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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国国碳碳市市场场来来了了，，地地方方试试点点何何去去何何从从？？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要做好加减法

地方先行先试
夯实全国碳市场根基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
重大制度创新， 也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

全国性市场的顺利启动， 地方碳市场
试点经验“功不可没”。 “地方碳市场试点
运行以来，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保持较高
水平，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保持双降。 ”国网能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杨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截至 2021
年 6 月，试点碳市场已覆盖钢铁、电力、水
泥等 20 多个行业，涉及近 3000 家重点排
放单位， 累计成交量 4.8 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成交额约 114 亿元。

以北京为例，相关材料显示，北京市
启动试点碳市场以来， 运行机制逐步完
善、 交易日趋活跃、 碳配额价格稳健上
涨， 有力支撑了北京市超额完成国家下
达的“十三五”碳强度下降目标，2020 年，
北京碳强度为全国最优。 截至目前，北京
试点碳市场覆盖发电、石化、水泥、热力、
其他工业、交通、服务业以及航空等八大
行业， 共有碳排放量超过 5000 吨/年以
上的 859 家重点碳排放单位纳入。

湖北在碳市场活跃度与节能减排方
面同样成效显著。 “据不完全统计，在累
计 6 个履约年度内 ， 湖北试点在交易
量、交易额、市场参与率、履约率等市场

指标方面都位列试点碳市场前列，同时
纳入企业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和强度
实现了双下降，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累
计减少二氧化碳 1760 万吨 ，16 个行业
中有 14 个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下
降。 ”湖北经济学院低碳经济学院院长
助理黄锦鹏对记者说。

上海亦通过建立完善碳市场交易系
统和交易机构建设， 优化完善交易规则
和交易系统，形成了多层次碳市场。 “上
海碳市场的稳定运行进一步促进了上海
碳市场配套产业的落地发展。 ”上海市生
态环境局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

地方碳市场先试先行的探索， 为全
国碳市场顺利开市以及继续深入扩大提
供了经验支撑。 “无论是北京、湖北，还是

上海， 各具特色的地方碳市场在碳市场
配额分配、 交易制度等方面都已建立成
熟体系， 均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建立、运行夯实了根基。 ”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潘荔说。

在黄锦鹏看来，地方碳市场试点时期，
体量较小，且多为区域性分割市场，市场流
动性不足导致无法形成有效均衡价格，也
为全国碳市场的“一盘棋”布局积累了经验
和教训。

因地制宜碳减排
地方与全国协同不可少

那么，全国碳市场启动后，地方试点碳
市场下一步该怎么做？

今年 3 月 ， 由生态环境部起草的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草案修
改稿 ）》曾提出 ，条例施行之后将不再
建设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 已存在
的地方碳交易市场应当逐步纳入全国
碳市场。

这一条款曾在业内引起热议。 记者
最新获悉 ，经过几轮讨论 ，这一条款或
将修改为 ，全国碳市场建立以后 ，地方
碳市场涉及的行业与全国碳市场管控
范围一致的，必须纳入全国碳市场。 有
地方特色的仍可保留，继续探索先行先
试。 条例有望在公开征求意见后，于今
年年底前正式发布。 换言之，试点碳市
场仍将有望允许存在，并与全国碳市场
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对此，杨素坦言，虽然全国碳市场已经
启动， 但地方试点碳市场仍有很大借鉴价
值，其更符合本地排放特征，可以作为全国
碳市场的有益补充。

黄锦鹏亦指出， 由于全国碳市场与
地方碳市场覆盖的行业有交叉， 且全国
碳市场的优先级更高， 所以不可避免会
压减试点碳市场的规模，但短期内，全国
碳市场或将激发地方碳市场更大潜能。

根据全国碳市场总体设计，纳入全国
碳市场的高能耗行业包括电力、 石化、化
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民航八大
行业。 现阶段只有电力行业进入履约范
围，其他七大行业仍只属于报告范围。

如北京碳市场主体覆盖电力、热力、
水泥、石化、工业、服务业、交通运输等 8
个行业。 其中，热力、服务业、交通运输并

不在全国碳市场范围。 而湖北目前纳入
试点碳市场的行业更多达 16 个，其中涵
盖了全国碳市场的 8 个行业， 企业总数
接近 400 家，覆盖了全省 45%—50%的碳
排放量。

以北京为例， 有熟悉北京碳市场情况
人士向记者表示， 北京目前的产业结构以
服务业为主，高校、医院等机构都是北京致
力通过碳市场手段促进减排的重点单位，
但目前看来，“这些排放单位不可能纳入全
国碳市场。 基于每个地区的不同经济发展
阶段与不同业态结构， 试点碳市场除了可
先行先试、积累经验，为全国碳市场提供有
益探索外，还可立足本地实际情况，灵活运
用市场手段促进低碳发展。 ”

“当前全国碳市场虽然正式启动上
线交易，但无论从覆盖范围、制度设计，
还是市场运行方面都尚不完善， 这就需
要地方试点碳市场继续为全国碳市场提
供先行先试的经验借鉴； 且从当前各地
碳市场表现力分析， 地方碳市场活跃度
相对较高， 对推进地方能源转型和绿色
低碳产业发展均有积极促进作用。 ”黄锦
鹏指出。

