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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2022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下

称“绿证”）的核发数量达到 2060 万个（对应电量 206 亿度），较 2021

年增长 135%；交易数量达到 969 万个（对应电量 96.9 亿度），较 2021

年增长 15.8 倍。 

绿证核发及交易量出现如此高速的成长，得益于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

在“双碳”目标下加强顶层设计、优化激励机制的诸多举措。展望未来，

中国绿证市场发展空间广阔，绿证核发与交易量仍将保持高增长态势，为

中国能源结构转型及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激励。 

 

中国的绿证核发与自愿认购制度始于2017年，但前期发展并不顺利。

2017~2020 年间，全国累计核发绿证约 3000 万个，但累计认购数量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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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万个，认购率仅有 0.1%。显然，在自愿认购的制度安排下，企业缺乏

购买绿证的压力和动力，导致绿证需求严重不足。 

2020 年 9 月，中国双碳目标公布后，中央加强了能源转型的顶层设

计，自上而下明确了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消费

比重等短中长期目标。监管部门不但扩大了绿证核发范围，而且将绿证交

易从自愿认购扩展到“绿电消费配额制度”中，允许承担绿电消费配额的

市场主体通过购买绿色电力或绿证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加大了购买

绿证的“履约需求”（此为增加压力）。 

2022 年 8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统计局和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进

一步做好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

（下称《通知》），允许各地区自 2021 年开始，当年较上一年新增的风电、

太阳能发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可在

计算当年能源消费总量时予以扣除，并明确将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费量认定的基本凭证，同时明确绿证原则上可以转让（之前是不得转让）。

这些举措进一步扩大了对绿证的实需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此为增加动力）。 

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出，促成了绿证交易在 2022 年的爆发式成长。尤

其是在《通知》发布之后，绿证核发量与交易量皆大幅度上升。2022 年

8~12 月，绿证核发量近 1400 万个，是当年前 7 个月核发量的 2.1 倍；绿

证交易量达 757 万个，是前 7 个月交易量的 3.6 倍。2022 年全年核发的

绿证量占到 2017 年推出绿证制度以来累计核发量的 35%，而当年的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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