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日前，国务院公布《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自2024年5月1日
起施行。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
表示，《条例》的出台是我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中的里程
碑事件，开启了我国碳排放权
交易的法治新局面，为碳排放
权市场的运行和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

碳市场位阶更高的

行政法规出台

碳排放权交易是通过市
场机制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
等温室气体排放、助力积极稳
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
政策工具。

实际上，我国已在多个城
市开展先行先试，稳步推进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011
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广东、湖北、深圳等地启动
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工
作；2017年12月，启动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

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上线交
易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运行整体平稳，年均覆盖二
氧化碳排放量约51亿吨，占全
国总排放量的比例超过40%。
截至2023年底，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共纳入2257家发电
企业，累计成交量约4.4亿吨，
成交额约249亿元，碳排放权
交易的政策效应初步显现。

与此同时，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制度建设方面的短板
日益明显。生态环境部相关负
责人称，此前我国还没有关于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法律、行
政法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运行管理依据国务院有关部
门的规章、文件执行，立法位阶
较低，权威性不足，难以满足规
范交易活动、保障数据质量、惩
处违法行为等实际需要，急需
制定专门行政法规，为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管理提供
明确法律依据，保障和促进其
健康发展。

记者了解到，此前，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主要依靠部门规章
来进行。

比如，生态环境部2020年
12月公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办法（试行）》，适用于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包括
碳排放配额分配和清缴，碳排
放权登记、交易、结算，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与核查等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竺效认为，相较于部门规章，
《条例》属于位阶更高的行政法
规，在制度内容方面则在充分
吸收借鉴已有规章内容的基础
上，结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
达峰碳中和国家目标承诺和工
作部署，围绕有效控制和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这一碳达峰碳中和
领域的工作重点，对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的交易及相关活动
提出了更加明确的管理要求。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
智库专家洪勇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条例》的
实施将对中国碳市场产生深远
影响，不仅为碳排放权交易提
供了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也
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
制度保障。

保障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的平稳运行

可靠的数据质量是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
在我国碳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的同时，碳交易市场数据弄
虚作假问题也逐渐显现。

“作为参与碳排放权交易
的重要主体和直接利益相关
者，当前部分重点排放单位存
在碳排放管理能力较弱、缺乏
完备的内部数据管理和碳资
产管理制度体系、未合理设置
专职管理岗位等问题。”徐华
清说。

在防范碳排放数据造假行
为方面，《条例》提出，“重点排
放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重点排放单位
应当对其排放统计核算数据、
年度排放报告的真实性、完整
性、准确性负责”“重点排放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
社会公开其年度排放报告中的
排放量、排放设施、统计核算方
法等信息”。

在徐华清看来，《条例》对
于数据质量管理的要求，有助
于推动重点排放单位及相关技
术服务机构对碳排放数据质量
的规范化和常态化管理、深化
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正确理解，
进而切实提高重点排放单位及
相关技术服务机构在碳排放和
碳资产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水
平，有利于改善市场交易活跃
度并促进形成合理碳价，更好
发挥市场机制对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的作用，同时为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从强度控制向总
量控制转变打好基础。

同时，《条例》加大了对数
据质量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罚力度。

比如，编制的年度排放报
告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遗漏，在
年度排放报告编制过程中篡
改、伪造数据资料，使用虚假的
数据资料或者实施其他弄虚作

假行为，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 50万元的，处
5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
不 改 正 的 ，按 照 50% 以 上
100%以下的比例核减其下一
年度碳排放配额，可以责令停
产整治。

“相较于《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办法（试行）》，行政处罚力度
有大幅提升，有助于强化对违
法违规行为的约束，有效保障
碳排放数据质量。”徐华清说。

竺效表示，《条例》通过明
确规定重点排放单位、监管部
门、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义务
和责任，加强了对碳排放数据
质量的监督管理，有利于保障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平稳
运行。

高碳排放行业

将受直接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碳排
放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我
国碳市场发展迅速的同时还存
在一些挑战。

洪勇向记者分析，如何平
衡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确保
公平和效率，同时鼓励企业减
少碳排放，是一个重要挑战。
还有，如何扩容行业范围、温室
气体种类以及参与主体，也是
碳市场面临的一大挑战。

“我国碳市场还处于起步
阶段，市场成熟度相对较低。
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规则、监
管体系和交易机制，确保市场
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同时，由
于碳市场涉及企业的经济利

益，一些企业可能对参与碳市
场持观望态度。需要加强宣传
和培训，提高企业对碳市场的
认识和参与度。另外，随着全
球碳市场的不断发展，我国碳
市场将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市场建设
和管理水平，以应对国际市场
的挑战。”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
王鹏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碳市场建设涉及多个行
业，《条例》发布后，哪些行业最
直接受影响？

王鹏告诉记者，电力、钢
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造
纸、航空等高碳排放行业将首
当其冲。这些行业需要按照
《条例》规定参与碳排放权交
易，对于排放超标的企业，将需
要购买额外的排放权，增加运
营成本。但同时，《条例》也为
这些行业提供了减排的动力和
机遇，激励它们通过技术创新
和管理提升来降低碳排放。

王鹏进一步表示，除了直
接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行业
外，其他行业如新能源、环保、
节能等也将受益。随着碳市场
的建立和发展，这些行业的产
品和服务需求将增加，市场前
景广阔。

未来，我国碳市场有望在
三个方面实现突破。王鹏说：

“一是随着更多的行业和企业
参与到碳市场中来，我国碳市
场的规模将不断扩大。这将为
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
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发展空
间。二是未来我国碳市场有望
推出更多的交易品种和方式，
如碳期货、碳期权等衍生品交
易。这将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
投资选择和风险管理工具。三
是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
迫性增加，未来我国碳市场有
望与国际碳市场实现更紧密的
合作和对接。这将为我国绿色
低碳发展提供更多的国际资源
和支持。”

如何确保《条例》顺利
实施？

“确保《条例》顺利实施、落
地落实，有很多工作要做。”生
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持
续抓好宣传贯彻，帮助有关部
门工作人员、重点排放单位、有
关技术服务机构等单位和个人
更好地掌握《条例》内容；及时
出台相关配套规章、办法、标准
等更为具体、操作性更强的规
定；完善监管基础设施，统筹整
合各方面力量，加快管理平台
建设，提升监管的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形成监管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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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州福建福州：：光伏新能源助力光伏新能源助力
中印尼中印尼““两国双园两国双园””发展发展

2月21日，在福建省福州新区福清功能区

的胜田（福清）食品有限公司屋顶光伏发电站，

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针对企业复工复产

用电需求，对光伏设备巡检，助力企业冲刺“开

门红”。

据了解，去年初，中国—印度尼西亚经贸创

新发展示范园区获国务院批复。目前，中印尼

“两国双园”的中方园区现有工商业屋顶分布式

光伏发电站23座，总容量56.99兆瓦，年发电量

6268.9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955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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