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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和完善碳交易市场是目前各国政府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厘清其发展特征和

动力是推动碳交易的前提。 本研究将碳交易市场作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反馈机制的一环，从国际、国内两个尺度对

碳交易市场的特征、动力机制和趋势做了分析，发现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利益、减排的融资需求、货币霸权是碳交易市场全球化

和金融化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具有分阶段、市场规模大、发展不平衡、试点区域构建了碳交易政策体系等特征。
鉴于中国经济增速快、碳排放增量大、能源依赖性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外围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等因素影响

下，国内减排压力和国际声誉作为内在驱动机制，与国际相通的驱动机制共同促使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
同时，中国碳交易市场存在规模和业务扩大、制度更加完善、成为有世界话语权的碳交易市场等发展趋势。
关键词：全球变化；碳交易市场；特征；动力机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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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外交领域的热点问题［１］。 增强对气候变化的减

缓能力是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１］，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两

个方面。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文称碳交易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这两个方面合理配置、良性循环的重

要途径，是全球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下文称全球复合生态系统）反馈调节的一环。 碳交易市场的有

效性和低成本性，引起了全球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纷纷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场［２］。 其中，欧、美碳交易市场

起步较早，并且日趋成熟，亚太碳交易市场正逐步形成，未来将将形成世界碳交易市场三足鼎立之势［３］。 中

国是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４］，其中 ２０１４ 年，全球 ＣＯ２排放总量 ３．２３×１０１０ ｔ，中国碳排放量高达 ９．７６
×１０９ ｔ，总量超过欧美之和，且人均碳排放首次超过欧盟［５］［６］。 中国在全球减排与应对全球变化领域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７］［８］，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碳交易市场，积极探寻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战略和

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碳减排、碳交易市场开展了一些研究。 减排方面，普遍认为已经采取了行政、税

收、奖励、补贴等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有效、可行、成本最低的碳交易市场还没有建立［５］［６］。 研

究者认为中国碳交易市场主要有“有序推进”和“先自愿再强制”的两大特征，同时存在试点省市碳排放配额

初始分配制度不公平、保障交易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政府监管力度不够，各省市之间交易平台相互独立，没有

统一的市场定价机制，国家级的统一交易平台待构建等不足［７］［８］。 但是目前研究对于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

的特征、动力机制及发展趋势的系统分析涉及不多，同时客观的从区域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产业经济优化升

级的协同发展的研究鲜见报道［９⁃１０］。 政府如何根据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背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推进和发

展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等问题，直接关系到其兑现 ２０３０ 年前后进入排放峰值之承诺，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效

果［１１⁃１２］。 本文试图分析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及碳交易试点成效，对中

国的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动力及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为政府出台碳交易市场方面政策提供参考。

１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特征、动力机制与趋势

１．１　 碳交易市场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信息反馈）中的作用

碳交易市场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产物，工业化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使得气候变暖，打破地球

生态系统平衡，进而威胁人类社会的发展［１３］。 人类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两个方面，通
过碳交易市场的信息反馈，链接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与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加速碳素在碳库之间的合

理配置，减少气态碳库，增加固态碳库，促进负反馈的形成，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平衡（如图 １）。
１．２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分布特征与交易规模

目前，全球除中国外，分布在欧洲、北美、亚洲和南美洲有 ２０ 多个交易平台［１４］。 有欧洲市场（以欧盟排放

交易体系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ＥＵ⁃ＥＴＳ 为主）、北美市场（以美国、加拿大的区域市场为

主）、大洋洲市场（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主）、亚洲市场（以日本、韩国、印度为代表）、南美市场（以墨西哥、巴
西为代表）等主要碳排放交易市场［１４⁃１５］。 ２００５ 年全球碳交易额约为 １．１０×１０８美元，２０１１ 年达 １．７６×１０１１美元，
增长了 １６ 倍。 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碳交易额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出现下降，交易量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峰值 １．０７×１０９ ｔ ［１６］ ［１７］（图 ２）。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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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碳交易市场在全球碳循环过程（信息流通）中的作用

　 Ｆｉｇ． １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ｙｃ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 ２　 全球碳交易量及交易额趋势图

