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政委：全国碳市场交易履约

驱动现象明显 应尽快推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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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

场”）正式上线，到目前已逾一年。作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机

制，在一年运行期间，全国碳市场平稳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总体来

看，全国碳市场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促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快绿色低

碳转型的作用初步显现，有效发挥了碳定价功能。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相比国际上成熟的市场环境，我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尚在起步阶段。与第一个履约期的“初探路”相比，第二个全国碳

市场履约期是碳市场走上正常运行的重要阶段，也是机制建设“查缺补

漏”、市场主体有序扩容的重要时期。围绕如何推动全国碳市场走上高质

量的发展道路，有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兴业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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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全国碳市场启动迎来一周年，您如何看待过去一年全国

碳市场的发展情况？ 

鲁政委：全国碳市场的启动对我国碳市场建设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同时也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全球覆盖温室气

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每年覆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 45 亿吨。 

全国碳市场在启动初期实现了平稳有序运行。在履约方面，全国碳市

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完成。首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履约完成率达 99.5%；在市场交易方面，全国碳市场初期平稳有

序开展交易，初步发挥了碳定价的作用。截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全国碳

市场碳配额（CEA）累计成交量 1.94 亿吨，累计成交额 84.64 亿元，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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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盘价 59 元/吨，较启动交易首日开盘价上涨了 22.9%，尽管相较欧盟等

其他国家和地区碳市场的碳价来说仍然相对较低，但已高于我国大部分地

方试点碳市场，初步发挥了碳定价的作用。在制度建设方面，全国碳市场

相关制度要求不断完善。目前我国已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和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等管理制度，以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核查、报告等技术规范与要求。在碳金融发展方面，证监会发布了碳

金融产品标准，同时越来越多的银行落地碳排放权质押贷款业务，与碳市

场挂钩的金融产品也开始出现。总的来说，全国碳市场实现了初期的平稳

有序运行，为后续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全国碳市场在这一年的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非履约期交

易活跃度不高、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未来仍然需要持续完善相

关制度规则，逐步扩大覆盖行业范围，适时引入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丰富

碳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促进增强市场活跃度，同时要加快推动出台《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强化碳市场监督管理要求。 

《金融时报》：从目前数据来看，临近履约期市场活跃度相对较高，但

其他时间活跃度较弱。这和欧洲等相比情况有何异同？ 您认为背后的原因

是什么？ 

鲁政委：目前全国碳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履约驱动现象，与欧盟碳市场

相比，相同的是履约义务确实是影响控排企业交易活动的因素，但不同的

是，由于制度安排、交易主体范围等的差异，履约义务是影响我国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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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情况的最主要因素，但确只是影响欧盟碳市场交易情况的众多因素之

一，因此最终呈现出的交易现象也大不相同，我国碳市场在履约期市场活

跃度明显高于非履约期，而欧盟碳市场活跃度受履约期影响的现象并不明

显。究其原因，可以大体归为三个方面： 

一是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主体较为单一，全国碳市场启动初期仅纳入

发电行业，并且只有控排企业可以参与交易，尚未引入机构和个人投资者，

因此目前市场交易主体均为具有履约义务的发电企业，履约成为了驱动他

们进行配额交易的最主要因素，所以会出现履约期交易活跃度远高于非履

约期的现象。 

二是市场预期不明确，目前全国碳市场尚未公布未来碳配额总量以及

碳排放基准值变化的长期规划，配额分配方案基本是一年一制定，发电企

业缺乏明确的预期，因此在配额可以结转使用的情况下，当具有履约义务

的发电企业有盈余配额时可能倾向于长期持有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平

时交易的意愿并不高。而我们看到欧盟碳市场有四个发展阶段（分别为 3

年、5 年、8 年和 10 年），每个阶段开始时都以欧盟长期减排目标为基础，

制定了整个阶段的配额总量削减规划，市场主体对未来有较为明确的预期。 

三是交易品种单一、风险管理工具缺乏，从欧盟碳市场的发展经验来

看，碳金融衍生品，尤其是远期与期货产品对提高碳市场非履约期交易活

跃度起到了重要作用，期货成交量远大于现货成交量，与此同时，碳金融

衍生品也能为市场主体提供对冲价格风险的工具，便于企业更好地管理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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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5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