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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茂盛认为，尽管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碳
交易国，但谈到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还为时尚早。
“如果未来能够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那么假

如我们自己都没实践过、没准备过的话，在全球碳
市场的规则制定中，我们的发言权就很弱了。但我
们试过之后，哪方面有问题就很清晰了。”

对于参与企业来说，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是，
以前随意排放，现在则有了新的义务，在依法治国
的年代，必须要有法理基础。而这，也正是全国碳
市场开启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此前，2014年国务院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而在各试点省份，也通过人大
常委会决议等方式，逐渐建立起相应的法规政策
体系。以北京为例，《关于北京市在严格控制碳
排放总量前提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决
定》《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两份文件，为其提供了政策保障。

今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切实做
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确保2017年启动全国碳市场；3月，《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条例》上报国务院，进入立法程序；6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碳市场建设专题会议，
提出“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先试点再立法，这样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更

有的放矢了。”段茂盛告诉记者，去年底以来，
相关立法工作已经征求了150多个中央和国务院
部门的意见，也征求了许多地方和企业的意见，

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展望未来，李俊峰认为，建立碳市场的目标

需要明确，第一是推动减排，第二是降低减排成
本，第三是推动减排的技术进步。而对这三个目
标来说，行政手段的成本太高，最好采用市场化
手段。
“企业本质上是逐利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碳交易跟其他的手段不
同，可以直接刺激企业节能减排。”在杜少中看
来，一旦全国市场形成，碳交易的机制能够长期
推进，对于企业来说会是非常好的引领。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五

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

“十三五”时期社会经济发

展的底色，而绿色发展一定

要有绿色金融的支持。

“十三五”时期，深化

金融体制改革中一个很重

要的方向是坚持绿色发展

理念，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有预测数据显示，“十三五”

时期，中国绿色产业的年投资需求在2万亿元人民币以

上，而财政资金只能满足10%-15%的绿色投资需求，大

量绿色投资必须来源于社会资本。因此，要引导商业银

行完善绿色信贷机制，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

能。绿色金融工具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

券、绿色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环境证券化、碳金融等

绿色金融产品。现在国际资本市场主要为石油、煤炭等

化石能源服务，而没有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足够支

持。有研究表明，伦敦股票交易所和纽约股票交易所旗下

上市公司隐含的二氧化碳密集度在2011-2013年间分别

提高了7%和37%。中国不能向他们学。

改革创新绿色金融，要通过立法，强制性要求上市公

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披露环境信息。披露环境信息是企

业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在绿色金融方面，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方向是发展碳交易市场。碳交易能够促进减少工业

化石能源的利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生态保护。污

染治理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手段。碳市场是治理污染

的有效市场手段，这是一种新概念（碳可以成为商品）、新

市场（碳可以进行交易）、新契机（碳可以获得融资）。污染

治理有两种市场手段：一是以价格为基础的手段，如环境

税；二是以数量为基础的手段，如排污许可证交易。推进

绿色金融发展，一方面要靠市场化，另一方面还要靠法治

化。今后在《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等法律修

订时，应当加上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制度的有

关规定，从法治上来保障绿色发展。

总之，要实现绿色发展，非常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绿色

金融。绿色发展涉及技术创新、金融创

新、文化引领等，应当多管齐下。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邹雅婷摘

编，略有改动）

中国将启动全球最大碳市场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在区域性的7个交易市场的基础上迈向全国性市

场，这将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这个

市场的建立将受到全世界欢迎。”11月，在马拉喀什气

候大会上，世界银行副行长克劳?塔克这样评价中国即
将于2017年启动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按照规划，

这将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11月4日，《巴黎协定》生效。当天，中国第二

份温室气体排放5年工作方案正式出炉。方案明确，

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15年下降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在此基

础上，推动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30年左右达到

峰值，并力争早日达到峰值。

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

中心主任杨宏伟透露，在方案中，明确将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作为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最主要抓手之一。

一个统一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由此喷薄欲出。

“这个市场是前无古人的。即便照猫画虎，
也没有一个‘猫’供我们临摹。”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主任李俊峰这样描述中国即将开启的全国碳市场。

李俊峰分析说，与金融、石油等成熟的市场不
同，国际上运行成功的碳市场并不多，即使是建立
较早的欧盟碳市场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也不多。
与此同时，我们是在一个许多方面尚不完善、不平
衡，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发展中大国搞碳市场，碳
排放所依附的金融、能源的市场化程度都不高。

在他看来，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是
由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排放水平决定的。正因为中
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才会自然而然拥有
这样一个市场。

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在欧盟，
其体量为20亿吨左右。2015年，全球80%左右的
碳交易都发生在欧盟碳市场。而中国碳市场启动

