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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徐忠（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

秘书长） 

最近关于碳市场有几个方面进展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全国碳市场在 7

月 16 日正式启动了，收盘价突破每吨 52 元人民币。二是 7 月 14 日欧盟

提出碳减排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实施更严格的碳交易体系，并扩展碳交易

覆盖范围，以及防止碳泄漏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涵盖电力、钢铁、水泥、

铝和化肥五个领域），作为其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重要补充。我想结合这些新

的进展，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一、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碳市场，下一步重点是要形成更加有

效的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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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碳市场是从地方试点开始起步的，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

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福建等地方试点，目前最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

碳市场，初期仅纳入发电行业就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统一市场的

建立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碳价格，可以提高碳市场的流动性以及定价的

效率。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的全国性碳市场还有一些重要方面需要完善。 

第一要尽快明确总量设定。碳排放总量是根据覆盖范围内的历史排放

情况以及总体减排目标来确定未来一定时段的排放总量，这个总量目标确

定不了，会对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欧洲碳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碳价非常低，客观上与总量的“挤牙膏

方式”有关系。金融危机期间，工业、商业活动减少导致所需碳配额减少，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盈余、碳价格下降，企业减排动力下降。为应

对配额盈余，短期内欧盟将一定数量的配额拍卖推迟。为进一步增强碳交

易体系韧性，2019 年 1 月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开始运行市场稳定储备机制，

即不是根据价格波动，而是根据流通的排放配额数量来决定向市场增加或

从市场收回排放配额。 

目前，中国碳减排的总量目标还不清晰，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此外，

在设定总量目标的前提下，应拿出足够比例的碳配额进入碳市场。同时应

考虑构建价格稳定机制，帮助投资者形成碳价逐年上涨的预期，更有利于

促进减排。 

第二要完善配额的分配。配额分配方式决定了配额的稀缺性，从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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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碳价格的高低，是价格形成的第一步。从目前已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

系来看，配额拍卖已成为分配配额的主流方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

行初期以发电行业为参与主体，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配额分配以免费

分配为主。中国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仍在起步阶段，采用免费分配方法有

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应逐步增加配额拍卖比例，

促进碳排放合理定价。增加配额拍卖比例，一方面发挥市场化手段促进碳

定价，另一方面拍卖收入可作为政府公共收入，投入低碳发展行动中。国

际上常见的配额分配方法包括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免费分配配额方法分

为祖父法和基准法，拍卖即有偿购买碳配额；目前，欧盟碳市场默认的分

配方式是拍卖，也有少部分为了防止碳泄露或鼓励特定行业、企业发展而

给予的免费额度，但预计后期会逐步取消。拍卖分配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

形成支持低碳发展的公共资源。欧盟成员国、英国和欧洲经济区国家

2012-20年拍卖收益超过570亿欧元，2019年拍卖收益超过141亿欧元，

其中有 77%用于气候和能源目的。中国资源与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呈逆向

分布，煤炭集中于内蒙古、山西等省，原油集中于陕西、黑龙江等省，天

然气集中于河北、山西等省。为了低碳发展平稳转型，需要帮助高碳地区、

行业应对冲击及转型，当下中央及各地财政比较紧张，碳市场的拍卖收益

支持部分地区和行业的转型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第三要推动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形成能产生足够激励且相对稳定的

碳价格，并以金融监管的理念进行管理。中国的全国性碳市场尽管规定符

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可以参加，但目前只有控排企业能参与，符合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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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还未参与进来。没有金融机构的参与，碳市场在价格发现、预期

引导、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影响减排目标的有效

达成。欧盟碳市场的参与主体除了控排企业之外，还包括银行、基金、经

纪交易商等各类型的金融机构。我们应将碳交易市场定位为金融市场，以

金融监管理念进行管理，加强交易产品、机制及参与者的金融属性，推动

衍生产品创新，提高市场流动性，将碳交易纳入金融市场体系和风控框架；

目前正在修订的《期货法》应将碳配额衍生品纳入交易品种。依托现有金

融基础设施，以市场化、专业化方式构建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有效利用已

较为成熟的市场管理经验，提高机构投资者参与度，发挥市场成员的自律

管理功能。 

第四，碳价格要想形成对全社会生产、消费等行为的牵引，还取决于

能否形成顺畅的价格传导。电力行业在碳排放中占比差不多一半，电价是

最重要的“二传手”。中国目前电力价格还存在一定的管制问题，并非完

全的市场化定价。这种情况下，碳价格信号的传导就可能阻滞在电价环节。 

下一步，中国要在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形成更

加有效的碳市场和好的碳价格信号，助力低碳平稳转型。包括尽快明确总

量设定、配额分配由免费逐步过渡到拍卖方式、推动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

形成能产生足够激励且相对稳定的碳价格、推动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等。 

二、发达国家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其收益必须用于发展中国家的

碳减排，否则不符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是变相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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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27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