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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不断推进，部分互联网企业响应国家号召开始实行碳管理以实现企业内部碳中和，

而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逐渐成为其碳管理发展的新趋势。本文对互联网企业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

合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以蚂蚁集团为例，深入探究蚂蚁集团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

方法。研究得出：互联网企业应主动实行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利用自身优势，强化技术创新以

推出公益产品，不断打造公益品牌，形成发展体系和循环链；政府宜完善政策配套，提供积极引导和支

持，助力企业开展融合发展。本文的研究将为其他互联网企业开展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提供对策

和建议，从而助力我国双碳战略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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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China’s dual carbon strategy, some internet enterprises have 
started to implement carbon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call to achieve carbon neu-
trality within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arbon management and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ir carbon managemen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arbon management and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in internet enterprises, and takes Ant Group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new paths and 
method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arbon management and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in Ant Group.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nternet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tegrate carbon manage-
ment and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make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
novation to launch public welfare products, and continuously build a public welfare brand to form 
a development system and circular chai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policy support, provide 
positive guidance and support, and help enterprises carry ou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he re-
search of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other internet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carbon management and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so as 
to help China’s dual carbon strategy advanc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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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9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1]，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实施绿色发展的方向。2021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我国实现“双碳”的三步走战略，2025 年初步形成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现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2030 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重

点耗能行业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碳达峰目标；2060 年全面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实现碳中和目标，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2]。以上政策

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实现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也为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提出了新要求、指明

了新方向。据此，我国企业也不断创新碳管理模式，不断探索新型转型发展路径。 
蚂蚁集团作为我国互联网企业中的典型代表，在企业碳管理模式上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并推出了

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的新型发展路径，由此也实现了经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因此，本文以蚂蚁

集团为例，具体分析这一种新型的发展路径。目前缺乏碳管理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少有对互联网企业碳

管理发展路径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将通过分析蚂蚁集团从而提炼借鉴经

验和对策，对其他互联网企业起到一定启示意义，以此推进我国实现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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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综述 

2.1. 企业碳管理 

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各国逐渐关注到碳排放等影响环境的行为，而碳管理这

一概念也由此萌生。目前，该领域研究成果较少且国内外学者对于碳管理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祝福东

(2011)认为碳管理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通过专业手段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最小化，同时尽量提供低碳型

产品和低碳服务的新型管理模式[3]。孙振清、何延昆、林建衡(2011)认为碳管理就是针对温室气体排放

而进行的管理，目的是减少产品和服务全寿命周期碳排放，并寻求以最低成本有效的方式减少和抵消碳

排放的过程[4]。易兰、李朝鹏(2015)认为企业碳管理是企业通过碳盘查等措施来摸清企业本身碳资产，

并通过一系列的减排措施来减少企业本身的碳排放，并根据企业本身碳资产状况，进行碳交易以实现完

成履约责任、获得收益等目的的管理机制[5]。本文基于现有对于碳管理的定义进行总结提炼得出，企业

碳管理即企业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利用碳盘查等方式对自身的碳产量进行统计，进而统筹各部门参与

配合实行系统性的碳产出与碳排放的管理措施以达到碳中和目标，并据此拓展碳交易、碳服务、碳产业

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结合的新型管理模式。 
由此可见，企业碳管理并非是一个细小的管理措施，而是一个涉及面广泛的管理体系。企业实行碳

管理所带来的效用不止是满足了行政监管的需要，更是能通过碳管理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产业优化转

型升级，并且能拓宽业务范围，根据自身碳资产情况与碳管理实践经验实现碳交易、碳服务、碳产业上

的收益。在国家双碳战略的不断推进下，实行碳管理的企业范围也逐渐扩大，部分不受控排限制的互联

网企业也开始实行碳管理，在企业内部实施碳中和计划并向公众公布自身的碳中和年报。互联网企业实

施碳管理与行政监管无关，其实施碳管理的意义在于实现企业内部的绿色低碳化、减少能耗、降低成本

的同时推进碳服务业务的开展，从而扩大自身经济效益、塑造良好社会口碑。 

2.2. 公益项目 

公益项目是指非营利性地对公众或特殊群体采取的具有积极社会效益的活动。公益项目具有促进社

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发展和繁荣稳定的重要意义。公益项目和时代潮流、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在

