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高瓴资本集团幕后老板是美国人（高瓴资本集团幕后老板是谁）

红杉、高瓴、经纬联手投了一家企业。

2022年8月1日，碳排放管理软件咨询公司碳阻迹拿到了B轮亿级人民币投资，红杉
中国、高瓴创投、经纬创投
同时入局。据天眼查，红杉与高瓴各持10%的股份，经纬占6.67%。

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红杉高瓴的又一次同时出现。上一次还是5个月前（2022年3月
）头部们团购元象维思A+轮之时，这是一家打造全真互联网的公司，想必是创始
人姚星不可多得的背景才被多
家机构抢投。姚星就职腾讯
17年，算得上元老，2004年加入腾讯，历任集团副总裁、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AI
Lab的院长。就是他带领研发了腾讯的存储系统、搜索引擎、云平台。

人工智能
、视频编解码与系统工程等技术引入数字孪生的应用场景，来实现线上线下的交互
体验。

其场景
更多为内容消
费者提供使用体验，适配多种终端类型，这也就是去年马化腾讲的全真互联网。

一则是技术牛人、大厂离职创业者，一则是风口赛道，元象维思被明星机构抢投也
就不出奇了。

那这一次，又是什么项目，吸引着头部们的同时看中与参与？

寻找交叉地带

2006年，晏路辉大学毕业，进入北京一家IT公司，工作内容是帮助银行做系统开发
。两年后，他的申请材料拿到了牛津大学
的录取通知，还是主修计算机科学。一年后，硕士毕业的晏路辉入职一家英国环境
公司。

在其中，晏路辉负责开发碳足迹
软件。碳足迹指的是商品或服务的生命周期中，企业、机构、产品或个人在交通运
输、食品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碳耗越多，二氧化碳

                                    1 / 6



智行理财网
高瓴资本集团幕后老板是美国人（高瓴资本集团幕后老板是谁）

排放制造得就越多，碳足迹就越大。

2009年12月
哥本哈根气候世界大会召
开，中国第一次在会议上承诺“碳减排”，他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机遇。

中国的市场远比英国、欧洲市场大得多。再加上我国碳排放量全球最高，排放量占
世界总排放量的24%。中国碳排放量100亿吨也远远高出美国的59亿吨、日本的13
亿吨和德国的8亿吨。

2011年，晏路辉回国成立碳阻迹，产品迭代的路径是先做碳管理软件、后来发现行
业太初期，便转到碳管理咨询，再到碳管理软件，形成咨询+软件模式，旗下业务
有碳管理咨询、碳管理SaaS平台等。

晏路辉向我举了几个案例，比如一瓶矿泉水，作为一个产品，从原材料到生产、加
工制造，到分销、使用，
再到最后的废气处理，都可以把碳中和
理念植入进去。再比如碳阻迹的重要客户百度
，百度的碳排放包括整个公司产生的用电量、庞大服务器需消耗的冷气等。

2011年，他拿着英国赚的20万人民与向政府申请的10万元海归留学创业补助开启
了这条路，产业可谓一片荒漠。

18个月后才接到第一单生意，头两年的艰难度日才足以映衬如今的火热。创业第三
年，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启动，碳阻迹开始常态化盈利。

这里有必
要提到，国内的碳
管理行业最早兴起于2005年，当时
业内有一《京都议定书
》，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会议中通过的，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
定在一个适当水平，这是人类首次对排放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做出限定。之后2009年
的《哥本哈根协议》草案并未通过，2015年通过《巴黎协定》。

但像晏路辉这样的碳圈人长期处于水下。直到2020年时迎来了大喜，2020年9月，
中国宣布了自己的双碳目标——2020
年实现碳达峰
，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政策背景下，2021年一年的时间，中国内地注册的碳
中和业务市场主体有30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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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不少企业方上门寻求合作，也不断接到各路投资方的邀约，甚至一天有过上
千个未接电话。有意思的是，2012年成立的碳阻迹，2021年才迎来第一次融资A轮
，投资方是高瓴创投和经纬创投，而高瓴创投是先成为客户、后成为投资方。

晏路辉提到，2022年上半年，碳阻迹的业务同比增长了近3倍。

目前，碳阻迹对外披露有
1200余家客户，其中包括百度、阿里、腾讯、字节、美团、京东、星巴克、
肯德基、SKP、陶氏、中海油
、中国机场建设集团、迪拜世博会
、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万事达、华龙航空、保时捷等。

面对SaaS领域在2022年的降温，碳阻迹却逆势拿到了头部的钱，还有不少机构抢
不到份额，这次融资，晏路辉见了几十个机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碳中和这一大
背景下的确定性，晏路辉找对了交叉地带。

碳中和这个大箩筐

TMT、新消费、SaaS，曾经的掌上明珠在如今的天空中，不再光彩夺目。

一级市场向来有大周期与小周
期之说，如若从2000年互联网泡沫
算起，已经有不
少两到3年的小周期在我们身边
不断上演，2015年共享经济
、2017年新零售、2021年新消费等，看着他们从顶峰到泡沫破裂，金融从业者们
已对此司空见惯。

一方唱罢，必要有一方登场，2020年，就是碳中和赛道的登场之年。

但是，要看一个概念在资本市场中的生命时长，一则取决于需求度，一则在特殊国
情下政策的支持力度。显然，从这两个角度综合分析，碳中和的生命力或许很长，
这也演变为中国未来40年发展的一张“明牌”。

