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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视角下我国居民碳普惠:内涵、框架体系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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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碳”目标是我国基于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

要促进作用。 文章围绕居民碳普惠这一当前“双碳”背景下的热点研究问题,从居民碳普惠的概念、内涵、作用与意义三个视

角分别展开分析,提出了对绿色支付、居民碳普惠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居民碳普惠的框架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了居民

碳普惠“一体两翼”的框架体系,并对我国居民碳普惠发展的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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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双碳”战略目标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2020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

大会上宣布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碳减排目

标,这标志着我国 “双碳” 战略目标的正式提出。
2021 年全国两会上,碳达峰与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也将碳达峰与

碳中和纳入,“双碳”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碳达峰与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

重大战略决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

性变革。 为了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我国需要改变

能源结构,大幅降低传统化石能源使用,大力发展新

能源;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力发

展碳移除技术,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开发碳捕捉、利
用和存储技术;转变居民生活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

社会。 当然,不论是转变发展方式,还是调整产业结

构、能源结构,都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持。 金融是

实体经济的血脉,是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

型、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重要助推器。 “双碳”目
标下,各类型企业都面临绿色低碳发展要求,企业的

绿色低碳转型涉及融资贷款、支付结算等各类金融

需求[1],金融能够发挥资金价格的“指挥棒”作用,
利用间接融资工具、直接融资工具等多种不同方式

引导更多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向绿色产业,为企

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由于企业生产活动具有碳排放量大、政策可操

作性强等特点,当前我国明确将石化、化工、建材、钢
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八大重点高耗能行业纳入

碳减排重点管控对象。 一方面,碳达峰与碳中和时

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我国需要将石化、化工等碳排

放大户作为首要抓手推动企业端碳减排;另一方面,
企业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居民消费,碳排放产生

的终极源头也是居民消费,如何尽快引导我国居民

生活与消费行为实现低碳绿色根本性转变是一个愈

发紧迫的问题。 居民在交通出行等日常生活消费领

域的行为会产生直接碳排放,居民在衣、食、住、用等

方面的消费行为会产生间接碳排放,居民生活消费

行为实际上很大程度主导着市场供需。 若我们不能

积极引导居民转向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企业端将很

难真正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消费领域的

碳排放逐渐增加是确定性趋势,这不仅会抵消一部

分企业端碳减排效果,后续也会不断抬高碳达峰与

碳中和的成本和难度。
基于当前我国“双碳”战略目标与绿色低碳发

展的研究背景,首先,本文从概念、内涵、作用与意义

三个不同视角分别对我国居民碳普惠展开分析,给
出了对居民碳普惠、绿色支付的定义,其中对绿色支



付这一新概念进行定义目前在学术论文中还未见;
其次,本文提出未来居民碳账户预计将成为与居民

当前资金账户和信用账户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三大账

户之一的新颖观点。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居民碳普

惠的框架体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国居民碳普惠

“一体两翼”框架体系这一新颖的学术观点。 最后,
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碳普惠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给出了有针对性的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为国内

学术界对该议题的进一步探索提供参考。

二　 绿色消费与居民碳普惠

(一)绿色消费与绿色支付

绿色消费是指居民在消费活动全过程中贯彻绿

色低碳理念的消费行为,一般来说涉及衣、食、住、
行、用五个日常生活领域。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

社会消费,而居民的消费行为是碳排放的主要源头

之一,绿色消费是降低居民经济活动碳排放的关键

举措。
消费活动离不开支付,支付撬动起商业经济活

动。 支付具有广泛链接居民个人、各类商业和公共

服务场景的突出特点[2],这一特征也使得支付能够

成为引导支持绿色消费场景、激发居民低碳消费意

向、推动居民绿色消费的重要金融工具与助推器。
在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背景下,产生于绿色低碳生

活场景下的绿色支付将会进一步推动居民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的转变。 2021 年 8 月 17 日,中国支付清

算协会发布 《创新绿色支付服务, 助力绿色发

展———支付清算行业支持双碳战略、推进绿色支付

倡议书》,号召支付市场主体应主动把握碳达峰、碳
中和机遇,创新绿色支付服务,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生

产,创造性推动绿色发展,这是绿色支付首次被正式

提出,但在这份倡议书中并未提及对绿色支付的具

体定义。 根据 2005 年 10 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中对电子支付的定义,本
文提出一种对绿色支付的定义,即绿色支付是指在