全球推进可持续化发展、我国推进低碳生活和双碳战略的当下，便出现了“低碳生活行动”、“碳达峰、

碳中和知识普及行动”等多种低碳主题的公益项目。通过这类公益项目，不仅使社会大众了解到了低碳

环保的知识，提升了自身的认知水平，同时也推进了国家双碳战略的实施。 

2.3. 互联网企业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 

目前，国内外学者并未对互联网企业碳管理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这一主题进行相关研究。因此，本

文具有一定创新性。本文对于该融合发展做出以下定义。 
互联网企业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顾名思义即互联网企业将企业对内的碳管理同对外的公益项

目相结合，以企业内部碳管理的发展作为基础，发挥自身领域优势，通过科技创新等多种手段，打造新

型的、多元化的、全民性的低碳公益活动并形成体系，实现公众参与提升，从而提升企业社会影响力，

反过来促进企业进行碳管理，达到双向推动效果的一种发展路径，能够有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从而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 

3. 互联网企业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企业碳管理起步晚，发展不平衡不完善，大多企业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碳管理体系。而互联网企业

因为不受行政监管，所以从事碳管理是需要企业主动做出的决策。由此，互联网企业碳管理的发展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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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但实质上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处理、流量传输等方面耗电量巨大，一个超大型数据中心每年的耗电

量甚至超亿千瓦时[6]。因而互联网从事碳管理也是时代所趋、发展需要。以下将从六个方面具体分析互

联网企业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的现状。 

3.1. 总体发展情况不够乐观 

互联网企业为非限排企业，其主动参与碳管理缺乏原动力。大多互联网企业都注重于自身企业产品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很难注意到碳管理方面的资金投入与项目开展，忽视了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甚

至在碳管理方面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减排。由此公益活动开展限制于部分企业，碳管理与公益

项目融合发展程度较低，发展情况不够乐观。 

3.2. 政策环境整体不够健全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7]等一系列国家出台政策来看，国家政策主要针对重工业等能耗较大的企业，对

互联网企业的碳排放管控制度不够完善，以及针对碳交易、碳资产的市场还未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碳

市场活跃度低。加之碳管理与公益项目的实施主动权把握在企业手中，政策支持不够，方向引导模糊，

法律规范有待完善。尽管当前政策环境大体上是支持互联网企业发展碳管理，但实际上并无具体扶持非

重工业企业的明确方案。 

3.3. 资金支持链条不够稳定 

公益项目开展的本源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但受项目本身的特殊性质所致，并不会形成积极的“现

金流–增值”的稳定良性循环，而碳管理与公益项目的融合本身也不会产生过多直接的经济效益。企业

尝试将碳管理与公益项目相结合，前期需要高投入而回报周期又过长，容易导致项目“破产”。 

3.4. 自身优势利用不够充分 

国家实施双碳战略，倡导全社会实现低碳生活、绿色发展，而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无疑是为企业

实现自身碳管理并打造碳品牌以实现社会价值提供的最优解，因而掌握相关技术的互联网企业有着先天

优势，部分大型互联网企业也在尝试依托技术创新在自身实现碳管理的同时大力发展碳产业，开展公益

活动，从而提升企业自身的社会口碑，但在实施过程中大多只是单纯举办传统形式的线上、线下的公益

活动，例如某企业举办低碳知识普及活动，并没有利用其技术打造新型的公益宣传模式，导致用户参与

度较低。 

3.5. 参与对象范围不够广泛 

互联网公司由于自身企业定位受限制，开展的低碳公益项目参与对象大多仅限于公司内部参与，没

有达到公益的效果、未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绿色实践的积极性、绿色低碳的理念辐射范围小。加之公

益项目仍存在地域差别，主要表现在项目集中开展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绿色公益

活动少，但是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干涉，西部环境破坏更为严重，导致并没有产生对症下药的良好效果。 