　 Ｆｉｇ． 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ｒｔ

１．３　 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动力机制

１．３．１　 碳交易市场机制及其发展要素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议题

国际碳交易市场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产物，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各国对生存和发展空间的争夺，目标是

为了制造全球碳减排的市场需求，人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展［１８］。 《巴黎协议》中表明对 ２℃的长期

减排目标是“ｗｅｌｌ ｂｅｌｏｗ” 而不是之前的“ｂｅｌｏｗ”， 并且追逐 １．５℃ 的目标。 根据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

（ＷＢＧＵ）研究，要达到 ２℃以内的目标，全球在 ２０５０ 年前只有 ７５００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空间［１６］。 若目

标提至 １．５℃，减排任务空前加大［１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排放需求的稀缺性［１９］。
气候协议的核心议题，如长期目标、减排手段、气候融资、ＭＲＶ（可监测、可报告、可检查）以及行业减排

等［１６］，是碳交易市场得以形成的根本。 《巴黎协定》保留市场机制，保证整体排放不出现重复计算的前提下

允许缔约方之间自愿进行减排交易，使得国际间市场机制发展为双边、多边的碳交易市场链接，并可能在

２０２０ 年以后形成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对目前的碳交易市场格局影响深远 ［６，２０］。
１．３．２　 市场机制是全球减排的重要融资手段

减排资金的来源是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市场机制逃避气候责任与债务的核心所在［２１］。 发达国家通过清洁

发展机制、设立碳交易市场基金等气候融资机制手段，利用少量资源以少博大，培育发展中国家的早期碳交易

市场［１６］ ［２１］。 其实质是发达国家期望通过建立全球碳交易市场，以融资和资金支持的范式逃避发达国家给发

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资金支持的责任［１６］。 发达国家通过碳定价，企图通过“市场”作为其主要融资渠

道，减少自身公共资金出资义务，在这种机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会被迫成为出资者。
１．３．３　 货币霸权争夺会促进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在碳交易市场背后孕育着货币霸权的争夺［１５］。 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基本遵循着

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一体化主导货币路径。 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

的起点［２２］。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金融市场潜力巨大，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市场［２３］。
目前虽然美国控制了世界上主要的碳交易所，但是碳主要交易方在欧盟，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

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欧元将有机会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 为了维护美元的世界货币领域的统治地位，
美国正在构架并主控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试图取代区域化性质的欧盟碳交易市场［２２］。 未来碳金融市场的竞

争格局将可能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碳交易市场格局的改变［２４］。
１．４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

１．４．１　 碳交易市场具有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四个方面，第一，碳交易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之一，各国政府都

３　 １ 期 　 　 　 钟小剑　 等：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特征、动力机制与趋势：基于国际经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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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尝试推动各自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１６］；第二，全球复合生态系统平衡性要求，会推动各区域碳交易

市场之间的信息、物质、能量等流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即全球化；第三，政府或机构之间合作的需要推动全

球化。 为了扩大区域碳交易市场影响力，增加市场流动性，提高市场效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碳交易市场间开

始探讨通过协议等方式彼此衔接，形成统一市场［１６］；第四，客观上的减排成本差异，利益驱使碳交易市场的全

球化。 对承担着减排责任的国家来说，减排的第一目标仍是尽可能地降低成本。 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将提

高碳商品的流动性，并在不同国家间转移减排成本，这将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竞争的焦点［２５］。 减排成本高的

国家将试图通过国际贸易或者金融市场等渠道将减排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而减排成本较低的国家则希望通

过出售减排指标而获得碳资金［２６］。 并随着减排成本由差异到趋同，不同种类碳商品的竞争力将发挥作用，出
现互相折算的情况，区域碳交易市场开始互联，一个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可能出现［２６］。
１．４．２　 碳交易市场具有金融化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２０２０ 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可达到 ３１１４ 万亿美元，美国立法引入“碳限额与交易

制度”，突出其金融、信息和法律领域的技术优势，目的是掌握碳交易的定价权［１５］。 欧盟围绕碳减排权，发达

国家已经形成了碳交易货币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

撑的碳金融体系，旨在同美国争夺全球碳交易的定价权［２７］。 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银行、亚行、欧洲投资银行以及碳交易所等）都已经积极部署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通过能力建

