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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在“双碳”话语的对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合法化语码理论为分析框架,结
合语料库和话语-历史分析法,对阿里巴巴发布的碳中和报告进行探究,发现阿里巴巴不只是停

留在阐述自身的行动和计划上,而是不断将碳中和议题放置于一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呈现,涉
及了消费者、商业伙伴、中国、国际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行为主体;通过三种自主性语码切换路径

和话语策略,塑造了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正面形象:单向路径主要涉及述谓策略,展现出“绿色转

型引领者”形象;巡回路径主要涉及辩论策略,塑造了“国际责任践行者”形象;往返路径主要涉

及命名策略,刻画出“各方力量汇聚者”形象。 因此,妥善运用自主性语码和话语策略能提升企

业碳中和话语的有效性,有助于中国企业塑造良好的全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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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

2021 年,碳达峰、碳中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
年,阿里巴巴(以下简称阿里)、腾讯、百度等国内互

联网巨头相继发布碳中和行动报告。 企业发展与

“双碳”战略的推进落实息息相关,“企业是应对气

候变化的主力军” ①。 在“双碳”话语的传播体系中,
企业话语是对政府话语、媒体话语的补充。 企业在

气候治理中有发言权,也应当在国际社会上发声,讲
好中国“双碳”故事。 企业发声的一个重要途径,就
是发布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行动报告,向社会、国家

乃至世界展示其碳中和的行动与计划。
本文以阿里发布的碳中和报告为语料,基于合

法化语码理论(Legitimation
 

Code
 

Theory,简称 LCT)
和话语-历史分析法( Discouse-Historical

 

Approach,
简称 DHA),对语料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探讨阿里

是如何向世界传达其碳减排行动的,构建了怎样的

企业形象。 一方面,能够为中国企业的碳中和话语

策略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亦能拓展 LCT 的研究范

式,为话语分析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和注释工具。
二、理论介绍

(一)LCT 及自主性语码

LCT 由社会学家 Karl
 

Maton 创立,其核心是一

套实操性较强的概念工具包,包括五个维度:自主性

(Autonomy)、紧密性( Density)、专门性( Specializa-
tion)、 时 间 性 ( Temporality ) 和 语 义 性 ( Seman-
tics)。[2]如表 1 所示,不同维度的合法化手段对应不

同的合法化语码,每一类语码又有其特定的模态,能
为不同领域的实践活动提供分析框架。

表 1　 合法化手段与合法化语码

语码维度 语码模态

合
法
化
手
段

自主性 位置自主性+ / -,关系自主性+ / -
紧密性 情态紧密性+ / -,道德紧密性+ / -
专门性 认识关系+ / -,社会关系+ / -
语义性 语义引力+ / -,语义密度+ / -
时间性 时间定位+ / -,时间定向+ / -

合
法
化
语
码

本文选取其中的自主性语码为理论框架。 自

主性关注的是某社会文化实践与外部领域之间的

关系,它要探讨的问题是:一组实践与其他实践的



绝缘程度如何,即这些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独

立于外部影响的自主能力。 这与此次研究主题较

为契合,因为碳中和目标不是单个群体所能完成

的,需要放置在一个大背景中去考量、去执行;企
业在构建其碳中和话语时,也必然会涉及与外部

领域的关系。
“自主性始于一个简单的前提,即任何一组实

践都包含以特定方式关联在一起的组成部分。”
 [3]

 

96

此处需要关注的是两个要素:组成部分,组成部分之

间关联的方式。 组成部分可以是行为者、观点、工艺

品、机构、机器元件、身体动作等;组成部分之间关联

的方式可能是目的、目标、工作方法、评判标准等。
与这两个要素相对应,自主性语码有两种模态:一是

位置自主性( positional
 

autonomy,简称 PA),考察某

实践的组成部分之间的自主性;二是关系自主性

(relational
 

autonomy,简称 RA),探讨这些组成部分

的关联方式的自主性。
PA、RA 均有强弱程度之分。 PA +表示更强的

位置自主性,即某个范畴里的组成部分相对较强地

与其他范畴的组成部分区分、绝缘;PA-则表示这种

区分较弱,即该组成部分可能来自其他范畴,或是与

其他范畴共享的。 RA+表示各组成部分之间关联的

方式是特别针对那组实践的,它们有自己的运作方

式,其目的、目标、工作方法等不受外部影响,是自主

的;RA-则表示,各组成部分之间关联的方式可能来

自其他实践或与其他实践共享的,其目的、目标、工
作方法等是受外界支配的,是他律的。

自主性不是越强越好,也不是越弱越好,需要结

合具体的实践活动来分析。 自主性的强弱度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 PA、RA 强弱度的动态调整,
形成了 4 个象限,构成了 4 种自主性语码(见图 1)。