3.6. 公益活动类型不够多元 

互联网企业以实现自身良性碳管理为前提与基础，推出低碳减排公益活动，推动碳管理同公益项目

融合发展。当前，大多大型互联网企业主要通过自身旗下的产品“共享单车”作为用户参与低碳公益的

载体、用户骑行获取碳能量作为参与形式来打造低碳公益活动。但“共享单车”众多品牌皆采用了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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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公益活动，其实践方式过于单一化、雷同化，并且碳能量为用户骑行完毕自动收集，导致用户失去

体验感。综上，互联网企业推出融合发展的公益活动内容过于单一，类型不够多元，没有形成公益项目

的体系和融合发展的循环。 

4. 蚂蚁集团简介 

蚂蚁集团起步于 2004 年的支付宝(国内一第三方支付平台)，正式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提供互联网

金融和生活服务的公司，主营产品支付宝的用户量超 12 亿人、日活跃量达 3.57 亿人(2021.12)，据英国市

场调研机构 Juniper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显示，支付宝已成为全球第一的数字支付平台。企业致力于用科

技让普通人和小企业享受平等的金融和生活服务。蚂蚁集团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数字化升级，不断完善

自身产品，为顾客提供更智能便捷的服务。同时，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大力开展公益活动，为绿色

可持续发展提供力量。蚂蚁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完整、产业雄厚的大企业，跻身成为全球领先的

金融科技开放平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有着举足轻重地位。蚂蚁集团发展战略，如图 1。 
 

 
Figure 1. Ant grou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8] 
图 1. 蚂蚁集团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源：蚂蚁集团官网发布[8]) 

5. 蚂蚁集团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蚂蚁集团遵循 ESG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理念，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优先原则并全面融

入公司发展的整体体系。蚂蚁集团通过科技创新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对企业内部供应链、生产运营全过程

等方面实现了有效的碳减排和碳管控，同时依据在碳管理方面的既有优势也探索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新

型道路即碳管理和公益项目融合发展，如图 2。以下将从五个维度全面分析蚂蚁集团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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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low chart of the integration of ant group’s carbon management and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图 2. 蚂蚁集团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流程图 

5.1. 强化自觉意识，利用科技创新做好企业内部碳管理，为实现融合发展打基础 

蚂蚁集团强化自觉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实现碳中和。蚂蚁集团通过科技创新，开发新型

碳管理技术，建立绿色计算技术体系，推出数字化碳管理平台“碳矩阵”，实现企业供应链、运营全过

程的碳减排和碳管控。通过技术分析企业产业运营各环节的碳产量，从而优化控制。利用技术对企业园

区空调、照明、水景、信息发布等能耗设备精细化管理，实时监测相关数据，按照各功能区的特性和实

时需要进行差异化管理。建立绿色采购机制，选取高效低耗的供应商，实现企业内部的优质碳管理。在

企业园区内的办公用具皆为绿色采购机制所智能选取的环保型材质的产品，同时企业依托技术打造“欢

行”平台便利员工绿色上下班，实现企业园区的绿色办公。综上，蚂蚁集团通过不断创新实现了体系化、

智能化的碳管理，在内部实现优质碳管理的同时展开对外的碳产业、碳服务，为同公益项目的融合发展

打好了基础。 

5.2. 实现碳产业融合，推出公益性低碳减排产品“蚂蚁森林” 

蚂蚁集团打通各大公益基金会、基层政府、林业机构，共同推出网友在支付宝客户端低碳生活收集

绿色能量浇水种树的活动即“蚂蚁森林”。网友在这个活动内积累一定程度的能量即可在真实环境里种

下树木。通过互联网产业同林业相融合、互联网企业碳管理同公益项目相融合，推出此类体验感强、社

会效益高的现象级活动，发挥了林业的碳汇作用[9]，实现公益性碳产业发展。同时，蚂蚁森林带来的“个

人碳账户”理念，也可有力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多元化、金融化与市场化[10]。 
如图 3，截止 2020 年年底，达到“四超”即带动参与人数超 5.5 亿人、荒漠化地区种植真树超 2.2