设、设立和管理碳基金，为项目开发提供贷款，开发有关碳排放权相关的金融初级衍生品，增强市场的流动性

等来活跃碳交易市场［２８］。

２　 中国减排承诺与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特征

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要求逐步建立碳交易市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积极探索碳交易市场的建

设和发展。
２．１　 中国碳减排承诺及兑现情况

《巴黎协定》明确了减排的总体目标，在 ２０３０ 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与二氧化碳

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６５％，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２０％左右，森林蓄积量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４．５０×１０９ｍ３ ［２９］。 数据显示，与 ２００５ 年单位 ＧＤＰ 排放基数相比，中国碳减排强度逐年降低，其中 ２０１４ 年比

２００５ 年排放强度减少了 ５６％，森林蓄积量增加了 ２．６８×１０９ｍ３，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１１．２０％，成效

显著（详情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碳减排目标兑现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年份
Ｙｅａｒ

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ａｒｇｅｔ ／ ％

二氧化碳排放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Ｔ

年均增长率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 ％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 年单位 ＧＤＰ 排放基数 ５．６０×１０９

２００８ 减少 ３３％ ７．０３×１０９ ７．８８
２０１２ 减少 ４５％ ９．６０×１０９ ８．００
２０１３ 减少 ５０％ １．００×１０１０ ７．５２
２０１４ 减少 ５６％ ９．７６×１０９ ６．３６

年份
Ｙｅａｒ

森林蓄积量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量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ｖｅｒ ２００５ ／ ｍ３

森林蓄积量

Ｆｏｒｅｓｔ Ｖｏｌｕｍｅ ／ ｍ３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Ｎｏｎ⁃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

２００５ １．２５×１０１０ ７．４０
２００８ １．２５×１０１０ ８．４０
２０１２ １．２７×１０９ １．３７×１０１０ ９．７０
２０１３ ２．６８×１０９ 　 １．５１×１０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１４ ２．６８×１０９ 　 １．５１×１０１０ １１．２０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年度报告、中国统计年鉴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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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特征

２．２．１　 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具有阶段化特征

以《京都议定书》中的 ＣＤＭ 项目为起点，划分为两个阶段：清洁发展机制阶段（约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和试点

交易阶段（２０１１—至今） ［２３］。 清洁发展机制阶段通常也称作为基于项目碳交易，试点区域则是进行碳配额交

易［３０⁃３１］。 ２０１１ 年起，先后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启动 ７ 个碳交易试点，探
索建立碳交易机制，稳步推进制度设计、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２２］。 在此基础

上，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国家发改委已经明确中国将在 ２０１７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２．２．２　 中国基于项目的碳交易市场特征

《京都议定书》关于碳交易的项目类型包括联合履行（ＪＩ）的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中国所开展的 ＣＤＭ 项

目分为 “京都规则” 和“非京都规则” 两种，前者是发达国家企业、团体在中国开展的 ＣＤＭ 项目，后者则是中

国企业、地方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投资的 ＣＤＭ 项目［３２］。 根据不同的减排类型，中国 ＣＤＭ 项目分为节能和高

效、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燃料替代、甲烷回收利用、Ｎ２Ｏ 分解消除、ＨＦＣ⁃ ２３ 分解、垃圾焚烧发电、造林和再造

林、其他项目等 ９ 大类［３３］ ［３４］。 截止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国家发改委批准项目数为 ５０７３ 项，成功注册的中

国 ＣＤＭ 项目 ３８０７ 个，已签发项目 １４８１ 项。 其中发改委批准项目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达 ３７３３ 项，占
总数的 ７３．５９％，表明了政府在新能源方面的政策导向，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空间。 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合计

仅 １１ 项，仅占总数的 ０．１１％，（详情如表 ２），核证减排项目类型分布不均，林业碳汇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
区域方面存在各省份分布不均的特征。 其中内蒙古已获得核证减排量（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ＥＲｓ 签发的 １８２ 个，位居第一。 其次是云南（１４８ 项），天津市最少（２ 项），西藏目前还未开展相关项目。 在

