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碳定价机制构建关键问题

魏欣✉，张宗艺，杨利鸣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100029）

摘要： [目的]文章旨在深入分析和完善我国的碳定价机制，以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在全球碳达

峰、碳中和进程中提升我国的领导力和主动权。[方法]通过综合梳理全球碳定价机制的当前状况与未来趋势，深入

剖析了我国现有碳定价机制存在与总体气候政策目标关联不足、碳市场产权性质不明确、市场主体不活跃等不足。

进一步探讨了碳价上涨对我国减排效果和能源供应保障的潜在影响。[结果]结合我国国情，文章给出了利用碳市场

碳配额、碳税、碳市场与碳税协调、碳金融构建我国碳定价机制的策略方向与对应举措。[结论]在明晰我国碳定价

机制发展思路的基础上，为我国在国际碳定价机制上赢得更多话语权提供了国内电证碳市场协同、提升我国绿证“纯

度”、参与推进国际碳市场互认进程、合作促进各国间碳定价协调机制建立等对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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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analyze and improve China's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to mor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ocial  transition  to  green  and  low-carbon,  and  at  the  same  time  enhance  China's  leadership  and  initiativ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Method] By  comprehensively  sorting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global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this  article  deeply  analyzed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a's  existing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such  as
insufficient correlation with the overall climate policy goals, unclear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arbon market, and inactive market
entitie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rising carbon price on China's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and energy supply
guarantee. [Result]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gives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construct
China's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by using carbon market carbon quota, carbon tax, coordination between carbon market and carbon tax,
and carbon finance.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China's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it  provides a
countermeasure reference for China to win more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such as strategies for synergizing
the domestic electricity certificate and carbon markets, improving the "integrity" of China's green certificates, engaging in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and  collaborating  to  establish  coordinated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s  among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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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7年《碳定价高级别委员会报告》研究发现，

碳定价目标与《巴黎协定》的全球升温控制目标相吻

合[1]，是助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有效减排手段。

2021年世界银行在《2021—2025年气候变化行动计

划》(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CCAP)中将碳定价

定位为推广变革性气候解决方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

工具[2]。碳定价作为 21世纪减缓气候变化战略的一

部分，全球运作中的碳定价机制总数已达 73个，其

中规模最大的是欧盟碳交易机制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ETS)。 2022年 ， 欧 盟 碳 价 在

88.15美元/t，而同期我国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成

交均价仅为 55.3元/t，远低于欧盟碳配额价格[3-4]。

我国 CCER(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市场的重启、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碳关税征收在即，加