亿棵、保护地守护面积超 420 平方公里、种植总面积超 300 万亩、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超 GEP113 亿元。

在 2019 年，“蚂蚁森林”项目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而在蚂蚁森林运行过程中，也收到了不少品

牌的联名合作等多种商业合作带来的巨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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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ant forest” user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number of trees in recent years 
图 3. “蚂蚁森林”近年用户量、碳减排量、种树量统计(图表内数据来源于蚂蚁集团、支付宝发布的报告数据[8]。
由于数据发布时点不一且数据不明细即有近似值，图表中按照发布时间统计，并未统一周期和保留的小数位) 

5.3. 下沉具体市场，打造多方面多领域的低碳活动，形成全民化公益体系 

大力宣传低碳理念，并且依托“蚂蚁森林”，由点及面，加强宣传广度、深度，扩大宣传面与参与

面。落实落细低碳理念的普及，联合全国大型商业综合体，合作共建绿色商圈，以蚂蚁森林推动绿色低

碳公众倡导，在商圈这类人流量大、密度大的区域举办线下宣传活动，促使人们的参与度大大提升，通

过举办“低碳生活节”等活动实现线上下公益的结合，提高了人们的体验感，从而打造了生态文明宣教

创新标杆，实现绿色商圈。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在蚂蚁集团旗下产品支付宝上推出回收公益活动，鼓励广

大用户捐出自己不用的衣物、书本等，而每捐出一份物品，第三方回收机构就将为公益项目捐一笔款，

由此在推行低碳的同时也保障了公益项目的资金，实现绿色回收也推动形成了公益项目良性循环。在多

个城市实行“低碳城市”计划，积极倡导消费者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实现超过 2000 个线下社区、超过

150 家生活店铺和 26 个大型生活综合体开展相关活动，带动公众参与身边的绿色低碳实践，打造低碳城

市标杆社区。同时，利用前期企业内部的碳管理经验，通过为城市服务企业提供碳管理技术，实现城市

的有效碳管理，打造绿色城市。通过科技助力智慧出行体系的建立，在多个城市实现智慧公交系统构建，

同时发起绿色出行等公益活动，将客观基础设施建设同主观理念宣传相结合，推动人们实现绿色出行。 
除此之外，蚂蚁集团在绿色金融等多方面也有涉猎，通过下沉具体的市场，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打

造多领域的低碳活动，而宣传力度的增强自然会加深人们对于项目的印象，进而激发公众的探索欲[11]，
促进参与度的提升，由此形成了相对完善、全民参与的公益体系。 

5.4. 公益项目的成功，为企业继续实施积极碳管理带来了巨大动力 

蚂蚁集团打造以蚂蚁森林为主干的多方面多领域公益体系，不仅推动了低碳理念的传播，让人们提

高了对低碳生活的认知从而开始践行低碳生活，并且落到实处，用户的一份份碳能量转化为现实世界种

下的一棵棵树，实际促进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在公益项目中，蚂蚁

森林所推出的碳服务、其优质的碳管理经验也得以传播，从而扩大了其碳产业市场，在公众方面，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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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公益服务的蚂蚁集团，其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社会口碑也逐渐上升，从而达到了良好效果。反

过来，企业从事公益项目的效益也为企业继续开展优质碳管理带来巨大动力，实现企业碳管理和公益项

目融合发展。 
由此可见，互联网企业利用其技术实现自身碳管理的同时，融合发展公益项目，不仅能使自身资源

最大利用化，更使得企业开拓碳产业新领域的同时实现社会口碑上升，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再一次实现良性循环。 

6. 互联网企业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对策分析 

互联网企业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要汲取已有经验教训，不断创新技术，建立完善的碳管理技

术体系，实现企业内部的碳减排和碳管控，同时大力开展公益项目，将企业碳管理同公益项目相结合，

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参与度，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以此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也为企业带来更多

的商业机会。 

6.1. 政府应完善融合发展的激励政策与监管制度，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政府机构相关部门积极主动完善相关规则，扩大碳交易、碳服务市场开放程度，积极引导企业碳管

