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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全国碳市场”）呈现价

格上涨、但交易量大幅度萎缩的态势。交易量下降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市

场需求不足无疑是首要原因。因此，有必要尽快完善碳配额分配机制，扩

大碳市场参与主体，以有效提升需求，帮助碳市场实现其价格发现及激励

约束功能，推动尽早实现“双碳”目标。 

 

2022 年底，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的收盘价为 55.00 元，比 2021 年

底上涨 1.4%。全年成交量为 5，089 万吨，比 2021 年下降 72%；日均成

交量 21 万吨，同比下降 87%。日均成交量低于 1000 吨的交易日达 120

天，约占全年交易日总数的 50%；日均成交量低于 100 吨的交易日达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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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占全年交易日总数的 26%。可见全国碳市场在大部分交易日里交投清

淡。 

全国碳市场所覆盖企业的年度碳排放量高达 45 亿吨，是全球覆盖温

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但成立一年半以来，其累计交易量仅有

2.3 亿吨，仅为所覆盖企业年度碳排放量的 5%左右。作为对比，2021 年，

欧洲碳市场（EU ETS）所覆盖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为 13.6 亿吨，当年欧洲

碳市场总成交量（包括现货和期货）却接近 120 亿吨，为所覆盖企业年度

碳排放量的 8.8 倍。如此活跃的市场交易大大增强了欧洲碳市场的价格发

现功能，进而通过价格对企业的碳排放行为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 

反思全国碳市场交易量低迷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碳配额分配过于宽松，降低了企业购买碳配额的需求。全国碳排放交

易配额是基于碳排放强度设计的免费分配机制，每年的配额总量随当年实

际供电量（与供热量）的增减而增减，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上限。如果实际

供电量（与供热量）增加，当年碳配额的总量有可能不减反增。宽松的碳

配额分配机制降低了企业的减排压力，不利于尽早实现“双碳”目标。 

履约周期长，不利于提升市场交投活跃度。中国碳市场的履约周期是

两年。第二个履约周期涵盖 2021 年和 2022 年两个年度，清缴履约期限设

在 2023 年底。在这种安排下，有配额缺口的企业只要在 2023 年底前通过

全国碳市场购买碳配额、完成清缴就可以，这就降低了 2022 年的市场需

求，令碳市场在两年履约周期的大部分时间交投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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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配额的存续期不明朗，不利于培育投资性或套期保值类需求。全国

碳市场的结余配额能否跨履约期结转使用、碳配额的存续期（有效期）有

多久，目前尚未给出明确指引。由于存在这一不确定性，有配额结余的企

业一般会考虑在本履约期内出售配额，而不会存储到下一个履约周期；在

中长期有潜在配额缺口、愿意提前购买配额进行跨期保值的企业也不敢过

早购入配额，中长期的投资性需求更不可能入市。这就导致全国碳市场供

应偏多、需求偏少。 

基于以上分析，为提升碳市场有效需求，增强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和激励约束功能，可考虑在以下几方面对现有政策进行优化和完善。 

进一步完善碳配额分配机制，一方面加大对企业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要

求，另一方面尽快从按碳排放强度计算并发放配额过渡到严格控制碳排放

配额总量的分配机制； 

尽快从免费发放配额过渡到免费发放与有偿拍卖相结合的碳配额分配

机制； 

将全国碳市场的履约周期从两年缩短至一年； 

尽快澄清碳排放配额的存续期（有效期），给企业清晰稳定的预期，以

帮助企业制定中长期碳减排计划与转型安排； 

尽快扩大碳市场参与主体，纳入更多行业的企业，同时引入金融类交

易主体，增加交易主体及其需求的多样性，扩大市场容量，活跃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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