减排量方面，项目数量并不完全与减排量成正比。 有的区域项目数量较少，但减排量却较高，如江苏省，其签

发 ＣＤＭ 项目数量为 ４５ 个，位居 １１，预计减排量却高达 ３．３６×１０７ ｔＣＯ２ｅ，居首位（详情如表 ２）。

表 ２　 各省市区 ＣＤＭ 签发项目数量及预计减排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Ｄ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省区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项目数
Ｎｕｍｂｅｒ

减排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０４ ｔＣＯ２ｅ

省区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项目数
Ｎｕｍｂｅｒ

减排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０４ ｔＣＯ２ｅ

省区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项目数
Ｎｕｍｂｅｒ

减排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０４ ｔＣＯ２ｅ

省区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项目数
Ｎｕｍｂｅｒ

减排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０４ ｔＣＯ２ｅ

内蒙古 １８２ ３０８４ 云南 １４８ １９７１ 四川 １０６ ２５１５ 甘肃 １０３ １６８６

河北 ８１ １１８３ 山东 ７１ ２４７１ 辽宁 ６３ ２３１３ 湖南 ６２ ８５２

贵州 ５６ ８１３ 湖北 ４６ ６６４ 江苏 ４５ ３３６０ 吉林 ４２ ５７５

广东 ４１ ８８４ 新疆 ４１ ８１０ 福建 ４１ ８０４ 山西 ３７ ２０９７

河南 ３５ １０１７ 安徽 ３３ ５２１ 广西 ３３ ５２４ 陕西 ３２ ４８９

黑龙江 ３１ ６９４ 宁夏 ３０ ３９０ 浙江 ３０ ３３１８ 江西 ２５ ２１１

重庆 ２２ ５４７ 青海 １７ １６６ 海南 １１ ７９ 北京 ９ ２９３

上海 ６ ３７９ 天津 ２ ２６ 西藏 ０ ０ 合计 １４８１ ３４７３５

　 　 数据来源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２．２．３　 中国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市场特征

市场规模具有逐年增长特征。 北京等 ７ 个省市碳交易试点中，交易量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１９×１０５ ｔ 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６６×１０７ ｔ，交易额从 ２．０５×１０７元增长到 ７．０２×１０８元，并呈现出进一步增长的趋势，２０１６ 年预计交易

量达到 ４．３６×１０７ ｔ，交易额达 ８．１６×１０８元（图 ３）。
各试点交易市场规模发展不平衡。 湖北碳交易市场累积交易量和交易额最大，高达 ２．９６×１０７ ｔ，占比

４８．７０％，但是交易额为 ６．４０×１０８元，仅占全国累积交易额 ４１％，较低的交易价格未使其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
重庆交易规模最小，仅为 ２．９８×１０５ ｔ，占 ０．４９％，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图 ４）。

各试点对核证自愿减排量纳入配额交易的限制条件不同。 ２０１５ 年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ＣＣＥＲ 正式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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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中国试点区域年碳交易量及交易额图（２０１６ 年折算值根据

前五个月值均值求和所得）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２０１６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ｆｉｖ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交易履约体系［３５］。 ７ 个试点陆续公布了各自的《碳抵

消管理办法》，由于各试点对项目的技术类型、项目来

源地、减排量的产出时间、抵消上限都进行了不同规定，
使得 ＣＣＥＲ 入市交易的政策出现高低不一的门槛（详情

见表 ３）。 对于准入限制较少的试点地区，比如北京和

上海，ＣＣＥＲ 的交易量和履约抵消量比其他限制较多的

省市突出。 ＣＣＥＲ 的入市促进了交易，也在一定程度上

拉低了市场价格，使得各个试点市场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的

配额价格均有所下降。 其中，ＣＣＥＲ 履约用量最大的上

海市场，碳配额的价格振幅最大，最低月均价出现在上

海（４．６ 元 ／ ｔ）。
交易活跃程度呈周期变化，平均碳价格呈下降趋

势。 每年的 ６—８ 月为交易活跃期，交易量和交易额处

于年度最高点，平均价格由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的 ７８．４６ 元 ／ ｔ，
降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份的 ９．９ 元 ／ ｔ，如图 ５。

图 ４　 中国试点区域累积碳交易、碳交易量比例图

Ｆｉｇ．４　 Ｃｈｉｎａ ｐｉｌｏ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ｒａｔｉｏ ｃｈａｒｔ