当前以移动支付、网上支付等为代表的电子支付基

础上,吸纳、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对企业、居民个人发

起的能够产生绿色效益的绿色消费行为并实现其货

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的金融交易过程。 绿色支付的发

展涉及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等

多方面领域,有利于调动社会居民践行低碳、绿色的

生活消费理念,助力我国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步伐。
(二)居民碳普惠定义与内涵

目前居民碳惠普的概念还未见有专门定义,碳

普惠概念在学术界也还未形成共识,张艳梅、韩会娟

等均认为碳普惠是对小微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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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曾红鹰等认为碳普惠是指

对居民或企业的低碳行为给予与其碳减排量挂钩的

奖励,是一种促进生活领域降低碳排放的正向引导

激励机制[5];张玲认为碳普惠是指通过政策鼓励、
商业激励和市场交易的有机结合,合理量化居民个

体或小微企业的日常节能减排行为,鼓励居民践行

低碳生活的一种正向引导机制[6];邱巨龙等认为碳

普惠是在围绕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绿色消

费行为上建立的一套长期信用体系,通过自愿参与、
数据采集、行为量化、普惠激励等一系列办法,鼓励

和引导全社会参与绿色发展,构建全民参与、共建共

享的社会氛围[7]。
近年来我国碳普惠试点区域的当地政府主管部

门在出台相关碳普惠政策时,也有对碳普惠含义进

行过描述。 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 2018 年发

布的《广州市碳普惠制管理暂行办法》中指出,碳普

惠是指通过财政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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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惠形式进行奖励的制度[8];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在

2021 年印发的《重庆市“碳惠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平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指出,碳普惠是指

社会自愿广泛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为,依据特定的

方法获得碳信用的制度,包含碳普惠行为的确定、碳
普惠行为产生的减排量的量化及获益等环节。

综合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于碳普惠概

念的界定,本文提出一个居民碳惠普的定义:居民碳

普惠是指基于居民自愿参与的原则对居民的绿色低

碳行为进行收集、识别与记录,并进一步量化核证为

一定数量单位的自愿碳减排量,借助国家财政支持、
商业资金支持等普惠激励方式,可以将居民的自愿

碳减排量转换用于交易、兑换商业优惠等,推动和引

导全社会居民积极参与绿色低碳发展。
从上述对居民碳普惠的定义来看,居民碳普惠

实质上是借助市场化机制为居民的绿色减碳行为给

予一定价值激励,是低碳权益惠及居民的具体表现。
居民的绿色低碳行为并非一定是带有即时支付结算

属性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消费行为,比如商品购买;也
可以是带有延时支付结算属性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消

费行为,比如水、电、煤消费行为;还可以是一般的非

消费行为,比如步行、能够产生碳汇的公益性植树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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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
(三)居民碳普惠的作用与意义

作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种探索性机制,居
民碳普惠通过市场化手段正向引导居民的绿色低碳

行为,旨在最大程度调动起全社会践行节能减碳的

积极性。
居民碳普惠通过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激励

机制,能够逐步发展形成包括居民、政府、商业机构、
金融机构等在内的多方市场主体参与的、平台化的、
具有可持续性的碳普惠生态圈并能够建立起一套具

有广泛应用场景的居民碳信用体系。
居民碳普惠是对当前企业生产领域碳减排机制

的重要补充,是对现有国内碳市场交易制度的延伸

与扩展尝试,对加快形成居民绿色生活方式具有重

要意义。
居民碳普惠能够给相关市场参与主体带来可观

的社会经济效益:一是居民侧,居民能够从日常绿色

的低碳行为中持续收获可兑换、可交易的自愿碳减

排量;二是商业机构侧,商业机构能够获得更高的客

户粘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利润;三是政府侧,从社

会效益角度,能够加快绿色低碳产业链的形成,进一

步推动大量现有高碳行业企业的主动绿色转型。

三　 我国居民碳普惠框架体系

目前我国居民碳普惠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为
了更好地推动我国居民碳普惠创新实践与可持续发