需求度在于我国作为第一大
碳排放量大国已超过美国、欧盟
总和，再加上中国在世界大会上的减排承诺，实现双碳目标不仅成为迫不及待需要
实现的，还是在国际上能够寻找共识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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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机构们为了争抢碳中和相关项目，不仅接受着翻倍的估值，还必须决策快
，稍不留神就会被抢走。VC阶段就抛出上亿元重仓的现象屡见不鲜，额度不够，还
得搞个小加轮。

那到底什么是碳中和？核心要义无非就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阻迹是在碳中和领域下有关碳管理的细分赛道企业，经纬创投一投资人分析，“
碳中和的这个大箩筐里还能放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节能减排，帮助某个钢铁厂提高
运营效率；比如新能源，像电动车这一类型的也算，他减少了石油燃烧的尾气排放
；再比如说像电脑易点租
，它帮助人们减少了设备空闲与浪费，相当于你用了很多，就是大家租赁型的这种
，就不需要买了，以及那些二手交易平台都是这个逻辑。此外还有合成生物领域的
可降解塑料，人造肉、人造奶。”

放在投资端，可以总结出三条投资主线。上游端，那就是能源端，可再生能源替代
化石能源，这里包含光伏
、风电、新能源等行业；接下来是中游，中游是结构端，也就是提高节能减排水平
，例如电力、工业、建筑、交通等传统行业，它有产业转型的需求；下游呢，属于
服务端，
涉及碳交易、碳监测、碳吸收这类企业机构，也包括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等。

问题也
有很多，包括
能源需求还没有达峰，201
9年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只是OECD
（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由38个市场经济
国家组成）国家的一半，人均用电量是OECD国家的60%；我国工业用能占比高；
电力工给结构还是以煤炭为主导。

这需要全方位的转变与发展，晏路辉认为，除了政策，如果能做出更多推动消费者
低碳行为改变的产品，尤其是互联网产品，帮助公众消费者可以方便地找到身边的
低碳产品。消费者的低碳消费习惯形成，就会倒逼企业去做低碳转型。

2020年到现在，VC/PE们带着洪水猛兽涌进碳中和这个大箩筐，它也成为2021年
到现在最火爆的募资方向。

2020年7月，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共同发起设立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成立，注册资本885亿元，在2021年10月完成首支基金产品备案，开始投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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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要求子基金投资方向包括节能环保、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交
通、清洁能源等。

2021年3月，第一支碳中和产业基金——中金协鑫碳中和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由上市公司协鑫能科与中金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基金总规模不超过100亿
元，首期约40亿元。

2021年3月，红杉中国与远景科技集团共同成立规模100亿元人民币的碳中和基金
，成为国内首支科技企业携手创投机构的百亿规模级碳中和技术基金。

2021年7月，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携手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了
宝武碳中和股权投
资基金，是目前国内市场上规模最大
的碳中和主题基金，总规模500亿元，首期规模100亿元。

2022年6月，高瓴资本首支人民币碳中和和产业投资基金完成关账，总规模逾40亿
人民币，落地南京建邺区。

除此之外，腾讯在2021年1月宣布了自己的碳中和计划，也是国内首批启动碳中和
规划的互联网企业之一
，年末，阿里提出碳中和目标，接着华为
与百度也顺势提出。而在全球范围内，苹果、Facebook、亚马逊
都把自己的碳中和计划定在2030年左右，而苹果还将“绿色”作为考核指标纳入供
应链体系。

2022年2月，前饿了么
初创团队人员也入局此领域，成立了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碳衡科技。天使轮拿到
元禾原点数千万人民币的投资，提供的产品是低碳数字化与深度智能管理分析平台
。

2022年4月，万科创始人王石联合发起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
）向港交所首次公开募集申请，命名Destone Acquisition Corp.，这家公司以碳
中和为主体，主要寻找绿色科技与环境友好消费品与服务领域中的创新型企业作为
合并标的。

清华大学
和中金公司此前纷纷做出预测，未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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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投资
到碳中和领域的资金量将达到140万亿左右，被定义为一条百万亿的超级黄金赛道
。

不过还有些有意思的故事。

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绿色泡沫。一个显性的案例是，2008年美国风险投资投向清洁技
术的资本占到行业投资总量的15%，但接下来就是溃败，2006年到2014年期间全
球风险资本向清洁技术公司的投资损失过半。最常被提到的凯鹏华盈就因为在绿色
资产中的过度配置导致错过移动互联网的高增长。

在中国，比马斯克的太阳城更早，2000
年施正荣带着14项太能能发明专利回到无锡创立了无锡尚德
。2010年前后，光伏行业在高补贴下产能急剧扩张，但之后市场萎缩，大量企业倒
闭重组。作为最大的光伏企业、第一家
登陆纽交所的无锡尚德，也在10年后破产重组。

是的，曾经叫能源、光电、太阳能等等名词领域，如今都归属到当下火热的碳中和
大箩筐。

有人说，如今的碳中和崛起有上一波不可忽视的遗产，领域生态在未来会走向精细
化。

但愿我们真的能继承前人遗产吧。（文/李彤炜，来源/投中网）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6 / 6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