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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治霖 冷媛

为推动形成强制碳市场和自愿碳市
场互补衔接、互联互通的全国碳市场体
系，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今年 1
月 22 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
场在北京启动，标志着我国碳市场建设日
趋完善，多元化的碳市场体系逐步形成。
CCER 的重启将有效提升全国碳排放交
易市场活跃度，推动大量优质减排项目落
地实施应用，同时也对电碳市场协同发展
提出更高要求。建议加快构建统一规范
的碳排放、碳汇计量监测核算体系，积极
探索开发碳期货等碳金融产品，促进我国
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 发展历经三个阶段

CCER，即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是指
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等项目
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在
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
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CER项目是
我国政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而推进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和
发展国内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市场
化机制激励企业降低碳排放，促进绿色低
碳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 CCER 体系于 2012 年启动建
设，2015 年进入交易阶段，2017 年暂停项
目备案受理，2024 年全国市场重新启动
交易，项目的发展历程可总体分为三大
阶段。

阶段一：CCER 机制的建立和启动。
2012 年，国家发改委相继印发《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指南》两份指导
文件，拉开了国内CCER项目开发和注册
的序幕，建立了 CCER 交易机制，明确了
CCER项目工作流程，确定了CCER项目
审定与核证机构的备案要求和工作程序。

2015 年，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上线，
CCER正式进入交易阶段。

阶段二：CCER 项目备案暂停受理。
由于在 CCER 交易过程中存在项目供需
极度不平衡、整体交易量过小与项目不够
规范等突出问题，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
发布公告暂缓受理CCER交易方法学、项
目、减排量、审定与核证机构、交易机构备
案申请。2018 年 5 月，CCER 注册登记系
统恢复上线运行，已经备案的存量CCER
项目仍可在地方碳市场上交易，并用于全
国碳市场履约抵消。

阶段三：CCER 项目备案进入重启。
2023年10月，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
法（试行）》，标志着新 CCER 项目体系正
式启动。随后，生态环境部印发了首批 4
个项目方法学，包括造林碳汇、并网光热发
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红树林营造，明确
了首批新 CCER 体系支持的项目领域。
2024年1月22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交易市场在北京启动，标志着我国碳市场
建设日趋完善，多元化的碳市场体系逐步
形成。

■■ 重启产生三大影响

一是助力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权益产
品交易体系。CCER作为全国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市场的交易产品，与碳排放配
额交易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我国完整的碳
交易体系。自愿减排量对配额履约义务的
抵消，以及本身自带的降碳、固碳属性，能
够作为强制碳市场很好的补充。重启
CCER交易市场后，将进一步丰富我国碳
市场格局，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激发更多
不同行业的非控排主体开展自愿减排项目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经济绿色
低碳发展。

二是助力造林碳汇、并网光热发电等
优质减排项目加速落地。造林碳汇、并网

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和红树林营
造等首批被纳入到 CCER 方法学的节能
项目具有减排机理清晰、减排数据质量保
障度高、生态环境效益突出的特点，但项
目大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面临前期投资
过大、建设成本较高的发展困境。CCER
的重启可为以上优质减排项目兑现环境
价值，拓宽项目收益渠道，缩短建设成本
回收周期，有效改善项目收益难题，助力
项目的实施推广应用，推动相关产业规模
化发展。

三是拉动碳排放监测核算、碳汇计
量监测核算服务需求。CCER 与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既需要控
排、碳汇企业能够实现对自身碳排放量
与碳汇数据的实时、可靠监测，合理分配
碳配额，稳定市场预期，也要求政府部门
对企业申报的碳排放、碳汇数据进行高
效、准确核查，防止市场主体进行数据造
假。目前国内尚未构建形成统一完善的
碳排放、碳汇监测核算体系，绝大部分控
排、碳汇企业也缺乏碳数据在线采集、分

析能力。伴随 CCER 市场重新启动，控
排、碳汇企业亟需相关技术支持，拉动大
量碳排放监测核算、碳汇计量监测核算
服务等需求。

■■ 仍存进一步完善空间

首 先 ，建 议 适 时 推 动 甲 烷 减 排 、
CCUS 等新型减排项目纳入自愿减排机
制，加快行业技术落地应用。我国甲烷
减排、CCUS 等新型减排技术稳步发展，
但相较于庞大的碳排放总量，项目整体
规模较小，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与国际先
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大
规模商业化应用。建议适时研究并发布
甲烷减排、CCUS 等新型减排项目方法
学，推动相关项目获得碳减排量，提升项
目经济性，推动新型减排项目规模化、效
益化发展。

其次，建议加快构建体系完整、科学规
范的碳排放、碳汇计量监测核算体系，提升
碳市场运作效率。深入开展碳排放、碳汇

检测核算标准、方法学等研究，加强各行业
碳排放、碳汇统计监测核算能力建设，通过
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化碳数
据采集、处理、储存方式。加快制定科学完
善、完整统一的碳排放、碳汇计量监测核算
等技术规范，形成与全国及省级碳排放统
计监测核算要求相适应的标准体系，为碳
市场高效运作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与基础
保障。

再次，建议积极探索开发碳期货等碳
金融产品，逐步构建多层次碳市场体系。
从国外成熟经验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多
层次市场体系，包括现货和期货等衍生品
交易。建议在完善碳现货市场制度建设、
加强碳市场数据质量建设的基础上，强化
期现联动，研究推出碳远期、碳期权、碳期
货等碳金融产品种类，并引入远期交易、
展期交易、掉期交易等更多交易方式，丰
富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低碳投资的选项，充
分发挥多层次碳市场对低碳资源的优化
配置作用。
（作者均供职于南方电网能源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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