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和林：锚定“双碳”目标 

碳交易引导企业节能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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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盘和林 

 

9月27日，全国首个省级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广州成立。

将成为“双碳”标准的“加工厂”和标准化活动的“连接器”。另据媒体

报道，广州碳交所配额现货交易量累计成交突破1.91亿吨，排名全国首位。 

碳交易是推动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这也意味着我国碳交易市场从试

点工作到全面推广的转变。所谓的碳交易是碳排放交易的简称，就是把二

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具有总量控制

碳排放的优势。 

现阶段，碳交易的减排运作机制已成为低碳发展的有效工具。在政策

手段和市场手段共同推动下，推动企业节能变革，实现高质量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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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正是建立碳交易的根本所在。 

第一，碳交易可通过明晰产权、动态调整碳排放定价促进碳减排。从

产权理论看，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产权失灵。碳排放属于公共物品范畴而

具有外部性，自发价格机制无法解决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外部

不经济性问题，这也是政府出台环境政策工具的一般理由。碳交易制度的

推行可通过产权的明确界定，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使碳排放成为非公共

物品。在总量控制下，如果企业碳排放的需求越多，碳排放配额价格也就

越高，那么企业所支付的成本也就越高。 

第二，碳交易可以通过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促进碳减排。从微观市场主

体视角来看，“双碳”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积极促进因素，带

来了绿色低碳市场及相关产业的新的发展机遇。理论上，庞大的市场潜力

将引导投资进入绿色低碳领域，政策倒逼和市场激励将扩大企业对节能减

排技术的强大需求，推动企业创新、产业转型，还会培育形成新的产业集

群，催生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仅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据天眼查数据的不完全统计，在 2006 年-2021

年间，新能源汽车领域共发生约 550 起融资事件，总金额超 3200 亿元。

其中，超 7成融资时间发生在 2015-2020年，融资金额总计超 2500亿元。

可见新能源汽车格外地受资本市场青睐，近些年，从舆情来看，新能源汽

车似乎到了发展的瓶颈期，资本也开始更加理性，行业进入调整阶段，但

数据证明，新能源汽车投融资热情依旧不减。截止 2021 年 8 月，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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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50 余起融资事件，涉及金额超 560 亿，已超之前年度全年融资金额

总数。 

第三，碳交易刺激企业能源结构升级优化促进碳减排。数据显示，在

碳交易体系中, 电力行业贡献了超过 50%的碳减排。目前我国的发电结构

中，火电占据绝对比重，装机容量占比超 55%，年发电量占比超 75%。从

成本端看，根据欧盟的经验，未来我国碳交易市场碳配额总量控制将趋严，

且电企获取免费碳配额的难度将加大，一些火电企业需要通过拍卖的方式

购买配额，提升了成本。基于此，发电企业就需要权衡碳价格和边际减排

成本，在使用碳强度更低的燃料 (例如天然气)作为燃料替代品或使用煤和

购买配额间做出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碳交易制度虽然能够有效“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推

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改革。目前的一种担忧是，我国碳交易尚处于试点

地区的起步阶段，与欧美等国家相比制度顶层设计尚不完备，政策效果的

对企业刺激作用的持续性还不能保证，易引发碳交易不活跃，碳价偏低，

甚至二级市场停滞不前等现象。但也有另一种声音，随着我国“双碳”目

标的推进，一场能源革命不可避免。这其中可能引发碳减排权价格将上涨

的投机行为，甚至是把“碳达峰”当成“碳冲锋”“攀高峰”，倒计时式

上马“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等跑偏和走调行为，带来与初衷相悖的结

果，将有损市场驱动减排计划目标的实现。 

所以在当前阶段，无论针对哪一种担忧，都应积极吸收试点阶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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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7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