图 1　 自主性语码坐标图

(二)话语-历史分析法

话语-历史分析法是 Ruth
 

Wodak 及其团队在分

析欧洲反犹主义语篇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研究范

式,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分支。 话语-历史

分析法注重将语篇置于历史背景,并追踪话语事件

的历时演变轨迹,一般从两方面进行考察,首先,融
合尽可能多的有关话语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

历史渊源等信息;其次,追踪特定类型的话语在具体

时间段内经历的历时变化。[4]
 

7-8
 

话语-历史分析法主要包括 3 个分析步骤:一
是确定话语的具体内容、主题;二是研究语篇之间、
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互语关系,互文关系等;三
是分析具体的话语策略。 其中,话语策略主要包括

5 种: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辩论策略、视角化策略和

强化弱化策略。[5] 结合此次研究的目的和语料特

点,本文使用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辩论策略这 3 种

话语策略辅助分析阿里的形象构建。
三、研究现状概述

(一)中国“双碳”话语传播的研究现状

自中国在联合国大会郑重宣布其“双碳”愿景

后,如何讲好“双碳” 故事、做好“双碳” 话语国际

传播工作,是一个亟待探究的课题,学界对此也展

开了相关研究。 史安斌等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及内

容分析,对习近平宣布“双碳” 目标这一事件在海

外社交媒体的传播图景及路径进行概括,总结出

建设性、 批判性、 对抗性 3 种话语下的 6 个框

架。[6] 田海龙等通过分析“国家低碳治理话语” 与

“地方低碳治理话语” 之间的话语互动,从话语研

究的角度探究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实践

的引导作用。[7] 钱毓芳等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
运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近 15 年《人民日报》围绕碳

达峰、碳中和的话语建构。[8] 总体来说,相关研究

视角多样,方法多元,对中国开展气候议题的国际

传播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但相关研究对象及语料

载体集中在政府政策、媒体话语上,对企业话语缺

乏相关探析。 相比政府话语,企业话语更带有温

度,更体现实操性,“企业行动者的参与将使得中

国气候议题从宏观的政策议题落地为个体化议

题”
 [9] ,更容易在海外群体中获得认同。
(二)国内外 LCT 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外有关 LCT 的实践研究蓬勃发展,
主要应用在学科教育与教学、话语实践这两大领域。
在学科教育与教学领域,除了剖析学科知识结构、教
学法、课堂话语等显性主题外[10-12] ,

 

LCT 也用于解

读隐性的知识建构过程
 [13-14] 。 在话语实践领域,

LCT 也颇具阐释力,Thomson 从语言学、社会学的视

角解读澳大利亚国防部的文化转变,建议通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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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强的语言来推进国防部内部的文化异质

性[15] ;Glenn 从 LCT 的专门性、语义性语码切入,分
析焦点小组中被试是如何就环境变化这一议题展开

讨论的[16] ;Brooke 基于语料库统计,定量、定性相结

合,挖掘“feminist”这个单词在运动社会学类论文中

的使用及其话语内涵[17] 。
国内 LCT 研究起步较晚,主要应用领域为外语

教育与教学。[18-20]近年来也出现了个别将 LCT 应用

于其他领域的成果,刘承宇等基于专门性语码,探析

法律语言大众化的必要性及途径[21] ;郑洁等立足于

专门性语码,将司法社工在社区矫正教育谈话中呈

现的身份归为 4 类———教育者、管理者、帮扶者和协

调者,并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系统,分析这 4
种身份是如何通过态度资源得以构建的[22] 。

