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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国内碳市场回顾。本周国内碳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共成交配额

113.76 万吨，较上周下跌 39.10%，总成交金额为 4665.7 万元，较上周

下跌 59.6%，按成交量加权的成交均价为 42.35 元/吨。成交均价最高的为

北京碳交易市场，价格为 90.76 元/吨，较上周上升 11.7%；成交均价最低

的为深圳碳交易试点，价格为 18.12 元/吨，较上周下降 20.98%。成交量

最高的为全国碳交易市场，过去一周成交 96.05 万吨，最低的上海成交 0

吨；成交额最高的是全国碳交易市场，金额为 3989.9 万人民币，最低的上

海为 0 万元。 

一周国际碳市场回顾。10 月 18 日、19 日和 21 日，欧洲能源交易所

（EEX）举行了三次 EUA 拍卖，拍卖成交价格分别为 58.85 欧元/吨、57.58

欧元/吨和 57.10 欧元/吨，较上周平均交易价格下跌 2.30%；三次拍卖量

均为 251.55 万吨，成交量与上周持平。韩国碳市场本周共成交配额 9.01

万吨，较上周上涨 89.34%，成交均价为 26.29 美元/吨，较上周上涨 1.81%。 

气候变化指标追踪。2021 年 10 月 23 日，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

度为 413.3ppm，较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上升 0.68%。本周内，全球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平均值为 414.36ppm，较去年

同期增长 0.65%，较 2011 年同期增长 6.45%。 

碳排放量。截至 6 月 30 日，中国 2021 年共排放二氧化碳 55.18 亿

吨，较去年同期上涨 13.35%，较 2019 年（疫情前）同期上升 9.74%。

2021 年上半年，世界共排放二氧化碳 176.2 亿吨，较去年同期上升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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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9 年（疫情前）上升 1.09%；中国占 31.32%。 

行业要闻。“双碳”1+N 政策体系中的“1”正式发布。2021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原则，

对 2025、2030 和 2060 年的目标进行了量化，要求 2025 年非化石能源

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206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80%左右，也

提及了碳税、碳汇、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等问题。 

小专题研究：内部碳定价。我们在《碳中和改变中国系列三》中回顾

了碳税、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信用三种主要的碳定价形式，但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企业也开始在内部对碳进行定价，用于指导其遇到气候变化影响，

风险和机遇时进行相关的决策过程。根据非营利组织 CDP 的统计，过去五

年，开始制定或规划内部定价的企业数量增加了 80%，其中不乏微软、沃

旭能源、三菱等知名企业。 

各企业的内部碳定价中位数为 25 美金/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又以欧

洲及亚洲定价偏高，平均价格来到 28 美金/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欧盟碳排

放交易体系的价格已经突破 60 美金/吨二氧化碳当量，各企业仍需要持续

调整目前的内部碳定价，随情势修订策略，随时做好准备以面对未来碳排

放量可能造成的影响。 

投资意见：顶层设计文件出台后，“双碳”政策趋于明朗，1）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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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中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的目标，风电、光伏成长属性凸显，建议关注

光伏运营商太阳能、三峡能源、吉电股份、晶科科技、协鑫新能源和风电

运营商大唐新能源、节能风电和中广核新能源；2）《意见》中提到要加强

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建议关注生产二氧化碳在线监测设

备的生产企业雪迪龙、先河环保、佳华科技和蓝盾光电。 

风险提示：相关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碳价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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