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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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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市场的数据质量符合要求，碳排放权交易暂行条例将尽快出台。

7 月 14 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表示，全国碳市场的数据质量符合要求，将

推动碳排放权交易暂行条例尽快出台；碳价方面，在全国碳市场相关制度

设计中，会考虑通过改进配额分配方法，引入抵消机制等政策措施，来引

导市场预期，从而形成合理的碳价。 

上海环交所负责前期开户及运行维护工作。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相关规

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全国碳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成立前，由上海环交所承担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账

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工作。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开启。7 月 16 日，全国碳交易市场如约开

启。交易首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挂牌协议交易成交量约 410.4

万吨，成交额约 2.10 亿元，当日开盘价（最低价）为 48.00 元/吨，收盘

价为 51.23 元/吨，最高价为 52.80 元/吨。 

碳交易包括配额交易（CEA）和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配额交易

是主要方式。碳排放配额交易具有强制性，也是最先上线交易的。 

CCER 具有自愿性和额外性原则。自愿性是相比于配额市场的强制性

而言，相关企业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与碳交易；额外性则是指 CCER 项目

活动所产生的减排量相对于基准线是额外的，这种项目活动在没有外来的

CCER 支持下难以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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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交易市场开启，环保信息化发展空间广阔。环保领域的信息化

与智慧环保、智慧城市的概念是相结合的，未来存在广阔发展空间。 

以首创大气为例。首创大气是国内最早致力于公共环境下大气污染综

合防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碳中和的契机下，除之前粉尘污染治理

业务之外，业务开始向碳监测、碳排放管理、碳交易及系统方向拓展，未

来可以覆盖从数据监测、交易，到交易系统，甚至节能减排综合治理的各

个环节，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及想象空间。 

碳交易市场是双碳行动的重要手段，我们将持续关注三条投资主线，

一是碳监测、碳数据、碳金融；二是清洁能源运营商及实现碳减排的运营

商；三是高排放工业部门内的产业升级。我们维持对公用事业行业“看好”

的投资评级，重点关注首创环保、华能水电、川投能源、长江电力、华能

国际电力、大唐新能源等公司。 

风险提示：碳中和相关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碳交易市场建设不及预期；

碳交易市场发展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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