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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小川 

建设碳排放交易体系需要依靠机制建设。传统的任务分解方式并不能

满足我国碳减排的需求，因而要高度重视激励机制建设，即碳排放配额的

价格或对碳排放征税的税率必须有明确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计算规范，最后

通过市场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承诺，中国力

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目标。要实现“双

碳”目标，首先要考虑各行业、各地区存在的差异，要有准确的数据基础

并提出可测算的各类参数，采取各种措施纠正市场失灵；再在此过程中，

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全国碳排放市场，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避免碳价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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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当前碳排放的全球治理仍然以国家为主体，由于一些具体问题

尚无解决方案，要求我们进一步探索建设和发展绿色治理体系。 

1 

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的若干问题 

首先，要提供准确的数据基础作为碳中和规划的参数。 

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峰会上提出了四项重要指标，即到 2030 年，中

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2005年增加 60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12亿千瓦以上。其中有两

个涉及 2005 年的基础数据缺失。基础数据对于减排任务如何分解，效绩

考核以及碳市场的定价都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把数据基础做实。 

此外，夯实数字基础，搭建可计量、可核算、可定价、可评估、可激

励的绿色治理制度和体系，是使各个部门积极行动、主动落实碳达峰与碳

中和目标的关键因素。可适时借鉴和采用 MRV 体系（Measurement，

Reporting，Verification，可度量、可报告、可核查）的一些做法，这些

也是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核心要素之一。为此，国民经济中相当一部分行业

和机构需要参与进来，尤其是高碳行业，如能源行业、交通行业等。对于

碳捕获和碳汇，也需要给出相关参数，明确市场的配额余量及配额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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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实现碳交易价格合理、稳定、可预期的目标。 

其次，要充分重视碳减排中占比较大的行业并进行合理规划。 

目前，全球发电行业碳排放占比平均为 41%，中国为 52%。有报告提

出未来要扩大电气化，通过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将煤电为主的能源

结构转型为绿色电力或零碳电力。一方面，市场上部分研究机构及人员对

电力行业的减排转型情景过分乐观，忽视了非化石电源及输配电中的技术

难度。另一方面，电力行业转型的融资需求巨大，要认真估算新增清洁电

力装机容量的资金量（达到目标装机容量所需的资金量），既要考虑装机成

本，也要考虑装机成本如何摊入供电运行成本，年发电小时数和电网接纳

度，电网性能（包括线损）以及储能、调峰、输配电的投资成本等因素。 

最后，要充分考虑到碳中和的难度，进行更多创新并提供激励机制。 

将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完全降到零将非常困难。对于已经排

放的二氧化碳，可以依靠新的科学技术和投资产生的碳沉降机制，将一部

分二氧化碳吸收回来，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创新的工作。此外，还需要确

定森林碳汇参数，明确不同的森林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其中涉及的树

种、密度等问题，还需要相关方面的技术创新。要加大对上述创新的激励

机制建设，为社会资本投资绿色科技提供重要的回报率预期。 

2 

要建设健全全国碳市场，明确碳市场的金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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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碳排放交易体系需要依靠机制建设。传统的任务分解方式不能完

全满足我国碳减排的需求，进一步建设和健全碳市场是必要的。要高度重

视激励机制建设，也就是碳排放配额的价格和碳排放征税的税率要有明确

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计算规范，通过市场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相较而言，通过金融市场和碳市场的衔接，实现金融市场对碳市场发

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有利于我国碳减排任务的完成。碳市场对投资的激

励作用主要有两层：一是在几千家控排企业范围内，碳市场（即期市场）

能够在当期鼓励低碳企业增产或减碳高效的企业多减碳，以争取促进碳平

衡；二是碳市场可以给出中长期信号，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于未来碳减排的

经济活动。特别是通过碳市场衍生产品给出的中长期信号，如碳期货、碳

远期等，能够给未来的生产投资提供核算和风控基础。因此，要让碳市场

提供有效的价格信号，就必须认可碳市场的金融属性，要有充分的金融机

构和其他交易主体的参与，就必须存在较活跃的碳衍生品市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以更大力度发展和运用碳市场。要实现

碳市场的合理价格，确定碳排放的封顶总量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年度总量

数据，减排任务分解、绩效考核、碳市场定价的形成都将是无解之问。只

有在明确总量的基础上对碳配额进行交易，促进规律性价格的产生，才能

最终实现碳价的合理化。但在目前，中国未来若干年的碳排放总量还未逐

年确定，对于碳排放总量的测算方法也仍未明确。 



 

 - 6 - 

碳市场也有受到质疑的地方，其一就是碳价格可能大幅波动。之所以

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原因可能包括：第一，未来技术的发展以及性价比

存在不确定性，给相关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由于很多投资是中长期的，

因此这些投资核算和未来回报也存在不确定性。第二，考虑到当前经济增

长和未来碳中和目标之间的平衡，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会存在一

些过渡性安排，包括免费配额和低价配额等做法，在减排进度上可能前松

后紧，也可能前紧后松，最好是实现动态优化安排，但因为动态安排减排

量会有波动，所以进入碳市场的数量也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影响碳价格。

第三，政府财力及政府对某些活动给予补贴的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影响了补贴后的价格形成。 

因此，在寻求未来碳减排路径的同时，还要正视所存在的不确定性及

其对碳价格的影响，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可以帮助避免碳

价格过度波动的机制。 

当前，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碳市场，进行了碳排放交易并产生了

交易价格。这些碳市场与未来全国市场的关系也需要探讨。如果各市场的

标准不一样，总量封顶的依据不一致，各市场之间又没有连通机制，所形

成的碳排放价格就会不统一，不利于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的推进。 

3 

要建立与目标相一致的国际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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