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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交易监管加强交易监管        绿证与绿证与CCERCCER衔接具体要求出炉衔接具体要求出炉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当前，随着国际社会对企业
供应链绿色低碳水平的重视程
度不断提升，企业需要通过绿
证制度和自愿减排机制实现可
再生能源和碳排放等方面目
标。然而，由于可再生能源项目
在绿色电力证书与自愿减排机
制中存在重复获益可能，因此有
必要从政策层面明确相关规定。

对此，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于9月11
日发布《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与自愿减排市场
衔接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推动可再生能源绿色
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证）与全
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以下简称自愿减排市场）有效
衔接。《通知》自今年10月1日
起生效，有效期2年。

功能和定位不同

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完
善绿证制度。2023年 7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
源局明确绿证是认定可再生能
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
今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印发《关
于加强绿色电力证书与节能降

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
源消费的通知》，推动绿证交易
电量纳入节能评价考核指标核
算，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
今年7月，新设电解铝行业绿色
电力消费比例目标，以绿证核算
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完成情况。

“相关政策印发以来，绿证
交易规模稳步扩大，推动可再
生能源消费比例不断提升。”生
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有关负
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自愿减排市场的核证自愿
减排量（以下简称CCER）作为
国际通行的市场化碳减排工
具，可用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配额清缴抵销、绿色供应链管
理、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大型活
动、企业、产品碳中和等。

“绿证与全国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是推动绿色发展的
重要市场化机制。”上述负责人
表示，绿证制度与自愿减排交
易市场都具有促进可再生能源
领域发电、促进温室气体减排
的作用，但两者具有不同的功
能和定位。

具体而言，绿证制度旨在
对全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进
行激励补助，促进能源结构调
整；CCER市场则是按照国际
通行的“额外性”要求，聚焦于
可以实现额外减排效果的领域

和项目，鼓励向减排机理清晰、

亟需经济激励、社会和生态效

益兼具、可以实现有效监管的

领域发展，精准服务于全社会

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通知》的印发实施，将有

助于加强绿证与CCER有效衔

接和政策协同，不断健全资源

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有

助于加快我国绿证国际认可、满

足企业迫切诉求，推动完善基于

绿证的绿色电力消费制度体系；

有助于健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制度。”上述负责人说。

7 年后重启的 CCER

9月2日，国家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迎来了首批中国CCER
项目正式挂网。据悉，首批公
示的CCER项目共有37个，覆
盖了造林、红树林、光热和海风
等4类项目。

实际上，CCER并不是我
国碳市场中的新事物。

“ 我 国 的 CCER 机 制 于

2012年开启，2015年进入交易

阶段。但在2017年3月，有关部

门暂停了项目备案。直到今年1

月重启，间隔了7年之久。”胡杨

新能源创始人卢洋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CCER重启和绿证

制度的推行，标志着未来更多

的社会力量将参与到减排和进
一步扩容碳市场当中。

在业内看来，CCER市场
的运转与强制碳市场息息相
关。把CCER与碳市场打通并
实现联动，是CCER运行的体
系基础。

“如果仅有强制碳市场，控
排企业仅仅是为碳排放付了
费，但是这部分资金沉淀了下
来，并没有直接转化为减排行
为。把CCER与碳市场打通，
碳市场收上来的钱就能交到
CCER市场的自愿减排企业手
中，自愿减排的积极性也就上
来了。”一位业内人士说。

“CCER市场作为一个自愿
参与的市场，企业可通过实施
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获得相应减
排量，并在市场上出售给有需
求的企业。CCER市场重启将
吸引更多企业投资清洁能源项
目，促进高耗能企业积极消纳
清洁能源，CCER交易可成为
企业清洁能源投资收益实现的
重要渠道。”中国石油勘探开发
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梁英波说。

有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全
国碳市场扩容至八大行业（发
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
工、造纸、航空），将有约7500
家企业被纳入，市场配额总量
预计可扩容至70亿—80亿吨，

覆盖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72% 左右。“十四五”末期，
CCER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00
亿元大关。

设立两年过渡期
光伏等项目暂不纳入

在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
联盟秘书长彭澎看来，《通知》
对深远海海上风电和光热发电
项目可选核发绿证或申请
CCER进行了明确，非常重要。

