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无所不能的“AI孙燕姿”全网走
红。B站上发布有大量相关视频，其独特的音
色与唱腔搭配上与歌手本人风格或相似或
迥异的歌曲，如《爱情买卖》《好汉歌》等，成
为互联网新宠。

真正的歌手孙燕姿， 其音色与众不同，
在唱片时代的商业价值凸显。她的声音兼具
天然的皮象与骨象，又能本人个性表达和谐
统一，很快在乐坛闯出一片自己的天下。

当AI成了孙燕姿， 这一切颇为讽刺。如
孙燕姿这般独特的音色，恰好成了AI技术最
好的诠释。这项科技创新通过创建人工智能
音频来模拟歌手，实现虚拟化的演唱。

AI孙燕姿的出现也引发了公众对于语
音合成技术的强烈关注。在此之前AI曾让不
少职业感到瑟瑟发抖，游戏画师、互联网写
手都对眼前这个“竞争者”疑虑重重。

技术的底层逻辑是通过超大参数规模、
超大训练集的模型， 在算法层面大力出奇
迹，结合人类的反复训练强化学习，达到惊
人的应用效果。

由此，这些创新最先影响的便是一些文
创行业，比如写剧本、画油画、做音乐，AI技
术可以辅助创作、人机共同创作甚至纯机器
创作。

不过，创新带来的福祉和反噬往往也在

一念之间。尤其在文化艺术领域，对一些低
门槛创作型工作形成“机器替代”是科技进
步，但对创造性不假思索的拷贝和模仿则是
技术“作恶”。

“人”的创造性独一无二。如果艺术家的
版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模仿者毫无约束地
攫取数据肆意生成，真正的创作者只会无路
可走。

孙燕姿唱过的歌曲AI孙燕姿可以，孙燕
姿没唱过的歌曲AI孙燕姿也可以。大众娱乐
时代，这些看上去充满了戏剧性，实则是个
非常严肃的法律问题，涉及版权和知识产权
的保护。

孙燕姿的音乐之所以深入人心，最本真
的东西来自于个人特质，这种特质给予企划
者灵感，给词曲创作者以启发，是歌手的人
格在音乐制作过程中产生化反，甚至放置于
时代与大众视野后，与广大听众产生的一种
始料未及的碰撞。

这种碰撞不是随随便便生成的，这种塑
造经得起来自于时间与大众最严苛的检验。
而AI更像是孙燕姿唱的那首“天黑黑”，天空
很大，但不能一直看不清楚。

AI孙燕姿所采用的人工智能技术纯属
创新，但在不经过授权直接使用其他公司或
音乐制作人的样本，是否已侵犯了他人的知

识产权必须有个明确的说法。
从OpenAI用ChatGPT打开了人工智能

新大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以假乱真、数据
泄露以及侵权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针对目
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管理，业界早就
忧心忡忡。

上月，国家网信办就生成式人工智能管
理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也
要求AI作品显著标识。

监管介入、 平台落实， 是个很好的开
始， 但还需要对不同主体进行更明晰的责
任认定， 对不同的应用实践进行更严格的
边界管理。

Xijie�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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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孙燕姿走红不能“天黑黑”
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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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个人碳账户和企业碳交易两
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进展， 但国内的节能
减排并非坦途。

2022年是全国碳市场第二个履约周
期的第一年， 交易十分冷清。2022年，全
国碳市场碳配额交易量为5088.9万吨，
其中大宗协议交易占比87.84%，挂牌交
易占比 12.16%，总交易量较2021年同比
下降71.54%。总成交金额为28.1亿元，同
比下降63.27%。

相较2022年全球125亿吨的交易量
和8650亿欧元（约合6.3万亿元人民币）
的交易额，中国碳市场的规模显然任重
道远。

就个人碳账号而言，仍然需要探索。
中华环保联合会有关专家表示， 建立系
统化的碳减排“数字账本”难点不在于技
术， 而是一直以来对个人碳减排行为缺
乏统一标准。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 各种个人碳账
户的标准并不统一。例如在“北京绿色生
活季”个人碳账户内，骑车出行每公里的
碳减排量为250克，在“88碳账户”中，这
一数字则为334克。个人碳减排行为标准
无法统一， 最终导致不同平台之间碳减
排数据无法互通， 进一步阻碍了交易平
台的构建。

在企业端，碳市场还需要长期、稳定
的制度安排。路孚特碳组高级分析师谭琭

玥表示，全国碳市场的市场运行和保障制
度还不完善，控排企业大多处于被动履约
的状态，即在履约前较短时间内进入市
场交易。现货交易的碳市场一般在履约
截止日期前出现交易高峰，流动性比成
熟的金融市场差；在非履约季，碳价没
有很好地反映碳减排资产的价值。