表 ３　 碳交易所对 ＣＣＥＲ 的限制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 ＣＣＥＲ

交易所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交易量限额比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Ｖｏｌｕｍｅ Ｑｕｏｔａ（％） 交易地区限制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北京碳交易所 ５ 本行政区

上海碳交易所 ５ 全国

重庆碳交易所 ８ 本行政区

深圳碳交易所 １０ 全国

广州碳交易所 １０ 本行政区、外地（３０％）

天津碳交易所 １０ 全国

湖北碳交易所 １０ 本行政区

３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国情因素、动力机制与趋势分析

３．１　 影响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国情因素及特征

３．１．１　 现行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的特征

中国长期以来就对包括节能减排在内的约束性指标实施层层分解和责任目标考核，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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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中国各试点交易所交易情况月变化图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ｉｌｏ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比较成熟的责任目标分解和考核机制［３６］。 这种机制与碳交易市场中的总量设定和配额分配制度、履约和考

核制度相比，成效快，成本高，对政策依赖性大，但履约得不到“出口”，减排价值得不到价格体现［３７］。 另外，
国内采用的是碳排放强度指标，非绝对量指标，数据采集于政府统计部门，非第三方核查机构［３８］。 碳交易市

场如何与当前国内目标责任考核机制有机结合，为履约寻找适合的“出口”，考验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可能

形成中国特色的机制体制［３８］。
３．１．２　 地域发展不平衡增加减排总量控制目标的制定难度

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同步增长，与世界发达国家设立碳交易市场时期存

在较大差异［３９］。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不确定性，中国各区域发展不平衡，且总体上处于仍具相对较为落后的

大背景下，使得各级政府部门设置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难度加大。 合理控制引导碳排放增量，尤其是推动

结构性减排，结合区域的主体功能区战略，适当考虑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牺牲的短期经济利益，成为地区政府博

弈和考量的重要方面。
３．１．３　 以政府为主导经济发展考量碳交易市场的公平性

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区域实现减排目标和协调发展，政府部门均是第一责任主体，在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压力下，这也给区域碳减排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 同时

国有企业作为能耗大户，其能耗指标和碳排放指标是计算在其所在地政府的账目上的，但是其管理权不属于

地方政府［３８］。 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方面需要建立协调机制。 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不

对等，这可能会造成碳交易市场的不公平性，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协调结果最终会反映在碳交易市场制度设计

方面。
３．１．４　 外围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构建难度

比如，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未完全市场化，如电价、油价等，碳交易可能会使得高能耗企业增加运营成本，
而成本的增加必定会传导到产品价格中。 在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配额的分配过程可能遭遇较大阻

力，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等［９］。 另外对于各类节能减排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一系列补贴、减免

税等政策，碳交易制度如何与政策协调和衔接，需要统筹考虑。
３．２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动力机制分析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碳交易市场有与其他碳交易市场相通的动力机制，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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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当前国内减排压力与产业结构转型，需要市场机制有效结合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长快，已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挑战。 一度以行

政措施为主的节能减碳，取得显著成效，但存在高成本减排和对积极减排的企业缺乏经济激励，未完成减排目

标的企业缺少经济上的处罚的弊端［２２］。 全国碳交易市场首期纳入的电力、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等正是

去产能、去库存任务重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是中国政府期望通过碳交易市场以控制碳排放为约束手段，倒
逼企业升级转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化解落后产能的逻辑提现。 如何推动低碳服务产业发展，协同治理大气

污染，体现碳排放空间的资源属性，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形成强

有力的倒逼机制？ 是政府需要结合国际碳交易市场经验与中国国情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３．２．２　 树立和维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需要强化气候行动，兑现减排承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国对外发布了关于强化气候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作为

实现峰值目标的重要举措。 同年 ９ 月中国对外宣布将于 ２０１７ 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进一步明确了全国碳

交易市场建设的时间表，促使各级政府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抓紧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确保兑现承诺，推动运用

市场机制，实现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 ２０３０ 年前后达到峰值，并争取提早达到的目标［２２］。
３．３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分析