理活动，完善激励政策与监管制度，引导互联网企业积极正确参与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中来，实

现企业碳管理与公益项目的利益分成精细化管理，加强对公益项目的安全监管、经济监管、环境保护价

值准确衡量。相关企业积极创新公益项目，扩大经济与社会效应，提高碳市场流动性。 

6.2. 大力推动技术创新，绿色技术赋能碳管理与公益项目融合发展 

从企业内部来看，创新碳管理方式是企业降低碳排量的必经之路。企业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都需

要进行碳管理，尤其是生产运营、物流、财务管理、营销、社会责任等几个领域，是企业进行碳管理的

核心领域[12]。互联网科技产业具有极强的低碳转型潜力，互联网企业要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应该充分发

挥技术与产业模式的创新潜能[13]，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建立智能碳管理技术系统，实现对企业生产过程、

供应链全过程、运营全过程等企业经营全方面的碳减排与碳管控，实现企业内部的碳中和。同时，利用

互联网技术打造公益互动产品，推进公益项目线上下结合，提升用户参与感。技术赋能公益项目运行全

过程，实现用户体验、用户满意的考察与监测，及时调整宣传方向和活动内容，不断吸引更多公众参与。

用户体量的增大不仅便于实现低碳理念的宣传，也实现企业潜在客户的增加、商业合作机会增多等效益，

实现融合发展。 

6.3. 打造企业公益品牌，树立专业形象，推动公益融合发展多元实践 

通过对前期科技赋能打造的公益互动产品进行不断丰富与拓展，再利用该产品展开多领域多方面的

公益实践，进而形成企业公益品牌。企业要利用品牌优势，不断完善自身公益服务，树立专业形象，让

大众将企业的碳公益同优质的碳管理联系起来，使得大众对企业的心理印象趋于正面，提升大众对企业

的满意度，使得企业在公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从而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品牌知名度，更加利于开拓多

元化的公益活动。综上，企业要重视打造品牌同促进公益多元化相结合。 

6.4. 加强与第三方的合作，加速企业“脱碳”进程，扩大公益项目辐射范围 

互联网企业的低碳行动要扩大群众范围，除了鼓励公司自身员工参与低碳公益项目，建立好员工的

个人减排体系，更应链接企业价值链上下游利益相关方，携手用户以及客户，通过对绿色低碳公益项目

的践行，实现企业园区绿色办公、供应链的有效碳管理，应大力开展产业协作，积极探索公益体系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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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同时促进上下游相关方更多的选择节能降耗、绿色低碳的生产、经营方式。要主动链接实体，

通过和政府合作，打造智慧城市、智慧公共交通等多种低碳服务，让低碳环保融入到每一位市民生活当

中。而企业从中亦可获得经济效益。 

6.5. 加强与第三方的合作，加速企业“脱碳”进程，扩大公益项目辐射范围 

互联网企业的碳管理公益项目要扩大活动类型和面向的群体范围，制定围绕不同社会生活领域、形

式多样的公益项目，形成以技术作为支撑的公益项目体系，并且坚持因地制宜的理念，与地方政府、公

益基金会、林业服务公司等机构持续合作，最后达到改善自然、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效果，同时让参与

公益项目的大众更加了解自己生活城市的自然生态与远方生态保护地区的关系，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认知。与此同时，企业要加强碳管理和公益项目二者的联系，完善运作流程，使公益项目达到的社会

效益能促使经济效益的同步提高，从而再作用于企业碳管理与企业发展，二者要形成有机连接，实现双

向促进与良性循环。 

7. 结语 

互联网企业减排行动不仅仅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现代企业发展的大变革，也是中国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一环，由此看来，推动互联网企业碳管理高效发展，促进企业带动大众开展公益项目刻不容

缓。本研究认为，当今互联网企业的碳管理不仅要立足于企业内部绿色运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更要开展绿色低碳公益行动，勇担

社会责任，引导社会大众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凝聚全社会共识，实现互联网企业碳管理和公益项

目融合发展，从科技、辐射链等各个方面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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