速了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供需重塑，同时外贸出

口对碳价的敏感度日渐增强，活跃的碳排放交易市

场亦要求我国拥有与国际接轨的碳价水平。CCER
市场的重新开放为国内企业提供了额外的减排激励，

通过自愿减排项目增加碳汇，促进碳市场的多元化

发展。而欧盟 CBAM意味着我国的外贸出口将面

临承担额外的碳成本，也对我国碳管理提出了更高

要求。

面对国内国际碳市场的新变化与新规则，提高

碳价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深入挖掘碳排放价格发现

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1    全球碳定价趋势及我国碳定价现状与问题

碳市场和碳税已成为全球最广泛的碳定价方式，

涵盖全球 23% 的碳排放量[3]。全球范围内除已运作

的 73个碳定价机制（碳税与碳排放交易市场）外，世

界众多国家和地区也在筹划其碳定价机制，主要包

括：欧洲（黑山、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亚洲（文莱、马来西亚、越南、泰国、

巴基斯坦、格鲁吉亚、土耳其），非洲（尼日利亚、博

茨瓦纳、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南美

洲（巴西），北美洲（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南卡罗

莱纳州、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哈利斯科州、加拿大曼

尼托巴省）等。2022年在全球社会局势紧张、能源

市场动荡的背景下，全球超八成国家和地区的碳价

表现出较好的韧性，以欧盟碳市场碳价增长表现最

为强劲。以韩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代表的少数国家

碳价出现下滑，其原因多为当地政府的直接干预压

低碳价水平。乌拉圭及部分欧洲国家已步入“碳价

走廊”（即考虑通涨因素全球碳价 2030年前需达到

61美元/t ~122美元/t），占全球运行碳价机制的国家

或区域总数的 5%。全球碳定价机制收入持续增涨，

2022年已达到 950美元，其中碳税收入占比 30%，碳

排放交易市场收入占比 70%。该收入有将近一半专

款专用于绿色低碳转型。因此，全球碳定价表现出

3大发展趋势：(1)高收入国家为主导，新兴经济体对

碳市场和碳税的采用率不断上升；(2)全球碳价总体

呈现上升趋势且进步空间很大；(3)全球碳市场和碳

税收入不断提高，且向绿色支出倾斜。

我国碳市场领域，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从京都

议定书时期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到全国碳市场的有序发展，即将

迎来第二个履约周期的收官之际。我国碳税制度领

域，早在 2010年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中

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专题报告，提出了我国碳税制

度的实施框架及路线图。如今已初步建立了以环境

保护税、资源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耕

地占用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的“多税共治、

多策组合”的绿色税制体系，覆盖了资源开采、生产、

流通、消费、排放等 5大环节。

当前我国以火电行业为突破口开启全国碳市场，

还未正式使用碳税这一碳定价机制。在我国碳价主

要指碳配额和 CCER的价格，是影响碳市场发展的

核心要素之一。目前在全国碳市场相关的制度设计

中，生态环境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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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价[5]。

我国碳定价制度处于发展初期还存在与总体气

候政策目标关联不足、碳市场产权性质不明确、市

场主体不活跃、绿电-绿证-碳市场尚未衔接等问题。

如：与总体气候政策目标关联不足表现为，对气候信

息披露缺乏强制力，且披露范围有限。我国的碳排

放信息披露表现出较明显的碎片化及不对称特征，

通过我国环境信息平台公布的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

约周期 2 162家重点排放单位公开披露的碳排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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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仍有 16% 的企业（347家）未完成披露；已完

成披露的企业中有 25%（453家）并未按要求公开对

应年份的碳排放信息；已完成披露的企业中有 1%
（21家）存在两年数据完全一致或出现极大/极小值，

数据有效性存疑。由于碳排放核算仍存在瓶颈，碳

交易市场的信息不透明，碳排放、碳配额总量、配额

方案以及交易数据等信息无法及时获取，降低了交

易效率。碳市场产权性质不明确表现为，市场交易

机制，尤其是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与抵扣机

制尚未明确[6]。以高碳排放企业为核心的交易体系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市场炒作现象，但同时也