综上所述,国内 LCT 研究在以下几方面仍有拓

展空间。 首先,应用领域较狭窄,主要为外语教育与

教学领域,近年来才涉及少量诸如法律、社工领域的

话语解读,对其他领域的探析亟待跟进;其次,研究

对象方面,现有文献虽有涉及对某些社会机构或群

体的职业话语分析,但结合碳中和背景分析企业话

语的几乎没有;最后,已有研究主要探讨 LCT 语义

性、专门性这两个维度,鲜有关注自主性维度。 鉴于

此,本文以 LCT 的自主性语码为理论框架,结合语

料库分析,对阿里的碳中和话语其形象建构进行

探究。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语料与方法

自 2020 年中国宣布“双碳”目标后,阿里向公

众发布了两份涉及碳中和主题的报告:2021 年 12
月发布的《阿里巴巴碳中和行动报告》 (英文版) ,
总长 13

 

843 字,不含附录、目录;2022 年 8 月发布

的《2022 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 (英文版) ,第一

章“修复绿色星球” 与碳中和相关,字数为 6
 

163
字。 《阿里巴巴碳中和行动报告》 和《 2022 环境、
社会和治理报告》第一章构成了本次研究的语料,
合计 20

 

006 字,以下简称为《报告》 。 阿里作为企

业是互联网行业的佼佼者,阿里的这两份报告也

是国内互联网企业首个碳中和行动报告,较具代

表性和前瞻性。
本次研究定量、定性相结合,定量部分由语料库

软件 WordSmith
 

6. 0 辅助进行,定性部分则是基于

LCT 的自主性语码以及话语-历史分析法中的话语

策略。 根据 WordSmith
 

6. 0 生成的词表( Wordlist),
剔除虚词后,产生语料中出现的最高频的 20 个实词

(见表 2)。

阿里发布《报告》主要为了展示他们在碳中和、
低碳减排方面的行动与计划。 这一点从表 2 中可以

得到印证,最靠前的、代表行为主体的词都指向阿

里,如 we,our,Alibaba 分别出现了 333 次、270 次、
170 次;有关碳中和、低碳减排的核心表达出现频次

也很高,如 carbon, reduction, emission 分别出现了

308 次、202 次、196 次。
表 2　 高频实词及其频次

序号 类符(Type) 频次

1 we 333
2 carbon 308
3 our 270
4 reduction 202
5 emission 196
6 Aliaba 170
7 energy 116
8 scope 111
9 green 99

10 environmental 98
11 more 97
12 use 86
13 platform 82
14 low 80
15 business 79
16 data 73
17 neutrality 70
18 cloud 70
19 China / Chinese 59
20 digital 52

(二)研究问题与步骤

碳中和议题涉及各个群体,需要将其放置于一

个大背景中去考量。 根据前期词频统计,《报告》有

涉及阿里以外的行为主体。 根据 WordSmith
 

6. 0 生

成的词表,笔者对高频的行为主体词进行归类,发现

《报告》主要涉及 3 种行为主体的切换:阿里自身,
阿里与中国、世界,阿里及其所在的商业生态。 针对

每一种切换,先选取有代表性的行为主体词,考察其

频次、索引行、高频搭配等;再呈现典型片段,剖析其

中涉及的自主性语码切换路径;最后结合话语策略

分析这些语码切换路径分别有助于构建怎样的企业

形象。
为了便于对语料进行自主性语码分析,本文从

行为主体切入来标注 PA,如果语料中某段话的行为

主体是阿里,则标记为 PA+(位置自主性较强);如
果行为主体是阿里以外的机构群体,则标记为 PA-
(位置自主性较弱)。 基于阐述的主题来标注 RA,
如果某段话的主题与碳中和、低碳环保有关,标记为

RA+(关系自主性较强);反之,则为 RA-(关系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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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弱)。
在界定了 PA、RA 后,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语料

中的自主性语码,特拟定表 3,其中前两列是 Maton
与 Howard 概括的 4 种自主性语码的特点

 [3]
 

98,后两

列是这 4 种语码在本次语料中的体现。 例如,PA+

RA+表示某段话呈现了阿里行动中有关碳中和、低
碳环保的内容,PA+RA-表示阿里行动中与碳中和、
低碳环保无关的内容,依次类推 PA - RA +、 PA -
RA-。

