的重要补充，也是实现绿色低

碳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碳普惠逐渐成为全国各地的工作重点和专家学者的研究热点[30]。本文以助力城

市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实现碳中和为目标导向，从回顾性分析视角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10~2021 年期

间 CNKI 中的 311 篇碳普惠相关文献进行了知识图谱分析，梳理了我国碳普惠研究的总体特征，从碳普

惠理论研究、碳普惠方法学、碳普惠试点实践等方面研究揭示了我国碳普惠的实践和研究进展。研究结

果表明：1) 碳普惠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虽然受气候变化整体研究进程加快的影响，近年来文献数量增

加较快，但总体发文数量不多，且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化。2) 目前碳普惠研究领域的学者数量不多，影响

力比较大的是陈德敏、赵立祥、陶岚、范进、赵定涛、刘自敏等学者，虽然有些学者已形成了一定规模

的研究团体，但是大部分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尚不紧密，合作网络有待巩固加强，同时得益于试点城市

前期积累的经验和人才培养，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已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力军。3) 碳普惠研究的核心主题

是碳积分，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碳普惠理论、碳减排、低碳行为、碳普惠机制框架等，其中碳普惠机制

的框架设计受到长期关注，研究较充分，并且各研究热点互相影响，共同推动碳普惠研究的多元发展。 

5.2. 展望 

未来我们应该加强碳普惠顶层设计的研究，出台相应政策规范为地方碳普惠制探索提供指导；在碳

普惠方法学方面加大研究力度，解决更多低碳行为的核算难问题；碳普惠具有战略性和整体性，国家和

政府应增加在该领域的投资，解决技术难题，并培养专业人才，为我国碳中和目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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