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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减排作用 

2021 年 3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

（下称《草案修改稿》），并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集意见阶段。《草案修改稿》不

仅对配额分配方法、配额收入管理等长期以来备受碳交易市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调整，

而且细化了多项监督管理规定，以期确保碳交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温室气

体减排，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主要关注点如下： 

一是明确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式，疏通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的堵点。碳排放配

额的分配，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怎么分？分给谁？分多

少？”直接决定了控排单位的减排成本，涉及多方利益。为此，《草案修改稿》提出，

“碳排放配额分配包括免费分配和有偿分配两种方式，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根据国

家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扩大有偿分配比例”。这样的渐进方式有利于碳排放

权交易体制的推进，也能逐步激发企业的减排热情。 

二是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基金，提高减排资金的利用效率。“碳市场配额有偿分配

获得的收入能否用于低碳建设”一直是各方争议的焦点。《草案修改稿》首次提出国家

建立碳排放交易基金，将碳配收入纳入其中统筹管理，明确了对碳排放权配额有偿分

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以确保减排资金及时有效投入到碳交易市场建设和温室气体

削减重点项目中去。 

三是强调多部门协调合作，重视碳市场的金融属性。碳减排具有复杂性，涉及公

共管理、产业发展、气候环境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主管部门加强协调配合；碳交易市场

具有明显的金融属性，离不开金融部门的参与和监管。基于此，《草案修改稿》多处着

墨强调要建立多部门间的多种协作配合机制，以实现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监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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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将个人投资者列入碳市场交易主体范围，鼓励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碳中和行动。

《草案修改稿》明确提出，碳交易的主体包括重点排放单位以及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

则的其他机构和个人，进一步落实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中关

于“逐步扩大交易主体范围，适时增加符合交易规则的投资机构和个人参与碳排放权

交易”的工作要求。事实上，2020 年 9 月 8 月北京市举办的“绿色出行碳普惠行动”

就进行过类似的尝试。该活动将市民低碳出行的碳减排量打包整合后，以碳为介质进

行交易，所得交易额再以多样化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形式补贴回出行者。未来，随着

碳排放权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不断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持续开发、碳期货等衍生产

品和业务有序运营，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将是市场主体参与碳中和行动的重要方式之

一。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  汪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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