展,有必要对居民碳普惠的构成与框架体系做进一

步深入研究。 本文认为,我国居民碳普惠体系可以

归纳为“一体两翼”:一个主体包含一份清单、一项

标准、一套制度、一个账户、一个平台,两个翼是指碳

信用和碳金融。
(一)我国居民碳普惠的“一体”
1. 一份居民碳普惠行为清单

居民碳普惠行为清单是指能够纳入碳普惠的各

种类型的居民绿色低碳行为,这些行为能够后续有

效地被开发为标准化的绿色低碳场景。 制定完整、
合理、可落地的居民碳普惠行为清单是推动居民碳

普惠行稳致远的基本前提。
居民碳普惠行为清单应尽量完整,纳入与居民

衣、食、住、行、用等生活消费领域密切相关的绿色低

碳行为,这样能够尽可能多的覆盖具有不同生活消

费习惯的居民群体。
居民碳普惠行为清单在完整性的基础上还要满

足后续对具体碳排放行为的可计量原则。 清单中的

各项绿色低碳行为都应该能通过技术手段快速获取

相应数据,这些数据也能够通过明确的核算方法进

行量化计算和转换。
2. 一项居民碳减排核算标准

居民绿色低碳行为产生的碳减排量核算还缺少

国家制定发布的统一核算标准。 目前国内一些碳普

惠试点地区开发的居民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大多存在

差异[9],此外基本上将核算结果通过碳积分的形式

计量[10],后续碳积分累计规则、兑换规则又不相同,
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各试点地区居民碳减排的总量

核算、统计对比以及各试点地区间的碳积分兑换流

通,也为今后国内居民碳减排量的统一归并工作增

加难度。
3. 一套居民碳账户与开立制度

居民碳账户是界定居民个体绿色低碳贡献、减
碳责任和碳排放权边界的数字治理工具。 居民碳账

户天生带有金融属性,是从碳维度对低碳经济活动

的价值评估,能发挥出金融优化低碳资源配置的功

能。 居民碳账户能够正向引导居民在日常消费决策

过程中更加倾向绿色消费,居民一旦完成绿色低碳

行为,其碳账户中便可以计入经过核算后的自愿碳

减排量,绝大多数试点机构会将其进一步换算为一

定数量的可用于后续权益兑换的碳积分进行显示。
目前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有两大账户,分别

是银行资金账户和个人信用账户,未来居民碳账户

预计将会成为与居民资金账户、信用账户重要性并

列的第三大账户。
目前国内居民碳账户建设还处于探索过程中,

牵头主体主要有包括商业银行、中国银联等在内的

金融机构,蚂蚁金服等为代表的商业机构,深圳市、
浙江衢州市等为代表的政府部门。 居民碳账户的具

体建设模式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由商业机构自

行建设,居民碳账户设置在商业机构管理;第二类是

政企合作模式,由当地政府牵头,联合当地商业机

构、金融服务机构等共同搭建,居民碳账户设置在政

府公共平台进行管理;第三类是由商业银行发起,联
合相关生活场景的商业机构参与建设,居民碳账户

设置在商业银行进行管理;第四类是由行业性金融

组织机构(比如中国银联)发起,联合其各个商业银

行成员机构共同建设,居民碳账户设置在行业性金

融组织机构进行具体管理。
居民碳账户的开立目前尚未出台相应的制度,

建议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考虑尽快制定并出台全国性

的居民碳账户相关管理制度与具体建设标准。 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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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或是商业机构单独建设居民碳账户并不能

完全覆盖居民碳账户所需绿色低碳行为数据源的全

部生活场景,各个试点机构碳积分转化方式、兑换权

益比例等也不相同,很难实现各机构碳积分间的互

换与流通,建议应逐步建立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的、
全国统一的居民碳账户,避免各个地区、相关行业针

对居民碳账户的重复建设。
4. 一个居民碳账户平台

居民碳账户的落地与推广,不仅需要借助于绿

色金融科技搭建居民碳账户系统平台,还需要依托

一体化的碳账户平台生态圈铺设与拓展。
居民碳账户系统平台主要功能包括居民绿色低

碳行为数据收集、低碳行为量化核证、碳减排量换算

碳积分,碳账户管理、碳积分交易与兑换、与外部平

台场景接口交互等。 在绿色金融科技应用方面,利
用大数据与实时计算技术,可以完成居民低碳行为

数据的实时获取与模型计算[11];利用 API 接口技术

实现与外部绿色生态合作伙伴系统平台间的快速无

缝接入;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使碳积分的交易与兑

换透明化、可追溯;利用 SM2、SM3 等国密算法可以

对数据传输全程加密并有效保障居民个人数据信息

安全。
居民碳账户生态圈构建离不开与居民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各类商业机构的加入,需要打通各生态

