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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7 月 16 日（周五）上午 9 点 30 分，准备已久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开盘价设定为每吨 48 元。首笔碳交易随之

撮合成功，共成交 16 万吨，交易额为 790 万元。开盘首日收盘价为每吨

51.23 元，累计成交量达 410.4 万吨，累计成交额达到 2.1 亿元。 

尽管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所只是纳入发电行业超过 2000 家重点排放单

位，其他行业以及非排控单位、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等暂时未能纳入，

尚需市场机制运行成熟之后再逐步放开，但据报道，纳入首批碳市场覆盖

的企业碳排放量超过 40 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我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

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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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是我国落实

“3060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要求，推动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我国自 2011 年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两

省五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地方试点工作，到 2021 年 6 月，试点省市碳

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 4.8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 114 亿元。在长期

试点、总结完善和认真准备的基础上，现在正式推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可谓非常不易，而且今后的发展依然充满挑战，要发展好并不容易。 

碳排放权交易，是指企业单位依法取得一定时期内排放温室气体（统

称碳排放）的配额（CEA）后，实际排放量低于配额的企业单位通过市场

交易将节省的额度有偿转让给配额不足的企业单位，使其能够满足碳排放

监管要求的行为。这是碳排放总量控制的一种市场化经济手段，其实际运

行主要受到碳排放配额的核定、实际排放量的核查、实际排放量超出配额

的处罚、实际排放量少于配额的奖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需要有严格的碳排放控制以及合理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没有严

格的碳排放配额限制，也就不可能存在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配额的分配

将对企业单位以及所在地区产生很大影响，相关企业单位乃至党政机关都

会全力争取最大的配额，这就对碳排放配额分配核定的主管部门能否做到

公平合理带来巨大考验。 

其次，碳排放配额分配核定后，还需要严格准确地监测核实企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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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排放量，否则，碳排放配额就可能失去实际作用。 

再次，对碳排放超标或配额节省的惩罚与奖励要为碳排放权交易保留

一定的调剂空间。如果配额核定不合理，出现普遍超标或节省；如果对碳

排放超标没有足够强的惩罚，或者对超标的一律实施关停并转；如果对碳

排放配额节省的企业单位没有奖励，或者完全由政府给予补贴，也就没有

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的空间了。只有存在碳排放超标和节省的情况，并在超

标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其购买一定的配额以满足排控监管要求，才能为碳排

放权交易提供空间。 

最后，还需要通过市场公平交易确定合理的碳排放权价格，才能够为

参与交易的各方广泛接受，提高碳交易的成功率。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碳排放配额都能进行交易，因为绝大部分都

会被实际消耗掉。只有少部分经监管部门核实后节省下来的配额，才能进

入市场进行交易（存在滞后性），而且还需要存在超标单位的购买需求并在

价格上达成一致才能成功。所以，与核定的碳排放配额总量相比，真正能

够进入市场并成功完成交易的规模并不是很大。 

从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碳交易影响因素很多，从实际

排放量申报核实到完成余缺交易的周期很长，碳交易市场建设和运行投入

也比较大，要运作好发展好碳交易市场存在很大挑战，不少碳交易市场并

不活跃，对此也要有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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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达 10 年的试点准备，现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始运

行，确实来之不易。但这还仅仅是正式起步，仍需付出更大努力。 

首先，要确保已纳入碳交易市场的发电行业碳排放监管与碳排放权交

易的健康运行，在现货交易基础上，积极拓展和丰富碳交易品种，如碳期

货、碳期权等，并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完善。 

其次，碳排放主管部门要在连续多年组织开展全国发电、石化、化工、

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高碳排放行业的数据核算、报送和核查

工作基础上，结合发电行业碳交易的运行，加快对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与报告国家标准的修订完善，推动加强相关方面的立法监督，制定完

善分行业配额分配方案，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准确，强化碳排放配额硬

约束。在发电行业碳交易市场健康运行后，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的行业

范围和交易规模。 

再次，要积极拓展和丰富碳交易市场的参与主体。从目前主要是碳排

放重点控制企业，向包括碳排放控制企业、非排控企业、金融机构、基金

公司、个人投资者等在内的多元化主体延伸，使碳交易市场拥有来自不同

领域、风险偏好与市场判断存在不同、数量众多的参与者，推动碳交易市

场形成公平合理的价格发现机制。 

最后，要推动中国碳交易市场对外开放，积极与国际规则接轨，建设

成为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碳交易市场，吸引更多国际碳交易来中国

市场进行，切实增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