中国碳交易市场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市场，不仅具有全球化和金融化的两大发展趋势，有自身

的特点。
３．３．１　 有序推进，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扩大交易体量与衍生产品类型

自《京都议定书》下建立碳交易市场，最明显的趋势就是碳交易市场由单个国家向多个国家、全球参与的

方向演进［４０］。 中国将在 ２０１７ 年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从碳交易市场内部来看，
２０１７ 年所有参与全国碳交易的企业名单将确定，这些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由第三方核查，而且在这一年中，
中国将完成对碳排放权配额的发放，基本具备交易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开始交易。

２０２０ 年后，中国纳入碳交易的行业、企业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根据测算，未来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年交易量

大约将达到 ３０—４０ 亿吨，超过欧盟的 ２０ 亿吨 ［４１］，并且体量还将继续增加［２２］。 碳交易将与金融产品的深度

融合，资本规模较大［４２］。 若现货交易平稳、履约及时，人才储备充足，期货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金融产品类

型，碳期货会成为未来碳交易市场的重要产品之一［４３］。 碳作为大宗商品，在价格调整和规避企业风险方面都

需要期货市场发挥作用［４４］。
３．３．２　 碳交易制度将进一步完善，交易模式和交易规则将与其他国际规则兼容

中国碳交易市场制度设计必定考虑中国行政特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及与其他碳交易市场的衔接性

而制定［４５］ ［４６］。 会适当考虑各省份或者区域的事情情况，但是规则总体趋势必将趋于统一，不断完善，在总量

设定和分配方面，碳交易市场内的总量控制目标与各区域政府或者国家划定总量目标紧密相连，配额的分配

过程必定是分类指导，兼顾公平和效率；对于新进者和退出者给予特别考虑［４７］。 履约和考核制度方面，惩罚

规则安排显得特别重要，而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将考量市场的灵活性。 交易制度更加复杂，价格波动的概率

加大。 在 ＭＲＶ 和登记簿支撑机制方面，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试点经验，为了有利于碳排放量的准确计量，增
加碳交易透明度，监测报告核证必定是统一化和标准化［４８］。 有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则后，会进一步推动与其

他已经建立碳交易市场的国家和地区就全球碳市场的规则和机制进行磋商，建立既适合中国，又兼容其他国

家规则的统一的碳市场规则［２２］。

４　 讨论与结论

碳交易市场是促进全球复合生态系统碳素由气态向固态转移的重要市场机制，以资本为导向，对大气中

的碳元素实现“开流节源”，链接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进行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对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浓度具有高效性和低成本性。 资本会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成本，同时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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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气候谈判的核心利益、减排的融资需求、货币霸权等驱动着碳交易市场全球化和金融化，会进一步促进区域

性的碳交易市场建立（如中国碳交易市场），并且彼此联系、兼容、交汇，最终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碳交易市场或

体系。 与此同时，《巴黎协议》共同愿景致使碳排放空间更加稀缺，全球各区域的经济、技术等发展不平衡， 减

排成本不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排放空间的掠夺［１６］。 因此，进一步研究适

合于中国当前发展现状的碳交易市场体系，维护大国形象，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助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推
动和发展国际碳交易秩序显得尤为重要。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适合于自身国情的碳交易市场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经济增速快、碳排放增量大、能源依赖性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和外围保障体系

不够完善等影响因素作用下，碳交易试点市场发展呈阶段性特征、市场规模大且发展不平衡、交易价格呈现下

降趋势等特征。 中国对世界的承诺是以碳排放强度和森林蓄积量为主要表征，中国采取的方式是扩大经济规

模同时降低部门碳强度，协调国内各省份的发展，实现整体的碳排放强度下降［４，１０］。 另外，积极促进林业及林

业碳汇发展，对发展低碳技术、碳汇生产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是当前国内的减排核算

体系不完善，森林等碳汇经营、计量与监测方法学等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精度、广度都存在较大的误差［４９］，
急需构建精度高（高频数据、物联网）、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学，研发适合不同地域或植被类型的现代化生态仪

器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碳交易市场也会进一步促进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自然资源资

产核算等方面方法学的构建。

致谢：在创作过程中，在论文立题，架构等方面得到了福建师范大学祁新华教授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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