削弱了碳市场的流动性和活力，减少了市场的效率，

这使得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减排的目标难以达成。

市场交易主体活跃度偏低、流动性不足表现为配额

换手率较低且交易集中在履约期末期，第一个履约

周期换手率仅 2%，临近履约的月份成交量占据九成。

交易形式以大型企业集团内部的配额调配、大宗交

易为主，导致交易过程不够透明、成交价格不能完全

反映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绿电-绿证-碳市场尚未

衔接表现为，目前我国绿电交易市场、绿证市场、碳

市场相对独立运行，在市场顶层设计时没有统筹考

虑其关联性、没有考虑绿电环境价值在多市场之间

的有效衔接，导致多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政策目标

无法实现；统一的绿色电力消费认证标准和公示制

度尚不完善，支撑绿电、绿证与碳市场的衔接的基础

还不牢固；多机制并存，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等

机制与碳排放履约考核体系的衔接方式尚未明确，

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第一批 CCER方法学里面仅

有海上风电，对于分布式光伏和集中式风电光伏等

新能源主体电力尚未纳入。此外，各个地方试点碳

市场和全国碳市场的统一性还存在着物理分隔。我

国碳市场尚未建立系统的法规机制。  

2    提高碳价对我国碳减排、能源电力保供的
影响

通过碳市场激发技术开发和可再生能源投资潜

能仍需要提高碳价。我国碳价水平仍处于相对低位，

且显著低于国际其他碳市场，预计我国碳价将逐步

走高[7]。其影响将在碳减排、能源电力保供等方面

表现明显。

碳减排方面，提高碳价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

实现减排目标。（1）激励减排投资。提高碳价会带

来高碳排放行业的成本的提高，更好地引导资本配

置到绿色低碳领域，根据合理的碳价对碳排放空间

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成本效益更优的方式处理降

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碳价

可以改变资源的相对价格，推动资源配置向低碳领

域倾斜。企业将更加倾向于选择低碳的生产方式，

调整生产结构以减少碳排放[8]；（3）推动能源转型。

清洁能源的相对竞争力及使用可再生能源倾向将相

应提升。企业和个人会自发减少对高碳能源的依赖，

从而减少碳排放；（4）加速技术创新。促进低碳技术

创新应用和发展从而降低碳成本。企业为了降低碳

成本，将加大研发投入，探索和采用更加环保和低碳

的技术，减少碳排放；（5）促进消费者行为变革。提

高碳价可以通过碳市场将生产成本传递到消费者一

侧，促进消费者更加关注和倾向于购买低碳产品。

另一方面，消费者的需求转变将激励企业提供符合

低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推动企业减少碳

排放。

能源电力保供方面，提高碳价阶段性的对保供

造成一定的冲击。我国电力与热力等能源领域市场

仍处于持续改革中，碳排放成本通过市场机制从生

产环节完整传导到消费环节暂时还是不充分不完全

的。（1）推高化石能源机组综合供能成本。免费配

额的缩减将带来度电碳排放成本上升，并传导到电

力市场电价上[9]。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曾对免

费碳配额占比、碳价对度电碳排放履约成本的影响

进行测算，当碳排放免费配额比例降为 90%、碳价升

至 100元 /t时，度电碳排放履约成本约为 0.009元，

占煤电平均上网电价比重为 2.3%；当免费配额比例

降至零、碳价上升至 200元/t时，度电碳排放履约成

本将提升至 0.186元，占煤电平均上网电价比重为

45.6%[10]。随着碳排放成本上升，一方面将提升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等清洁能源的价格优势，另

一方面也将影响以化石能源机组为边际机组的电力

市场出清价格，进而对能源电力的供应造成一定压

力；（2）能源供应不稳定。传统能源的供应水平降低、

大规模新能源无序接入会给电力系统带来很大的波

动性。能源结构上看，我国的煤电体量过大，需要在

保障能源供应总量条件下循序渐进。如果在能源存

储、调度平衡等新技术没有普及的情况下过快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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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装机结构，过度依赖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则会

给电力系统带来很大的冲击；（3）能源供应多样化。

提高碳价可以促使各个利益相关者寻找更多的清洁

能源替代品，从另外的角度看讲，这种多样化能源供

应的努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能源供应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  

3    健全完善我国碳定价机制应对措施

结合我国国情，可利用碳市场碳配额、碳税、碳

金融为抓手健全完善我国碳定价机制。

碳配额方面，总量控制和优化碳配额发放方式。

（1）将更多高碳排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统一管理，合

理确定并逐年降低碳排放总量[11]，根据不同行业情

况和社会经济情况进行碳排放配额分配；（2）碳配额

早期以无偿分配为主，渐进式引入有偿分配制度，如

配额拍卖。目前，各地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中

已有浙江、北京、宁夏、江苏等 4省 (自治区、直辖

市)提出探索碳配额有偿分配的尝试；湖北、上海、

重庆等区域市场也曾经试水碳排放权配额拍卖。预

计到我国碳市场第三个履约期清缴年（2025年），尝

试引入碳配额有偿分配，届时形成无偿分配与有偿

分配并存的格局；（3）建立碳配额储备机制，促进碳

市场价格稳定。借鉴欧盟碳市场的市场稳定储备机

制经验，在我国碳市场与其它政策的衔接协调上应

对调整预期外的政策交互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及偏离

预期的碳价信号。

在碳税方面，适时考虑开征碳税，以实现碳定价

的全覆盖[12]。在总结借鉴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建立

我国碳市场和碳税“并行但不重复”的体制机制。

（1）将所有碳排放主体全覆盖，碳市场和碳税分别覆

盖大型和小型排放源，避免遗漏；（2）“最多交一次”，

比如企业有偿购得或无偿分配的碳配额均免缴纳碳

税，不重复征缴，不重复增加企业负担。我国可以由

短期内的“名义性碳税”逐渐过渡到长期的“实质性

碳税”。即从整合改造与能源环保相关的税种到对

二氧化碳排放设立征税。

在碳市场与碳税协调方面，建立完善碳价、碳税

协调联动机制，围绕碳交易市场构建与相辅相成的

碳税政策体系，在保持重点控排行业总成本大致稳

定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碳税税率与优惠补贴强度应

对碳价低迷的问题，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下，保证减排

效果。还可通过碳税手段对有偿分配进行补充，这

样既能调动企业降碳积极性，又能缓解企业的成本

压力。

在碳金融方面，推行碳资产质押、碳期货等金融

衍生产品[13]，以提升碳市场流动性。（1）多元化参与

主体、多样化交易产品的配置或将形成更加公允和

合理的碳价，同时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向绿色低碳

行业倾斜，优化资本配置。利用碳基金、碳期货、碳

债券、碳资产质押等碳排放权及其衍生金融工具成

本低、效率较高、减排效果好等优势，进一步助推经

济绿色低碳转型。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与

第二个履约周期为例，第一个履约周期（2019—
2020年），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1.79亿 t，累计成