有关专家预测，在交易量方面，由于
2023年底是第二履约周期企业履约的截
止时间， 今年的交易量势必将比2022年
有较大提升，交易高峰期将在下半年。目
前的数据也验证了上述趋势，截至4月11
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
成交量超过2亿吨，远远超过了2022年的
全年总和。

郭新认为，落实“双碳”目标，不是一
个行业，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需要
整个社会、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进来。对于
企业来说，不是某个部门的工作，而是从
上到下都积极行动， 将降碳意识和责任
贯彻到工作始终。

在四川的某大学食堂， 刚吃完早
餐的方琦（化名）就拿出手机给空盘子
拍照，然后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光盘打
卡……

让每一次低碳绿色行为都能被记
录、被看见和被肯定，低碳环保理念的正
向效应不断放大与释放。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袁泽睿

陈先生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从家到
地铁站大约2.5公里，这段路他以前一般都
会选择开车。2023年1月，他经同事推荐添
加了“北京绿色生活季”小程序。扫码、注
册，简单几步，一个专属于他的“个人碳账
本”开启了。

在“北京绿色生活季”小程序上，每个
绿色行为的减排量，都被量化到克。骑行
共享单车，可以获得每公里250克的减排
量；点外卖选择“无需餐具”，每次可获
得45.72克减排量；物流使用电子面单，
可获得5克减排量……这些都会被记录
在个人碳账本小程序中，并获得相应的绿
色积分。

“现在每天我都是骑车去地铁站，这
样一次能得到2个积分。 攒够积分去兑换
共享单车的月卡，还能继续减碳！”从一开
始的好奇、有趣，到后来每天参与，来自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徐彬则慢慢地养成
了很多新习惯： 平日里尽量电子化办公，
减少纸张使用；自带杯子购买咖啡，自备
袋子去商超购物；周末全家出行，垃圾会
分类投放……看似简单的小举动，却可以
为绿色生活作出大贡献。

个人碳账本在帮助公众养成绿色行

为的同时，也在倒逼企业低碳减排。例如部
分外卖行业使用过多的包装和一次性餐
具， 这种情况有可能因为公民的绿色行为
而发生改变。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除北京外，上海、
深圳也都推出了各自的个人碳账户。 像深
圳就曾推出居民低碳用电小程序“碳普
惠”，通过对家庭电量进行换算，对居民家
庭减排量进行统计， 给予用户不同等级的
个性化标志勋章。此外，淘宝也上线了自己
的个人碳账户平台“88碳账户”，用户则可
以通过拍照的方式对生活中各项绿色行为
进行打卡，将碳减排量记入个人碳账户中。

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宣传培训部部长武
德俊表示 ，“在碳账本的设计上，我们结合
了北京的城市特点， 包括了共享单车、外
卖、出游、购物消费等，希望打造一种‘北京
模式’，全面记录我们的碳足迹，引领大家
更好地践行绿色生活”。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报告显示， 居民
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
的53%，超过了总碳排放量的一半。

在新一轮的个人碳账户潮流中， 个人
碳账户的覆盖范围开始变广， 一种新的商
业模式正在形成。

2021年，天津市新天钢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天钢”）综合部能环主
管郭新经过培训、考试，成为天津市首批
持证上岗的“碳管理师”，也是钢铁行业首
位“碳管理师”。

在郭新职业转型的同时，一场国内碳
交易的历史变革也正拉开序幕。2011年10
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等7个重点省市作为首批碳排放权市场
交易试点区域。

其实，早在启动“个人碳账本”10年之
前，北京就作为全国7个试点省市之一，率
先开启企业法人间的碳排放权交易。

碳交易指的是， 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
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 买方可以将
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
其减排的目标。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
体中，二氧化碳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
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为计算单位。

交易前，主管部门将规定时期内的碳
排放配额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 如果A单
位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实际碳
排放量低于配额，就可以把“富余”的配额
在市场中出售； 如果B单位的碳排放量超
过配额，就要以市场价格从其他单位购买
碳排放配额。

2013年开市至今，北京各类碳排放权
产品累计成交约1亿吨， 成交额超过35亿
元， 配额线上成交均价大约为每吨68元。
“同期津、沪、渝、粤等试点区域，总交易量
为5.8亿吨，交易金额152亿元，交易价格为
26元。也就是说，北京接近全国碳配额价
格的两倍还不止。” 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