在潘荔看来，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
下，面对全国碳市场逐步完善，地方碳市场亦
需要主动作为，寻找创新发力点，持续发挥地
方试点碳市场对本地节能减排、能源转型等
方面的倒逼作用。

■曾雅文

2021 年 3 月 15 日，中央财经委第九次
会议在指出“十四五”碳达峰重点工作中，
首次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如何构建？笔者根据结合近期的研
究与思考，分享几点认识。

调节能力是核心

传统电力系统中 ， 煤电占据主体地
位 ，一方面要保障最大用电需求 ；另一方
面要调节发用电两侧以确保系统功率实
时平衡。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中，
从当前技术经济水平和发展潜力来看，光
伏风电将大概率成为主角。 伴随之，受光
伏风电天生的出力间歇性和波动性影响，
调节能力建设将成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核心。

对于调节能力建设， 要多维度比较不
同调节方式优缺点（经济性、发展潜力、建

设周期等），合理规划调节“电源”结构。
从增的角度， 重点是煤电灵活性改造，

毕竟煤电庞大改造潜力 （2020 年全国煤电
装机 10.8 亿千瓦 ， 若调峰深度改造潜力
20%，则将新增调节能力约 2.2 亿千瓦，远超
抽蓄、气电现有调节能力 1.6 亿千瓦）和不
可或缺性是其它调节方式当前无可匹敌的；
其次是抽蓄和调峰气电建设，抽蓄度电成本
低但建设周期长、气电则相反，二者可互补；
再次，电化学储能试点示范，毕竟经济性、安
全性、技术多样性选择等难题尚未攻克；

从减的角度， 一方面是电力需求侧响
应， 通过市场化手段化解年均数十小时的
尖峰负荷所需调节能力； 一方面是合理确
定弃光弃风率， 减少消纳保障中边际效应
极低部分。

电价机制是突破口

传统电力系统中， 电量是最重要的计
价对象，而电力计价仅为辅助（如深度调峰
辅助服务）。

新型电力系统中， 调节能力已成为核
心，但调节能力是一个典型的对电源、电网
和用户都带来价值的环节， 其效益也需要
从电源、电网和用户来衡量。 然而，现有电
价机制更多是电量机制， 从价格力度和引
导能力等尚无法支撑调节能力建设的快速
发展。

未来，一旦电价机制理顺，调节能力建
设积极性全面激活， 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将
迎来重大突破。

一体化是另辟蹊径

电价机制理顺非一朝一夕之事， 而碳
达峰又是固定期限目标。

在后者等不及前者形势下， 电力源网
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的提出可谓另辟蹊
径，即在不增加大电网调峰压力原则下，划
出一片“试验电网”，既可搞电源间多能互
补，也可搞全环节的源网荷储一体化。

细细品味， 一体化从某种意义来说是
在调峰价格机制不完善时期， 搞的 “大包

干”，从而撇开电源间或源网荷储间扯不清
的利益关系， 探索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
之路。

技术进步是催化剂

新型电力系统所涉及技术众多， 如光
伏风电发电技术、电力储能技术、高比例电
力电子化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控制技术等。
其中， 光伏风电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发电成
本进一步下降， 将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的催化剂。

当光伏风电发电成本降至 0.1 元/千瓦
时，突破能源、环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
（既有能源用，又没有污染，价格还便宜）便
不再是天方夜谭。

令人遗憾的是，虽光伏风电未来可期，
但在当前发电成本尚处于平价时， 技术进
步的催化剂作用尚有限。

用电成本上升是必然现象

在当前光伏风电发电成本尚未降至足

够低形势下， 新型电力系统用电成本上升
是必然现象。 至于用电价格是否顺势上涨，
则是一门治理艺术。

一方面， 近年来连续降低一般工商业
电价成绩斐然，降电价已成舆论惯性，加上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经济全面复苏， 涨电
价的外部环境不佳；

另一方面， 居民电价长期处于低位的
支撑条件———交叉补贴日益捉襟见肘，煤
电利用小时普降引发的经营困难可能动摇
全局根基等，倒逼涨电价。

未来，居民阶梯电价完善、电力现货价格
闯关、高可靠性电价推广等将有望不断涌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随
着新型电力系统逐步走向电力系统舞台中
央，诸多构建难题正扑面而来。 然而，“办法
总比困难多”，相信在广大的能源电力从业
者辛勤探索和不懈努力下， 相关解决方案
必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共同奏响新型电
力系统的时代序曲。

(作者系湖南省能源规划研究中心能源
咨询规划研究院副处长)

专家指出，短期内，全国碳市场或将激发地方碳市场更大潜能。 各地要提前研判、
主动作为，最大限度利用碳市场，倒逼本地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仝晓波 张金梦 张胜杰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全国碳市场”）日前正式上线，标志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自 2013 年起，我国相继启动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以及福建等八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八年的试点经验积累，

为全国碳市场的建立、碳市场配额分配、交易制度等方面的完善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对促进试点省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探索达峰路径发挥了积
极作用。

那么，全国碳市场启动后，各地应如何利用碳市场手段开展工作，促进本地低碳发展？ 先前的试点碳市场省市又该如何利用全国与地方两个碳市场探
索各具特色的脱碳路径？ 长远看，伴随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稳步成熟，地方碳市场试点又将何去何从，下一步工作应如何做？ 围绕上述诸多问题，近日
记者展开了一系列调研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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