“二者不能同时获得，可以
避免项目的重复计算、重复获
益。”彭澎说对记者说。

《通知》提出，对于深远海
海上风电、光热发电项目，拟选
择参加绿证交易的，相应电量不
得申请 CCER；拟申请 CCER
的，在完成自愿减排项目审定和
登记后，由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

“冻结”计入期内未交易绿证；
在完成减排量核查和登记后，
由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注销减
排量对应的未交易绿证，并向
社会公开信息。有关部门要切
实维护和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
企业自主选择权益。

此外，《通知》提出，设立两
年过渡期。过渡期内，适用于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并网海上风力发电》《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并网光热
发电》的项目有关企业，可自主
选择核发交易绿证或申请
CCER；光伏、其他风电项目暂
不新纳入自愿减排市场。过渡
期后，综合绿证和自愿减排市场
运行等情况，适时调整绿证与自
愿减排市场对于深远海海上风
电、光热发电项目的衔接要求。

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3月
份之前已完成CCER备案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按《通知》相
关要求参照执行。”

为保障落实，《通知》还同
步明确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
强交易监管等相关措施。

■人民网记者 王绍绍

近年来，风能发电、新型储
能、智慧电网等新业态不断涌
现，我国能源转型步伐加快，各
地能源结构持续优化，节能减
排项目遍地开花，产业发展

“绿”意盎然。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 2024年 8月底，全国
累计核发绿证18.41亿个。其
中，风电6.82亿个，占37.05%；
太 阳 能 发 电 4.13 亿 个 ，占
22.45%；常规水电 6.29 亿个，
占34.13%；生物质发电1.16亿
个，占 6.3%；其他可再生能源
发电128万个，占0.07%。

能源低碳清洁转型，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而兴。近

日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进
一步释放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为抓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
色转型的信号，其围绕加强化
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
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提出多项要求。

“绿色”正成为新型供能体
系的主色调，近年来，清洁能源
比重增加、供能结构持续优化，
科技创新起到了“催化剂”和

“倍增器”的作用。近期，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采煤沉陷
区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成功并

网发电，这座年发电量9亿千
瓦时的光伏发电基地所处区域
已产出过1.75亿吨煤炭，为荒
凉矿区重新注入“绿色”能量；
在江苏省南通市86公里的海
岸线上，亚洲最大海上风电群
源源不断地生发“绿电”，惠及
民生；在陕西省宝鸡市，两座利
用中深层地热水热能供暖的能
源站投入使用，采用“地热能梯
级最大化利用+大温差热泵机
组+燃气锅炉调峰补热”的多能
互补形式，实现了县城区域清
洁化供热……

“绿色低碳产业有望成为

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业内专家介绍，我国已成为全球
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领域的
重要生产国，也是技术的领先
国，新兴的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
可以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我国重点用能领
域节能提效成绩亮眼，能源消
费“抢跑”绿色赛道。浙江省衢
州市上线“水光储”余缺互济智
能柔性精准调控系统，在光伏
发电能力较强时，通过储能消
纳多余电能，在光伏发电能力
不足时补足缺口，克服新能源
发电“靠天吃饭”的短板；安徽

省宁国市景区的游船纷纷将柴
油发动机替换成电动马达，在
节约经济成本的同时减少碳排
放，守护景区的绿水青山；在北
京市一家循环经济产业园内，
三台磁悬浮鼓风机投入使用，
这种鼓风机凭借减少摩擦、智
能变频和联机调控等方式，较
传统鼓风机节能 30% 以上
……用能场景“绿”意浓浓，展
现能源绿色消费新模式。

“能源转型可为各行各业
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提供基本
要素支撑，是推动全社会节能
降碳的重要抓手。”业内专家表
示，要通过化石能源“减法”与
非化石能源“加法”协同发力，
为经济社会全面节能降碳、绿
色转型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能源转型向能源转型向““绿绿””而兴而兴

江苏连云港：
加快推动热泵产业发展

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持续推动热

泵产业发展，重点打造清洁热能制造基

地，空气源热泵产品涵盖冷暖、热水、泳池

以及烘干系列，致力于为清洁能源提供高

效、可靠的解决方案。图为9月13日，连

云港高新区海州工业园内的日出东方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热泵生产车间，工人正在

组装一批太阳雨空气能采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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