公司总经理梅德文说。
“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天

排所’）， 碳交易主要通过线上交易平台进
行。客户需要注册交易账户、绑定银行账户
之后就可以对交易大厅已挂牌的项目进
行报名、参与线上竞价。每日的开盘价为前
一交易日线上交易均价，每日的成交价格
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定价的，由市场自
主定价。” 天排所交易业务部总经理安丽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据安丽介绍，根据《天津市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温室企业自愿减排交
易管理办法》，国内外机构、企业、团体和个
人均可参与碳交易，但目前天排所仅对国
内企业、机构开放。目前碳排放交易的大户
主要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石化等高能
耗、高排放行业。

“以钢铁行业为例，在钢铁的生产过程
中，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以及净购入使用的电
力、热力、固碳产品隐含的碳排放。其中化
石燃料的燃烧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郭
新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安丽表示， 参与碳交易的企业分为三
大类，一类是被纳入配额市场的控排企业，
需要完成强制履约任务；第二类是自愿购
买碳信用并注销以实现其所作出的自愿
碳减排承诺、改善自身的ESG表现，建立绿
色品牌形象，从而降低其在资本市场上的
融资成本以及获取长期收益，在消费者市
场获得青睐；第三种是投资类客户，把碳
资产作为可投资的大宗商品或金融资产，
通过交易获得经济收益。

“在碳排放履约中，我们经历了从配
额不足到配额盈余的过程。”北京公交集
团科技信息部副经理刘宝来介绍， 集团
在2016年被正式纳入北京市碳排放交易
试点范围。入市前三年，集团每年都要额
外买配额，低碳转型迫在眉睫。

“我们最主要的措施是推广使用新
能源车辆。”通过逐步采用新能源车辆替
换老旧车辆，2019年起，公交集团碳排放
配额终于有了盈余。数据显示，通过“油
换电”低碳转型，与2016年相比，2022年
北京公交集团能源消耗减少了30万吨标
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万吨，柴油
消耗量由25万吨下降到10万吨以内。

“2021年和2022年碳排放履约期间，
集团将盈余的配额在北京市碳交易市场
进行了公开交易，先后完成挂牌80次，成
交42笔， 活跃了碳交易市场的同时也为
公司获得了收益。”刘宝来兴奋地说。

北京公交集团的情况绝非个案，很
多企业都在碳交易中出现了新变化，发
现了新商机。郭新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在进行碳交易的前几年， 新天钢的碳配
额有较大的缺口， 需要去碳排放交易市
场上购买指标， 直到2021年度碳排放指
标才实现盈余， 可以在碳排放交易市场
上交易。

新天钢能实现碳排放盈余， 也得益

于投入了一系列的节能减排项目。 郭新
介绍，新天钢不断深挖余能回收潜力，提
升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 大幅降低能源
消耗强度，严控能源消耗总量。先后实施
了100MW超高温亚临界发电、烧结余热
发电、 干熄焦余热发电、 冲渣水余热回
收、节能电机、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一
系列节能减排改造项目。2022年度自发
电量 31.52亿度， 年节约费用22.7亿元，
自发电率达 52.65%。

“如果碳排放有结余的话，不仅可以
节约购买配额成本， 还能把结余部分进
行市场化交易，给企业创收，这提高了企
业进行低碳转型的积极性。 既有助于落
实‘双碳’目标，也是钢铁企业绿色低碳
发展的必然之路， 更是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的实际表现。”郭新说。

“因为我们配额总量是紧平衡的，以
前我们去调研的时候， 企业会着重表达
碳排放减排压力大、 配额不足等诸多担
心。”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处
三级调研员李春梅说，如今，越来越多的
企业有了从思维到行为的全方位转变。
“现在一些大型新建厂会做充分的调研
和成本分析， 在可用的空间里安排上太
阳能发电、太阳能热水等节能设备。这样
它进入碳市场不仅没有压力， 还会获得
很多收益。”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正式上线开市。

“我工作日都是骑共享单车上下班， 往返路

程加起来大约5公里， 会显示我可以获得1.25公

斤的减排量和13个减排积分。” 在天通苑居住的

陈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都推出了各自的

个人碳账户。 在对个人碳账号进行探索的同时，

2011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等7省

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尝试把“二氧化碳的排

放权”当作商品进行买卖的新商业模式。也就是

说， 碳减排量将参与到碳交易市场的流通中，在

当下各企业碳中和压力日益增长的背景下，一吨

碳配额或许将成为新的“紧俏货”。

碳交易发展大事记

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
5月9日

1997年
12月

于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
议，即《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

《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
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
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
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 简称
碳交易。

2011年
10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批准北京、上
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
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

2013年
6月18日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全国七家试点
省市中率先启动交易。

2021年
7月16日

新账本 个人碳账户成了新商业模式

新交易 成交价格每天都在变

新转变 配额盈余商机凸显

新效应 今年交易量将有较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