表 3　 4 种自主性语码的特点及在本语料中的体现

自主性语码 语码特点
在本语料中的体现

行为主体 阐述的主题

内域语码(PA+RA+) 内部组成部分,内部目的( Internal
 

constituents
 

for
 

inter-
nal

 

purposes) 阿里 有关碳中和、低碳环保的内容

投射语码(PA+RA-) 内部组成部分转向外部目的( Internal
 

constituents
 

for
 

external
 

purposes) 阿里
与碳中和、 低碳环保无关的
内容

内投射语码(PA-RA+) 外部组成部分转向内部目的( External
 

constituents
 

for
 

internal
 

purposes)
阿里以外的机
构、群体

有关碳中和、低碳环保的内容

外域语码(PA-RA-) 外部组成部分,外部目的(External
 

constituents
 

for
 

exter-
nal

 

purposes)
阿里以外的机
构、群体

与碳中和、 低碳环保无关的
内容

　 　 五、自主性语码切换路径与形象构建分析

《报告》中行为主体及阐述主题的切换,其背后

是不同自主性语码的切换,下文将截取代表性片

段②,结合定量定性分析,逐一探讨不同的语码切换

路径、话语策略及企业形象构建。
自主性语码有 4 种切换路径:(1)停留:维持在

一种语码内;(2)单向路径:始于一种语码,结束于

另一种语码;(3)巡回路径:始于一种语码,中途穿

过至少一种其他语码,再回到前面的语码;(4)往返

路径:在两种语码之间移动。[23] 在以上 4 种路径中,
第一种并不涉及语码切换,因此本文重点要讨论的

是后 3 种。
(一)阿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单向路径

选取 we 作为检索词,分析 we 的索引行,考察

其后连接的高频搭配,以分析当不涉及行为主体

的切换即只停留在阿里内部时,相关话语表达的

语码切换路径。 之所以选择 we,一方面,如表 2 所

示,we 是语料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实词;另一方面,
we 是第一人称代词,通过考察 we 与哪些词语频繁

共现,能更直接揭示语料呈现的脉络以及该企业

试图构建的形象。 We 的用法有两种,外排和内

包。 外排 we 专指自身,内包 we 则可涵盖读者、听
众乃至第三方群体。 在《报告》 中,除了极个别例

外,绝大部分 we 都是外排用法,即指代阿里自身。
如表 4 所示,we 后连接的主要是系动词 are,助

动词 have 和 will,表计划与愿景的实义动词( plan、
hope、aim、want 等)。 由此可知,《报告》的核心线索

是呈现阿里过去、现在、未来的行动,have 指向过

去,are 表示现在,will 以及 plan 等表计划与愿景的

动词则是指向未来。

表 4　 we 后接的前 10 个高频搭配

序号 搭配词 频次

1 are 61
2 have 60
3 will 55
4 plan 15
5 hope 11
6 aim 10
7 can 8
8 encourage 8
9 want 4

10 believe 4

1. 单向路径分析:从过去到现在、未来

选取的片断 1 包含例 1 和例 2 两个例句。
例 1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and
 

its
 

subsid-
iaries

 

was
 

first
 

founded
 

with
 

a
 

social
 

mission
 

to
 

use
 

tech-
nology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and
 

to
 

empow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Our
 

mission ,
 

which
 

has
 

re-
mained

 

unchang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is
 

to
 

make
 

it
 

easy
 

to
 

do
 

business
 

everywhere.
 

(PA+RA-)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因运

用数字技术助力中小企业发展而诞生。 让天下没有

难做的生意,是我们二十多年来坚持不变的使命。
例 2 Today,

 

this
 

mission
 

has
 

been
 

given
 

a
 

new
 

level
 

of
 

significance. We
 

are
 

proudly
 

taking
 

social
 

re-
sponsibilities

 

for
 

a
 

platform
 

company
 

by
 

trying
 

to
 

tackle
 

society̍ s
 

biggest
 

challenges.
 

We
 

aims
 

to
 

make
 

every
 

attainable
 

effort
 

to
 

coordinate
 

digital
 

economic
 

re-
sourc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s
 

well
 

as
 

inclusive
 

eco-
nomic

 

growth.
 

