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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全球范围内，已经有约 30 个国家地区出台了碳中和时间表，未来绿

色能源和产业低碳发展已是大势所趋。2021 年，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正式启动。建设全国性碳市场，利用市场机制降碳，是重大理论和实践

创新，对全球的绿色低碳发展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

碳产业”、“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 如何通过碳市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主要通过碳的核

算和碳的控制两个环节，即“碳足迹”和“碳交易”。 

 

一是在碳的核算环节，碳足迹建立在全生命周期的基础上，能够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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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产品全部环节的碳排放进行核算。从核算方法来看，未来更科学化、

精准化的混合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结合宏观微观维度，核算全生命周期的

碳排放，将更好助力碳市场健康发展。从低碳化效果上来看，碳足迹将涵

盖内部原材料采购、技术开发，外部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等众多方面，从

生产到消费全环节流程，实现全产业链的清洁化。 

二是在碳的控制环节，即碳交易市场的运营环节，相对于碳税等其他

减排政策，碳交易机制具有灵活高效的优势，是实现碳中和的主流选择。

从运行机制来讲，碳交易市场以配额交易为基础，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交易为补充。实现了对碳排放总量的控制，保障了碳排放控制的

经济性，降低社会减排成本。从功能定位上来看，碳交易的一级市场对碳

排放量进行调控，二级市场则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从未来发展来说，碳交易市场不断发展，更成熟的碳金融市场也将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碳中和使命。碳期权、碳期货、与碳排放权相挂

钩的债券产品，拓展企业碳融资渠道，提升企业参与碳市场积极性。 

放眼全球，碳足迹管理叠加碳交易制度，已成为各国实现碳中和的“最

优解”。我国碳排放市场方兴未艾，众多行业环节发展空间较大。建设完

善全国碳市场，可顺畅碳价传导，缓解区域碳价差异。逐步扩大碳管理行

业纳入范围，扩大碳交易覆盖主体，实现碳交易在成交量、成交额等方面

的突破。合理发展和利用碳金融工具，有效发挥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

务碳中和的重要使命，最终实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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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 碳足迹和碳交易：实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 

二十大对“双碳”做出了最新战略部署：“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随着低碳理念深入

人心，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大势所趋。“碳足迹”和“碳交易”已逐

渐成为减排环节中的重要名词。 

碳足迹，是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核算研究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反

映经济活动主体的能源意识和能源行为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 

具体来看，一个行业不仅自身燃用化石燃料会排放二氧化碳，其中间

品在生产过程中，也会排放二氧化碳，从而成为该行业碳足迹的一部分。

所以一个行业完整的碳足迹，包含该行业从产业链的起点开始，所有生产

环节对应的碳排放。 

对于企业也是一样，碳足迹包括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直接碳排放是企

业产品直接产生的，间接碳排放是整个供应链所产生的排放。例如一家发

电公司，可能跟一家批发和零售公司的平均碳足迹相同：发电公司 97%是

直接排放，3%是间接排放。批发零售公司 2%为直接排放，98%是间接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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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是指：为各市场主体设定排放上限，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

发放给市场主体，并允许自由交易。其核心是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节能

减排，主要分为配额型和项目型两种。 

 

碳足迹和碳交易，从碳排放量的核算到控制，两者相互衔接、共同作

用，成为推进节能减排、实现碳中和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碳足迹，可更加精准地核算碳排放量，是实施碳交易、实现碳中和的

基础和前提。碳足迹建立在全生命周期的基础上，能够对企业或产品的全

部环节进行核算。这种核算不仅能够激发个人的能源与环保意识，也能对

企业碳排放行为进行衡量与约束。 

碳交易，是实现碳中和的主流选择。相对于碳税等其他减排政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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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机制具有灵活高效的优势。碳交易，首先是交易主体的多样化。碳交

易市场不仅包括控排主体，还涉及各种投资机构、中介公司、个人投资者，

形成了丰富的产业生态圈。其次是交易产品的多样化。作为一种市场化机

制，碳交易市场中包括碳排放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之间的交易，还

可与期权、保险、证券、碳基金、碳信用等金融产品有机结合，碳金融市

场充分服务实体经济主体参与碳市场，发挥减碳积极作用。最后是碳减排

高效化。第一，政府通过直接确定一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配额总量，对减排

有最直接的效果，控制力度较大。第二，碳交易为市场主体参与减排提供

了长期的经济激励，使得减排企业具有主动、积极的减排动力，也促进了

企业对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第三，碳交易降低高效、低碳企业的

生产经营成本，增加高碳、低效企业成本，淘汰落后产能。两者叠加下，

行业格局进行新一轮洗牌，排碳能力更强的企业得以存活，实现更高的碳

减排效率。 

碳足迹叠加碳交易制度，已成为低碳环保下最为重要的政策措施，是

世界各国的主流选择，也是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必由之路。 

2 碳足迹：碳的核算 

碳足迹，就是核算人类生产消费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总排放。目前，

碳足迹核算主流方法是生命周期评价法，对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每个步

骤都进行核算，评估生命周期中直接、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总量。 

2.1 核算方法：混合评价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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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比较常用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为：过程生命周期评价法、投入

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法、混合生命周期评价法。 

过程生命周期评价是最主流的评价方法。该方法“自下而上”进行核

算。通过实地监测调研、数据库资料收集，获取产品或服务在生命周期内

所有的碳输入输出，核算总的碳排量和对环境影响。优势在于：精确评估

产品服务的碳足迹和对环境影响，可以根据具体目标，设定评价的目标、

范围、精确度。对于微观层面的具体产品或服务，一般使用过程生命周期

法进行核算。 

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法，克服了过程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中边界设定

和清单分析存在的弊端，引入了经济投入产出表。此方法主要“自上而下”，

一是借助于投入产出表，核算行业、部门层面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水平。

二是根据平衡方程，来估算经济主体与评价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三是依

据对应关系、总体行业部门能耗，对具体产品进行核算。优势在于：比较

完整地核算产品服务的碳足迹和环境影响。但投入产出表间隔发布，该方

法时效性欠佳，同时部门行业不一定能与评价对象一一对应，较难用于具

体产品。故该方法一般适用于国家、部门、企业等宏观层面的计算，较少

用于评价单一产品。 

混合生命周期评价法，将过程分析法和投入产出法相结合。可分为三

种：分层混合、基于投入产出的混合、集成混合。利用三种评价模型，规

避截断误差，能更有针对性地评价具体产品碳排放，是更加精准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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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9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