参与方之间的场景渠道,为居民提供广泛的绿色低

碳场景和丰富多样的碳普惠权益资源。 在绿色低碳

场景覆盖面上,目前已开发的主要有个人步行、线上

生活缴费、乘坐公交地铁、乘坐高铁、共享单车骑行、
新能源车出行等基于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生

活、绿色公益等具体场景。
(二)我国居民碳普惠的“两翼”
1. 居民碳信用

居民碳信用是指国家指定公共机构平台根据居

民碳账户汇总反馈的居民绿色低碳行为记录来计算

生成居民的碳信用情况,相关金融或商业等机构经

过居民授权同意后可以通过国家指定公共机构平台

查询和使用居民碳征信报告。 居民碳信用将居民碳

减排行为纳入社会个人综合评价体系,是对我国目

前居民个人公共信用记录体系的进一步补充与完

善,是对我国居民碳普惠体系的创新探索,是推动居

民碳账户加快推广应用的有力举措之一。
以碳信用为核心,我国可以统筹建立居民碳账

户的标准化征信体系,综合评估全社会居民的碳减

排行为。 金融或商业等机构可以借助居民碳征信报

告全面掌握居民日常绿色低碳行为情况,可以为差

异化绿色信贷审批、政策性碳普惠权益获取、商业性

绿色权益兑换等提供可操作性方法。
2. 居民碳金融

居民碳金融是指通过参与全国性碳交易市场、
研发居民个人碳金融产品等方式来提供与居民碳减

排量相关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居民碳金融作为我国

居民碳普惠“一体两翼”框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进一步挖掘居民碳减排量的潜在应用价值、拓
宽居民碳普惠生态圈的边界,可以不断提升与居民

碳减排量相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关注度。
金融机构可以探索开发基于居民碳减排量的各

类质押、债券、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服务[12],不断创新

居民碳减排量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 居民碳普惠

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支持并尽

快引导将居民碳减排量纳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不断完善基于居民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的交易

机制。 目前,广东省、深圳市政府部门已出台发布了

有关碳普惠核证减排量管理的相关暂行办法,将碳

普惠核证自愿减排量纳入所在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以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品种,鼓励企业通过购买

居民碳普惠减排量来实现对其碳排放配额的抵消与

补充。

四　 我国居民碳普惠政策建议

第一,居民碳普惠建议应由国家统一牵头与监

管,出台专项发展规划、拟定具体推进政策,其中居

民碳普惠行为清单、居民碳减排核算标准、居民碳账

户开立与管理办法等政策可以尽快出台并落地

实施。
第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进一步研究当前居

民碳普惠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足的现状并出台相关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居民碳普惠领域的具体实施细

则,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投入、商业机构提供权益

让利的半商业化运营模式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三,重视和加强居民绿色低碳行为数据的个

人隐私与数据安全保护。 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

平衡个人隐私、数据精准度、数据安全三者之间的难

题,为了全面掌握居民的碳足迹、准确核算居民每一

次绿色低碳行为的碳减排量,不可避免地需要获取

到包括一些居民个人隐私在内的行为数据,比如居

民绿色出行信息中的时间、位置、线路、站点等数据

要素;在居民绿色低碳行为数据的传输、存放与查询

使用过程中,同样涉及数据安全、不同数据要素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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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程度与使用限制等问题。 居民绿色低碳行为的个