Alibaba̍s
 

value
 

proposition
 

is…to
 

help
 

firms,
 

especiall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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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ve
 

sustained
 

development
 

while
 

helping
 

to
 

reduce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PA+RA+)
今天,这一使命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 我们

将肩负平台企业的社会职责,把社会最大的挑战当

作企业自身最大的挑战,全力协调数字经济资源,推
动经济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 阿里的价值定位是

要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减碳的同时实现高

质量发展。
这一片段包含例 1 和例 2 两个例句。 例 1 的行

为主体是阿里,阐述的主题是阿里的企业使命,“让

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与碳中和无关,因此标记

为 PA+RA-。 例 2 指出现今背景下,这一使命被赋

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阿里要进行绿色转型,帮助中小

企业在减碳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这部分行为主

体为阿里,主题与低碳环保相关,因此标记为 PA +
RA+。 可见,例 1 和例 2 是从投射语码( PA+RA-)
到内域语码(PA+RA+)的单向路径式语码切换(见

图 2),从过去到现在、未来,阿里的使命随时代要

求,不断调整。

图 2　 单向路径式语码切换

2. 述谓策略:
 

“绿色转型引领者”形象

述谓策略是指在谓语成分(包括明确的谓语或

谓语性质的名词、形容词等) 中使用积极或消极的

评价性词汇,为社会活动的参与方(包括人、物体、
现象等)赋予正面或负面的特征和属性。[5]

表 4 中的高频谓语搭配,大部分是指向未来,如
will、plan、hope、aim 等,借此勾勒出绿色美好的愿

景。 再结合图 2,从例 1 到例 2,位置自主性(PA)不

变,行为主体始终是阿里;关系自主性( RA) 增强,
表现在企业使命的调整上,过去从普通意义上助力

中小企业发展(即 RA-),到如今向碳中和靠拢,通
过绿色转型助力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即 RA+)。
总的来说,这样的安排不仅展现了将来的愿景,也体

现了阿里从过去到现在的调整———回应时代需要,
调整企业使命和价值定位,助力中小企业发展,有助

于塑造“绿色转型引领者”形象。
 

(二)阿里与中国、世界———巡回路径

在表 2 中,继阿里之后第二高频的行为主体词

是 China / Chinese,共出现 58 次。 此外,表示世界、
国际社会这一范畴的词也反复出现,

 

world(27 次)、
global( 20 次)、 international ( 15 次)、 worldwide ( 4
次),合计 66 次。 可见,《报告》频繁地将阿里的碳

中和行动与中国、世界联结在一起,如片段 2(包括

例 3—例 7)。
例 3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et
 

a
 

phased
 

goal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continuously
 

reduc-
ing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GDP. (PA-RA+)
中国政府制定了阶段性目标,通过持续降低单

位 GDP 能耗实现碳中和。
例 4 This

 

means
 

that
 

Alibaba
 

must
 

also
 

do
 

its
 

part
 

moving
 

towards
 

a
 

low-carbon
 

and
 

circular
 

future,
 

es-
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any ̍ s
 

continuous
 

business
 

growth
 

and
 

for
 

the
 

sake
 

of
 

China̍s
 

continued
 

inclu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PA+RA+)
这意味着,为了中国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发

展,阿里也必须为低碳和循环的未来尽自己的一份

力,特别是在公司业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
例 5 Most

 

Alibaba̍s
 

businesses
 

are
 

in
 

emerging
 

e-
conomies,

 

where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are
 

ac-
celerating. (PA+RA-)

阿里大多数业务都是在新兴经济体中,那些地

方城市化和数字化正在加速。
例 6 In

 

those
 

economies ,
 

emissions
 

reduction
 

strategies
 

often
 

take
 

into
 

account…economic
 

develop-
ment

 

imperatives,
 

infrastructure
 

constraints,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consumer
 

demands.
 

As
 

the
 

largest
 

e-
merging

 

economy
 

reliant
 

on
 

manufacturing,
 

China
 

is
 

expected
 

to
 

take
 

a
 

pathway
 

that
 

balances
 

decarboniza-
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 What ̍ s
 

more,
 

China̍s
 

carbon
 

neutrality
 

strategy
 

and
 

experience
 

will
 

have
 

global
 

significance,
 

particularly
 

illuminating
 

for
 

the
 

emerging
 

economies. (PA-RA+)
在这些经济体中,减排战略往往要考虑经济发

展需要、基础设施限制、资源条件和消费者需求。 作

为最大的、依赖制造业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有望走上

一条在发展中减碳的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碳

中和战略和经验将具有全球意义,特别是对新兴经

济体具有启发意义。
例 7 As

 

a
 

leading
 

digital
 

innovator,
 

Alibaba
 

in-
tends

 

to
 

apply
 

carbon
 

neutral
 

best
 

practices
 

to
 

our
 

worldwide
 

business
 

oper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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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g
 