交额 76.61亿元人民币，成交均价 42.85元/t，履约完

成率 99.5%(按履约量计)；第二个履约周期（2021—
2022年），成交量比第一个履约周期增长了 19%，成

交额比第一个履约周期增长了 89%，成交均价在

2022年已达到 55.30元/t，相比于第一个履约周期的

42.85元/t提升了 29.05%。碳金融已显现出对碳减

排的支撑力度；（2）充足资金的流入，可满足碳市场

信用转换、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等基本功能。

2022年全国碳市场换手率在 2%～3% 浮动，远低于

欧盟碳市场的现货换手率 80% 与期货换手率 500%
水平。未来我国碳市场金融化后，除电力行业之外，

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 8大行业，配

额可能到 70亿 t～80亿 t，碳配额总量规模将是欧盟

碳市场配额总量的 5倍，交易量将超 500亿 t—600
亿 t，碳价有望突破 200元人民币，市场活跃度提升

空间巨大。  

4    提升我国碳定价话语权的对策建议

由于各国政策定位的差异，全球范围内不同碳

市场之间的设计和实施实践呈现多元化。我国要积

极应对国际形势，在国际碳定价机制上赢得更多话

语权的主要对策有：

1）推动国内绿证、绿电、碳市场协同衔接。建

立电-碳-证一体化计量机制。将绿色电力消费量、

碳排放及核减量、能源消费总量、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纳量数据的计量贯通[14-18]，实现控排主体将其购买

的绿色电力所反映的碳减排效益在碳市场中予以兑

现。具体而言，将电力消费、碳排放及其核减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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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费总量以及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等多个方面

的数据进行一体化管理，更加精确地追踪和量化绿

色电力消费对碳减排的贡献。这样的机制不仅有助

于提高绿色电力的市场价值，还能鼓励企业和个人

更多地使用清洁能源，从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和相应的碳排放。企业通过购买绿色电力，不仅能

满足自身的能源需求，还能通过减少碳排放来获得

经济上的回报。这将极大地激励市场主体积极参与

碳市场交易，推动碳减排措施的实施。

2）提升我国绿证“纯度”。构建涵盖绿证核发、

交易、认证、溯源全环节的统一绿证体系，增强国内

绿证环境权益唯一性。进一步扩大绿证的核发和交

易范围、完善绿证价格机制、全程追踪并明确各环

节环境价值归属，避免同一环境价值的重复利用。

具体而言，扩大绿证的核发和交易范围是提升绿证

覆盖面和影响力的第一步。这包括将更多类型的可

再生能源项目纳入绿证核发的范畴，并在更广泛的

地区和平台上开展绿证交易。同时，完善绿证价格

机制也非常关键，它能够确保绿证的价格合理反映

其环境价值，并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供需关系。此外，

全程追踪绿证的流转过程，明确每一环节的环境价

值归属，有助于防止同一环境价值被多次利用或重

复计算。这不仅保障了绿证持有者的利益，也维护

了绿证市场的公平性和秩序。

3）参与推进国际碳市场互认进程。将我国碳资

产认证向国际市场延伸，尤其是出口产品的碳足迹

核算体系与绿证绿电冲抵机制。积极推动我国碳市

场与国际碳减排市场规范连接，提高我国产品碳足

迹方法学与碳资产的国际认可度。这意味着我国碳

市场需要与国际标准接轨，确保我国的碳市场规则

和国际市场规则相互兼容，从而便于跨境交易和合

作。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碳市场中的影响

力，还能促进我国碳资产走向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

获得更高的竞争力。此外，通过建立和完善我国产

品碳足迹方法学与碳资产的国际认可度，将有助于

准确量化我国产品的环境影响，为国际贸易中的碳

排放冲抵机制提供更高透明度。

4）合作促进各国间碳定价协调机制建立。积极

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共同合作，在履行自主减排承诺

的基础上，统筹减碳目标、企业成本、经济波动等要

素，主动寻求能获得最大公约数的国际间碳定价[19-20]

协调机制。这意味着要兼顾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

经济结构和政策取向，寻找共同点和平衡点。通过

国际合作，共享最佳实践，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转移，

并有助于防止碳泄漏，形成统一的行动准则和监管

框架。帮助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减排能

力，防止企业将生产活动转移到碳定价较低的国家

以逃避减排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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