人隐私与数据安全保护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将直接影

响到居民参与碳普惠的积极性与持久性。
第四,加快推动数字人民币在居民碳普惠场景

的应用,让数字人民币成为助力居民提升绿色低碳

生活理念的创新引擎与重要抓手。 作为由中国人民

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数字人民币具有

清洁环保、高效便捷、安全性高等特点,不仅能够降

低货币制造、流通和存储成本,还能降低交易成本、
提升交易效率,是天然具备绿色、低碳、普惠标签的

重要金融基础设施。 2020 年 10 月数字人民币在深

圳市首次开展公众大规模试点测试以来,数字人民

币试点测试地区范围不断扩大,截至 2022 年 4 月

底,已有 20 多个城市加入试点,使用场景覆盖生活

缴费、餐饮服务、公交地铁出行、购物消费、酒店旅

游、外卖、在线买菜、共享单车、二手商品回收、政务

服务、网络购买景点门票、预约办公等居民日常生活

领域。 部分参与试点的商业机构还围绕居民绿色出

行、绿色办公、绿色就餐、绿色捐赠、低碳红包等场

景,对居民的绿色低碳消费行为给予一定的数字人

民币低碳奖励,将居民绿色低碳行为和数字人民币

正向激励结合起来,探索激活数字人民币的低碳普

惠社会价值。 随着越来越多商业机构围绕数字人民

币开展绿色创新与资金奖励激励,数字人民币将在

更多居民绿色低碳生活场景得到应用,会激发更多

居民提升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的积极性。 数字人民币

对提升居民绿色低碳消费行为有长效拉动作用,可
能产生新的扩散性蓝海效应,数字人民币赋能居民

碳普惠的功能会大大强化,将推动加快全社会绿色

低碳发展步伐。
第五,建议加快研究居民碳配额制度,推进居民

碳配额试点方案尽快落地。 居民碳配额是指为居民

设定一个约束性的碳配额阈值,若在一定时间周期

内(比如一年)该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总量

超出这个阈值、发生碳配额短缺的情况,居民需要从

碳交易市场上有富余碳配额的居民手中购买所需的

碳配额来进行消纳。 在当前“双碳”目标导向与社

会绿色转型发展大背景下,我国的能源结构、产业发

展规划等都面临着很大的转型压力,如果仅仅依靠

以生产侧企业减排为主、以采用正向激励手段的居

民自愿碳减排为辅的碳减排整体推动策略还不够完

善,我国的碳减排整体政策设计应重视和兼顾居民

消费侧,需要更多认识到居民碳减排具有量小但面

广的特点,居民侧生活与消费行为转变蕴藏着巨大

碳减排潜力。 当前正在试点推进的居民碳普惠是面

向居民个人低碳生活和消费领域的自愿碳减排机

制,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与社会公共平台机构能够提

供的一些政策性权益激励需要占用政府财政投入资

源,各家商业机构推出的碳减排权益更多的是出于

对自身商业化运营策略的考量,以实现引流促销、提
升客户粘性、扩展增值业务等为主要目的,这些都属

于正向激励性质的碳减排手段。 考虑到一旦商业机

构持续性的碳减排权益资源投入无法带来可预期的

商业回报、政府投入资源的有限性、公共服务权益的

相对稀缺性等因素,居民碳普惠的试点与推广将会

遇到诸多现实困难。 居民碳配额作为一种反向约束

性制度,如果能尽早试点推动落地,为居民设置整体

碳排放量限制,引导居民自觉主动选择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将正向激励性的低碳权益和反向约束性的

低碳义务进行绑定,以居民绿色碳资产变现来消纳

其他个体或控排企业的碳排放配额、换取商业优惠、
兑换公共服务等,将对居民碳普惠试点与后续推广

工作带来较大的推动作用。

五　 总结与展望

202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印发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对推进碳达峰

工作作了总体部署,行动方案中提出重点实施的十

大行动之一即是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增强全民

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把绿色理念转化为全体

人民的自觉行动。 目前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相关企

业尝试通过碳积分形式建立了地方性的、企业范围

的居民碳普惠项目,2021 年以来各类居民碳普惠项

目上线呈现较快增长的趋势,但从市场反馈来看,存
在着商业模式单一、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居民参与热

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客户持续留存率低。 居民碳普

惠目前是一项激励性机制,对广大居民来说不具备

类似餐饮、医疗、社交、住房等刚性需求特征,需要鼓

励企业进入居民碳普惠市场开发新的商业模式,以
市场机制来激发全社会居民的参与,但如何为非刚

需的社会性产品创造出全国范围内的庞大有效市

场、有效调动全社会居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积极

性,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对居民碳普惠机制在整体框

架设计、激励机制、可持续性商业生态等层面加强理

论研究,为推动实现全社会居民达成低碳发展共识

贡献更多研究成果与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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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Inclus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uble Carbon”:
Connotation, Framework System and Policy Suggestions

GAO Shang
(Shanghai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Laboratory, Shanghai 200011, China)

Abstract:　 The “double carbon” goal is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China based on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achieving
green, low-carb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domestic big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s promoting each other,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al production mode, lifestyle and consumption mode.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hot re-
search issue under the “double carbon” backgrou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carbon in-
clusion for residents, puts forward the definitions of green payment and carbon inclusion for residents,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carbon inclusion for residents, and designs a framework system of “one body and two wings” for carbon inclusion
for residents. Finally, this paper gives furth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five aspects of carbon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si-
dents.

Key words:　 carbon inclusive;　 carbon accounts;　 carbon credit;　 green financial technology;　 green payment;　 e-CNY
(本文编辑:刘衍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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