markets
 

where
 

fossil
 

fuel
 

still
 

dominates
 

the
 

energy
 

structure. . . As
 

China̍s
 

economy
 

grows,
 

we
 

will
 

work
 

to
 

ensure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s
 

per
 

u-
nit

 

of
 

production
 

ultimately
 

lead
 

to
 

aggregate
 

reductions
 

for
 

Alibaba…(PA+RA+)
作为领先的数字创新者,阿里打算将碳中和的

最佳实践应用到我们在全球的业务运营中,特别是

在能源结构仍以化石燃料为主的新兴市场……随着

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将努力确保降低单位产出的

碳排放,并最终带来阿里碳排放总量的减少。
1. 巡回路径分析

 

:从中国到阿里,从阿里到

世界

例 3 先阐述中国政府在碳中和转型早期设定的

阶段性目标,行为主体是中国政府,标记为 PA-RA+。
随后,例 4 提到阿里积极响应国家的发展目标,要
“为低碳和循环的未来尽自己的一份力”,行为主体

是阿里,阐述的主题与碳中和高度相关,因而标记为

PA+RA+。 例 5 提到阿里大多数业务位于新兴经济

体国家中,相关表述本身和低碳环保无关,标记为

PA+RA-。 例 6 的主体从阿里转到中国及其他新兴

经济体,强调中国的碳中和经验对于全球的借鉴意

义,标记为 PA-RA+。 最后,例 7 的行为主体又切换

回阿里,并确保降低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标记为 PA
+RA+。 可见,相比片段一,片段二的自主性语码切

换路径更为复杂,从中国(PA-)到阿里(PA+)再到

世界(PA-),最后再回到阿里( PA +),属于巡回路

径(见图 3)。

图 3　 巡回路径式语码切换

2. 辩论策略:“国际责任践行者”形象
 

辩论策略指讲话者利用不同的主题,对语篇中

的某些正面情况进行证实或对某些负面情况进行描

述,包括 15
 

个辩题:有用 / 有利、无用 / 无利、定义、危
险 / 威胁、人道主义、公正、责任、累赘、财物、事实、数
字、法律和权力、历史、文化、滥用。[5]

片段 2 主要涉及责任辩题。 一方面,行为主体

更替较为频繁,PA+、PA-交替出现的安排成功将阿

里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联结起来;另一方

面,片段 2 大部分例句都是紧扣碳中和主题( RA
+),唯一的例外是位于中间位置的例 6,此处插入了

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介绍,有利于责任

辩题的论证———减排责任和策略需充分考虑当地的

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资源状况、消费者需求等因素。
与发达国家先完成工业现代化、再实现碳达峰不同,
发展中国家是要发展与减碳并重,这是一个极大的

挑战。 在这一语境下,中国提出要走一条在“发展

中减碳”的路,其碳中和经验将具有国际借鉴意义。
阿里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准备将碳中和实践拓展

到全球 28 个国家的业务中,在这个意义上,阿里的

经验也将具有国际借鉴意义,展现了“国际责任践

行者”的形象。
 

(三)阿里与商业生态———往返路径

阿里联结了千万商家和 12 亿以上消费者,再加

上阿里的商业伙伴,一起构成了阿里的商业生态。
语料库统计表明,ecosystem③ 共出现 39 次,其共现

的高频词包括 partners、participants、scope3+、platform
等。 可见,ecosystem 出现的语境主要关乎整个阿里

平台上的各群体,强调他们是阿里碳中和行动的盟

友、伙伴、同路人。 从阿里切换到其商业生态中的其

他群体,主要采用往返路径式语码切换,如片段 3
(包括例 8—例 10)。

例 8 We
 

know
 

that
 

if
 

we
 

want
 

to
 

bring
 

about
 

real
 

change,
 

we
 

must
 

act
 

in
 

concert
 

with
 

partners…As
 

a
 

u-
nique

 

operator
 

of
 

a
 

platform
 

business,
 

we
 

plan
 

to
 

take
 

on
 

more
 

responsibilities
 

and
 

drive
 

more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Alibaba
 

digital
 

ecosystem. (PA+RA+)
我们深知,要想真正带来改变,我们必须与合作

伙伴共同行动。 作为一个独特的平台业务运营者,
我们计划在阿里数字生态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动

更多的变革。
例 9 Today,

 

many
 

ecosystem
 

participants
 

are
 

amassed
 

across
 

our
 

digital
 

commerce,
 

smart
 

logistics
 

and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s.
 

