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海外的中国企业，如何

实现“跨国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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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作者 吴雪莹 王赫）在双碳目标引导下，越来越多中国企

业承诺在未来实现碳中和，或是正在计划其碳中和路径。与此同时，众多

中国企业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寻求企业自身的第二次成长机遇。于是诞生

了一个命题：“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应对不同政策环境与市场条件下，

如何在促进本地和跨国地区可再生能源采购机制的突破、促进绿色低碳政

策的发展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并实现碳中和目标？ 

以互联网科技行业为例。作为中国的数字名片，腾讯、阿里巴巴、字

节跳动等头部企业近年来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高

地，特别是在“数字新基建”——互联网数据中心与云服务领域。 

据媒体报道，阿里云已在全球 24 个地域部署了上百个云数据中心，

覆盖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欧洲、中东等主要海外市场 ，

腾讯云在全球运营的可用区达到 66 个，覆盖 27 个地理区域。TikTok 则将

欧洲数据中心建在爱尔兰，万国数据、秦淮数据等 IDC 企业也纷纷布局海

外。 

作为具有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应该明确认识到，碳中和的落脚点不应该

只局限在总部所在国，更需要将气候行动落实到海外战略之中。这不仅是

应对业务所在地的碳中和要求与法规，更是行业领军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

责任。 

即便跨国企业的碳中和之路面临着不同政治生态、政策环境、市场机

制下的多重挑战，但在国际上已有众多案例可供中国企业借鉴，全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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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碳中和战略。通过分析国外企业案例，我们为中国企业找到了三点

启示。 

启示一：设立供应链减排目标，带动供应链伙伴减排 

作为范围三碳排放的重要部分，一家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环节所产生的

碳排往往是其企业运营范围碳排放的 5.5 倍。但是，CDP 数据表明，只有

4%的企业设定了供应链目标。 

这并不意味供应链碳排放管理不重要，恰恰相反，在碳中和时代，一

家跨国公司是否承担起供应链的减排责任、带动供应链伙伴一同减排将成

为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成功的保障。 

随着政策与市场对于企业碳中和要求的深入推进，减排重点将从范围

一、二深入到范围三的碳排放，而供应链碳排放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若企

业无法在供应链环节减排，企业将可能面临三个重要难题，第一，其碳中

和难度将大大提高，第二，其将面对监管带来的经营上的重大损失；第三，

将造成企业声誉的损失。 

供应链碳排放企业带来的潜在风险是在巨大的，而跨国企业面对的供

应链更加复杂，涉及在多个国家的生产制造、物流运输、办公运营等环节。

跨国公司在其供应链碳中和上所扮演的角色应当是领导者与全局把控者，

需要企业提前布局，并带动供应链转型。这不仅能给自身带来行业内的影

响力，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经营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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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苹果公司为例。在全球都在讨论企业气候行动的今天，苹果在 2020

年提出将在 2030 年实现全供应链的碳中和计划。其决定显而易见，苹果

想利用自己对于供应链碳排放的管理从而保证自己企业经营的万无一失。 

跨国车企保时捷也在近日宣布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进一步措施：要

求将近 1300 家供应商完全使用 100%可再生能源来生产其车辆部件，并不

再考虑哪些不愿意改用净认证的绿色电力供应商，以降低供应链企业因环

境问题给自己的企业经营带来的风险。 

启示二：购买绿色电力应有优先选项，战略布局可再生能源市场 

目前，企业采购绿色电力是实现碳中和的根本路径已逐渐成为共识。

企业采购绿电的方式众多，在中国就有四种主要的实现方式：自主建立分

布式、投资电厂、直接购电协议（PPA，在中国处于试点阶段），以及购买

绿色电力证书。这四种企业购买绿电的方式其实在大多数地区都是比较常

见的，除此之外再有些电力市场相对较为成熟的地区还会有虚拟购电协议，

也就是在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之间达成的金融购电合同。 

虽然不同国家的绿色电力玩法很多，但是跨国企业应该意识到在消费

绿色电力的时候应该选择影响力较大的绿电购买方式，比如自主建立分布

式、投资电厂，或者直接和售电公司签署 PPA。现在的跨国企业的可再生

能源消费不应该只是注重于数量，更需要注重于可再生能源消费的质量，

以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质量来布局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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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的特点是市场大、资源多、用电量大。不少企业在购买绿电

的时候首先会考虑直接购买当地的绿色电力证书，尤其在欧美来看，因为

绿证的费用极低。但是在消费绿证时，如果是单纯购买非捆绑式绿证，这

种绿证并不会给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非捆绑式绿证会

将本身的物理电力单独出售给电网，而企业只会获得一张绿证消费的证书。

这种绿证购买方式在很多地区都认为是一种“浅绿”的新能源项目，尤其

以美国为主，因为此类绿证并不会增加所在国的绿电占比还有绿色电力消

纳。有很多国际上的跨国企业就公开的明确表示说，用非捆绑式绿证来消

费可再生能源应该是一个最后的选项。 

对于企业来说，购买绿色电力的一大因素都是在于绿电带来的经济回

报，购买非捆绑绿证尽管投入的成本不大，但是并不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效

益。而相比于绿证来说，自主建立分布式还有投资电厂都可以增添当地的

可再生能源资源，进一步促进当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且为自己的企业

带来额外的收益，以此来布局企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例如亚马逊、微软、谷歌等国际科技巨头，都在世界各地投资与采购

可再生能源项目。其中亚马逊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商，

在美国、加拿大，以及芬兰和西班牙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以扩大其可再

生能源的使用并且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当地的资源中比例。 

随着中国、日本、韩国相继提出碳中和之后，多家布局东亚地区的跨

国公司纷纷加快了在东亚地区布局可再生能源市场。例如苹果公司，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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