后，总量预计将会超过欧盟，这也意味着只要开
启这一市场，世界碳市场的格局将会改变。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原副局长、北京环境交易所
原董事长杜少中对记者分析说，中国设立碳排放交
易市场，体现了作为大国的担当。“尽管我们还是发
展中的大国，但是愿意承担责任、采取行动，形成碳
市场，这对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节能减排以及最
终解决环境问题，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杜少中是中国碳交易的先行者之一。2013年
11月 28日，正是在他担任北京环交所董事长期
间，北京碳排放交易试点开市。如今3年过去，他
以观察者的身份认为，这个市场目前发展良好，

也有着不错的前景。“我相信一旦形成全国市场，
一定会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催
生新的环保产业。”

近些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就碳市场进行
了多年探索。作为节能减排的市场手段，碳交易
受到了各国的重视。

而在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
段茂盛看来，碳交易的逻辑是设定总的排放上
限，因此本质上是一个数量工具。“以前对于企业
来说是随便排放，现在是排一吨就要交一吨的
钱，相当于给企业设定了一个新的义务。”

段茂盛认为，从全球来看，控制碳排放的手段
总体来说都在从行政手段向市场手段转型。数据
也支撑这一观点，世行报告显示，从2014年至今，全
球进入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企业增长了超过3倍。

数据显示，全球碳市场规模节节攀升。
2005 年只有100 亿美元，2006 年增至300亿美
元，而到了2013年，则已超过千亿美元，市场容
量增长超过10倍。即便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全
球经济下降0.6%、工业经济下滑3.2%，当年碳市
场规模仍增长13.8%，成交量增长近100%。

正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开启了碳市场的试
点工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
朱戈介绍说，过去3年来，这个试点的交易规模
不断扩大。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 11月 30日，
北京市碳配额共成交1239万吨，核证自愿减排量
共成交897万吨。

朱戈介绍，北京市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单位
行业覆盖范围广、类型多，不仅覆盖了电力、热

力、水泥、石化、其它工业、服务业等6个行业类别，
还包括高校、医院、政府机关等公共机构。

曾担任《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
事会主席的段茂盛，对国内已有的7个碳交易试
点都进行过考察。在他看来，各省份都进行了完
整的试点，但是方法不同，因此可以观察哪种方
法最适合国情，这也为全国碳市场最终的出炉奠
定了基础。
“在有些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段

茂盛举例说，比如在给企业的免费配额上，欧洲
用的是企业的历史产量，但在经济波动较大的时
候，这个衡量方式会出现问题。而中国采用的是

企业实际产量，本质上是要求提高效率、降低排
量，而不是限制服务。
“中国碳市场大有希望，但需要积极探索如

何进一步增强市场的有效性、流动性和稳定性，
这样才能真正完善碳定价机制，推动形成权威的
中国碳价。”朱戈具体建议说，我们首先要有一
个更大规模的交易市场；其次，需要在市场流动
性上增强，适时推出中国碳金融交易产品；而在
市场稳定性上，也应当通过不断完善配额分配和
价格平准等机制，让市场基础供求关系保持相对
均衡。

从北京的实践来看，利用市场手段节能减碳

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据初步核算，2013年和
2014年，北京市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总量分别同
比下降约4.5%和5.96%，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分别同比下降约6.69%和7.17%，超额完
成了2.5%的年度目标，利用市场手段推动节能减
碳的效果初步显现。

作为实践者，朱戈认为，各试点在为全国市
场探路试水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如市场分
割、标准不统一以及重复建设等，部分试点存在
政策规则设计缺陷、约束力不足，政策和市场透
明度有待提升等问题，需要在过渡到全国市场期
间进行全盘考虑。

“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必须正视这
个市场所面临的困难。”李俊峰直言。在李俊峰看
来，目前世界上尚没有真正成熟的碳市场，所以
中国需要有更多的探索，不能指望很快就能借鉴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
“总体来说，我们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李俊

峰认为，既然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碳排放问题，就
必须考虑到，市场经济本身是追求效率的，却不天
然追求公平。但对我们的发展来说，两者必须通盘
考虑。
“在中国，我们可以使效率和公平有比较完美的

结合，使两者能协调起来。这是启动全国碳市场最大
的意义。”李俊峰说，我们的政府可以对市场进行有
效引导，而市场反过来也可以影响政府的产业政策。

“在美国、欧盟等地，碳市场取得成功都会很难，但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下，是具备做大、做
好的可能的。”

从市场经验来说，目前7个碳交易试点已建立较
为完整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培养了一批中国碳市场
参与方，在碳交易各项要素的设计上有了大量积累。

而从政策层面来看，分析人士认为，各试点为全
国市场提供了包括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总量控制及覆
盖范围划分、配额分配标准设计、核查核
算标准设计、交易系统建设和对接以及能
力建设等多方面的经验。

前无古人的市场

三年试点的启示

兼顾效率与公平

图为北京太平路小学的垃圾分类创意时装秀表演。日

前，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等单位举办北京市垃圾减量垃圾分

类进校园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任书房摄

绿色发展需要绿色金融
辜胜阻

以制度保障市场

河北廊坊开发区里的“绿

色”办公楼，利用模块化智能

天窗系统为办公楼中庭带来

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每

年可以减少碳排放250吨。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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