These
 

ecosystem
 

par-
ticipants

 

are
 

not
 

just
 

business
 

partners,
 

but
 

also
 

allies
 

in
 

reducing
 

our
 

carbon
 

footprint.
 

(PA-RA+)
今天,无论在阿里的数字商业平台、智慧物流平

台还是云计算平台,都聚集了广泛的生态参与者。
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商业伙伴,也是我们减碳行动的

同路人。
例 10 Therefore,

 

in
 

our
 

strategy
 

for
 

reducing
 

car-
bon

 

emissions,
 

we
 

are
 

introducing
 

a
 

brand-new
 

dimen-
sion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framewor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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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1,
 

2
 

and
 

3.
 

For
 

this
 

brand - new
 

dimension,
 

which
 

we
 

have
 

named
 

Scope
 

3+,
 

we
 

hope
 

to
 

mobilize
 

ecosystem
 

partners
 

and
 

the
 

power
 

of
 

consumers
 

to
 

ulti-
mately

 

drive
 

a
 

cumulative
 

reduction
 

of
 

1. 5
 

gigatons
 

in
 

carbon
 

emissions
 

by
 

2035. (PA+RA+)
因此,在我们的减碳战略中,在传统的范围 1、

2、3 之外,我们引入一个全新的范围,即范围 3 +。
在这个全新范围内,我们希望联合生态伙伴,汇聚广

大消费者的力量,在 2035 年之前带动生态累计减碳

15 亿吨。
1. 往返路径分析:从阿里到整个商业生态

例 8 展示了阿里对自身的定位,作为一个以数

字技术为基础的平台运营者,阿里期待在数字生态

中承担更大的减碳责任,标记为 PA+RA+。 例 9 引

入减碳行动的同路人,即阿里平台生态的参与者,此
处阐述的主题依旧紧扣减碳,但行为主体是阿里以

外的,标记为 PA-RA+。 例 10 表明,“在传统的范围

1、2、3 之外” ④,阿里开创性地提出了“范围 3+”的概

念,即在自身运营和供应链之外,阿里充分动员其商

业平台的各群体,激发更大的社会参与,到 2035 年

带动生态累计减碳 15 亿吨,这里行为主体又回到了

阿里,标记为 PA+RA+。 因此,片段三是穿梭在内域

语码(PA+RA+)和内投射语码(PA-RA+)之间的往

返路径(见图 4)。

图 4　 往返路径式语码切换

2. 命名策略:“各方力量汇聚者”形象

命名策略是指如何从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活动

的参与要素(包括人、物体、现象、行为等)进行命名

和指称,以便于划分为“组内” 和“组外” 成员。[5]

“组内”成员关系的构建有利于拉近距离、增加亲切

感,也有助于促进成员达成共识;“组外”成员关系

的构建则可以明晰双方关系,突出双方在立场和态

度上的差异。
片段 3 中,we、ecosytem

 

