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用事业行业简评报告：双

碳政策框架下 生态环境价

值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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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近日，为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促进节能降耗，推动高质量发展，国家发改委印

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方案对总体目标、指标设置

及分解落实、总量管理以及管理制度等作了详细说明。 

相关政策文件密集发布，双碳目标下，生态环境价值日益凸显。自双

碳目标确立以来，为实现“2030 年达峰，2060 年中和”的目标，相关政

策文件密集出台，从前端能源消耗总量及利用效率、能源清洁化，到后端

碳的直接排放及生态环境保护，均作出了具体的规范及指引。 

在新的政策文件框架下，产生了一系列体现生态环境价值的“新生” 

交易标的：从碳排放交易中涉及的碳排放权，到绿色电力试点中的绿

色电力，到《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及的用能权、

排污权、用水权等。以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为线索，碳排放权、用能权、排

污权等“新生”交易标的与全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生态环境价值不断

凸显。 

“政策+市场”组合，生态环境价值得以量化体现。通过设计碳排放

权、用能权、排污权等环境权益交易载体，政策制度赋予生态环境价值“稀

缺”属性。市场化的交易一方面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使得生态环境

价值得以在载体交易价格中量化体现。 

鼓励地方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能耗指标有望与碳排放指标实现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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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中提出，鼓励地方增加可再生

能源消费，对超额完成激励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地区，超出

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消纳量不纳入该地区年度和五年规划

当期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未来 CCER 交易市场开启后，有望实现碳排放指

标与能耗指标的联动。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生态环境价值将日益凸显。碳排放权交易、

绿色电力交易以及用能权的交易，将利好风、光、水力发电及垃圾焚烧、

沼气发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运营商。我们维持对行业“看好”的投资评级，

推荐华能水电、川投能源、长江电力、华能国际电力、大唐新能源、首创

环保、高能环境、瀚蓝环境等公司。 

风险提示：碳中和相关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碳市场建设不及预期；能

耗控制力度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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