participants、allies 等词

的反复出现,建构了组内身份———商业生态减碳同

盟。 作为一家平台科技公司,阿里自身运营产生的

碳排放只占平台总排放的一小部分,其可能带动的

平台生态减碳潜力,将远远大于自身减碳部分。 因

此,阿里开创性地提出“范围 3+”的概念,扩大对碳

排放的关注视角,将其从单个企业的供应链延伸到

更广的商业生态,既是行业引领,又是同舟共济。
 

从例 8 到例 10,相关论述紧扣减碳主题,关系

自主性( RA) 强度不变,始终为 RA +;位置自主性

(PA)先减弱后增强,因为行为主体始于阿里(PA+),
中间插入平台生态伙伴( PA -),最后再回到阿里

(PA+)。 这样的处理使得阿里宛如减碳网络中间

的那个节点,起到辐射生态伙伴、凝聚广大力量的作

用,从而勾勒出“各方力量汇聚者”的角色。
六、总结与展望

碳中和是一个时代的命题,必然要放置于一个

大背景中去考量、去执行。 阿里《报告》不只是停留

在阿里自身对碳中和的行动和计划,也涉及了阿里

以外的其他行为主体,例如消费者、商业伙伴、中国、
国际社会等。 LCT 的自主性语码关注的是某社会文

化实践与外部领域之间的关系,因此是非常适用于

本次研究主题的。
研究结果表明,阿里的《报告》主要涉及 3 种语

码切换路径(单向路径、巡回路径、往返路径) 和 3
种话语策略(述谓策略、辩论策略、命名策略),塑造

了多重立体的企业碳中和形象。 具体如图 5 所示,
单向路径涉及了从过去到现在、未来,阿里的企业使

命定位是如何一步步向碳中和靠拢的,主要通过述

谓策略,展现出“绿色转型引领者”的形象;巡回路

径则是通过行为主体的循环更替将阿里与中国、与
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联结起来,主要运用辩论策略,
塑造出“国际责任践行者”的形象;在往返路径中,
行为主体始于阿里,中间插入商业伙伴,最后再回到

阿里,主要通过命名策略刻画出“各方力量汇聚者”
的形象。

本次研究对于企业构建碳中和话语有两方面启

示:其一,要有意识地调整位置自主性、关系自主性

的强度,使用不同的自主性语码和话语策略;其二,
可根据不同的主题及侧重点,使用不同的语码切换

路径,尤其注意适当地切换行为主体(即位置自主

性),这能体现企业与更广阔层次主体的联结,包括

商业伙伴、消费者、中国、世界等,既能激发各群体的

共鸣,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有助于企业构建负

责任、有担当的正面形象。 而此次研究由于是有关

LCT 和企业碳中和形象构建的初步探索,仅选取一

家代表性企业进行分析,日后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

两方面拓展、深化:研究对象层面,可以对不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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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横向对比;研究方法层面,可以 进一步扩大语料,进行更深入的定量分析。

图 5　 阿里碳中和形象的话语建构路径

注释:

①
 

出自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

解振华在 2021 年第八届中国企业绿色契约论坛的开幕

致辞。
②

 

各片段内的所有例句在《报告》中原本是连续出现的,下
文呈现时之所以用数字序号分开,是表示出现了语码切

换;例句的序号与紧随其后的示意图上的序号相对应。
此外,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语码切换,例句中的行为主体用

黑体凸显出来,并在句末标注了例句涉及的自主性语码。
③

 

此处 ecosystem 为引申义,指商业生态、平台生态。
④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

《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范围 1 定义为

“报告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运营产生的排放”,范围 2 定义

为“报告企业消耗的购买或收购的电力、蒸汽、供热或供

冷而产生的排放”;根据《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价值链核

算与报告标准》,企业温室气体范围 3 定义为“报告价值

链上发生的所有间接排放(范围 2 中未包括的),包括上

游和下游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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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rporation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discourse.
 

This
 

paper,
 

drawing
 

on
 

the
 

Legitimation
 

Code
 

Theory
 

(LCT),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and
 

corpus
 

study,
 

investigates
 

Alibaba̍s
 

Carbon
 

Neutrality
 

report
 

and
 

discovers
 

that
 

Alibaba
 

continuously
 

puts
 

its
 

carbon
 

neutral
 

practice
 

under
 

broader
 

circumstances,
 

involving
 

different
 

levels
 

of
 

enti-
ties,

 

such
 

as
 

consumers,
 

business
 

partners,
 

China,
 

the
 

global
 

community,
 

etc.
 

Besides,
 

Alibaba
 

builds
 

up
 

differentiated
 

positive
 

cor-
porate

 

images
 

through
 

three
 

code-shifting
 

pathways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respectively.
 

The
 

one-way
 

pathway,
 

mainly
 

involving
 

the
 

prediction
 

strategy,
 

presents
 

the
 

image
 

of
 

" the
 

leader
 

in
 

transit
 

to
 

green
 

economy" ;the
 

tour
 

pathway,
 

mainly
 

covering
 

argumentation
 

strategy,
 

creates
 

the
 

image
 

of
 

" the
 

practitioner
 

i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
 

the
 

return
 

pathway,
  

chiefly
 

employing
 

nomination
 

strat-
egy,

  

facilitates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 the
 

converging
 

forces
 

of
 

all
 

parties" .
 

Therefore,
 

proper
 

application
 

of
 

autonomy
 

codes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can
 

enhance
 

the
 

effectives
 

of
 

corporate
 

carbon
 

neutral
 

discourses
 

and
 

ultimately
 

help
 

corporations
 

to
 

build
 

favorable
 

global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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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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