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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两大碳价暴跌欧洲两大碳价暴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林王林

今年以来，欧洲地区两大碳排放交
易体系价格大幅下滑。其中，欧盟碳价
于2月23日创新低，跌至54.21欧元/吨，
进入3月虽有所回升，但仍然仅维持略
高于60欧元/吨的水平。英国碳价则在
2 月第一周跌至 31.48 英镑/吨（约合
36.84欧元/吨）的历史新低，虽然后期略
有增长，但3月整体价格水平仅相当于
40欧元/吨上下。

事实上，出于对经济放缓的担忧，欧
洲两大碳价自去年下半年起就持续承
压。今年以来，在气候温和、工业用户
需求放缓、制造业活跃度持续萎缩等因
素共同作用下，碳密集型行业不急于购
买更多碳排放配额，从而导致市场供过
于求。

■■ 欧盟碳价大幅下滑

根据全球经济指标网最新统计数
据，截至3月19日，欧盟碳价为63.13欧
元/吨，今年以来下跌超过31%，较去年2
月历史最高点下跌超40%。

2005 年 1 月 1 日，欧盟碳排放交易
体系正式启动；2021 年，该体系正式进
入第四阶段，配额总量逐年递减，年均配
额减少43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进入2024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已处于第四阶段“成熟期”，按计划到
2030年，欧盟碳排放配额将减少62%，这
意味着，到 2027 年，欧盟碳排放配额数
量将较目前减少2亿吨左右。但从去年
下半年开始，受制造业增长放缓、暖冬、
高通胀等多重因素影响，欧盟碳价出现
下跌。

一方面，2022 年 2 月爆发的俄乌冲
突给欧洲能源和经济带来冲击，欧洲对
能源安全的诉求开始强于能源转型，导
致化石燃料重新抬头。另一方面，2022
年7月以来，欧元区制造业一直在收缩，
根据标普3月最新统计，欧元区制造业
PMI连续20个月萎缩，这导致二级市场
出现抛售碳排放配额现象，碳价缩水在
所难免。

全球大宗品市场信息咨询公司安迅
思表示，经济疲软导致大量配额闲置，虽
然欧盟正在考虑建立逐步吸收过剩配额
供应体系，但不完善的交易机制才是导
致碳价不断波动的主因。目前，欧洲地
区近一半碳排放交易来自工业部门，其
余主要来自电力部门。

■■ 英国碳价降幅更大

无独有偶，在欧盟碳价下跌的同时，
英国碳价也出现下降。《金融时报》汇编
数据显示，2月第二周，英国碳价较去年
同期下降 43%，处于 2021 年 5 月启动英
国碳交易机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3
月价格水平，英国碳价比欧盟碳价低
30%。3月12日，英国碳价为36.6英镑/
吨（约合42.84欧元/吨）。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英国宣布
改革碳排放交易体系，从2024年起加强
对工业、电力和航空等行业的排放限制，
并于 2026 年起扩大范围。随着碳排放
配额收紧，碳价应该有所上扬，但经济衰
退预期和高通胀导致行业企业手中拥有
大量可用排放许可，不急于购买新的排
放额度。

英国能源协会政策部门副
主管亚当·伯曼表示，碳价走低
程度确实令人担忧，英国将碳
排放交易机制视为碳密集型行
业强制脱碳的关键路径。“我们
需要一个强有力、稳定和可预
测的碳价机制，低价对英国实
现净零排放非常不利。”

不过，国际碳排放咨询公
司 Veyt 认为，英国碳价将在
2025年之后急速上扬，因为按
规划今年碳排放配额数量将开
始 收 紧 ，到 2027 年 将 减 少
45%。“从中长期来看，（碳排放
配额）供应量将变得越来越紧
张，预计几年内就将激增。”
Veyt 首席分析官马库斯·费迪
南德强调。

■■ 完善交易机制成重点

《金融时报》指出，碳价暴跌凸显
出欧洲地区主要碳排放交易体系过于

“笨拙”，无法为脱碳活动提供动力，欧
盟和英国碳价的下跌都是供应过剩造
成的。

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詹姆斯·哈
克斯特普表示，碳定价已成为推动能
源转型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可以敦促
排放严重的部门脱碳，另一方面，出售
碳排放配额所获资金可以投向绿色能
源和零碳技术。“需要明确的是，这仍
然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确保价格
只朝着一个方向走并不现实，也足以
令行业担忧。”

显然，加速淘汰化石燃料需要更强
有力、更稳定的气候政策和法规。马库
斯·费迪南德直言：“碳排放额度交易量
下滑反映出欧洲国家能源和气候政策
变动性太强，市场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
信任正不断下降。”

去年 9 月，英国宣布将燃油新车禁
售时间从2030年推迟到2035年。国际
智库“碳追踪倡议”组织指出，英国必须
彻底修复碳市场，才能为长期稳定碳价
水平提供支撑。欧盟同样如此，亟需通
过政策机制为碳价设定一个不断上升的
价格下限。

根据“碳追踪倡议”评估，英国碳价
需要高于 100 英镑/吨，才可能给低碳、
零碳技术予以适当激励。在没有补贴支
持的情况下，将碳捕捉及封存等低碳技
术推向市场所需的碳价范围在80英镑/
吨至120英镑/吨之间。

近日，国际能源署发布
《全球甲烷排放追踪》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指出，
2023年，全球能源行业甲烷
排放量仍在上升，已接近
历史最高水平。虽然各国
甲烷控排政策法规的颁布
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
方大会（COP28）上提出的
新承诺有望推动甲烷排放
量出现下降，但全球甲烷
排放水平仍然过高，无法
实 现 既 定 气 候 目 标 。 为
此，国际能源署呼吁，应
尽 快 将 甲 烷 减 排 承 诺 转
化为行动，加强政策行动
力度，推动全球甲烷排放
水平下降。

■■ 排放水平居高不下

报告指出，能源领域
产生的甲烷排放量占到人
类活动甲烷排放量的 1/3
以上，化石燃料领域是甲
烷排放的“重灾区”。数据
显示，去年，全球化石燃料
领域产生的甲烷排放量超
过 1700 亿立方米，超过了
卡 塔 尔 全 年 的 天 然 气 产
量。虽然化石燃料生产过
程中的甲烷排放强度有所
下降，但化石燃料生产和
使用引发的甲烷排放量仍
高达 1.2 亿吨；同时，生物
质能生产和使用产生了超过 1000 万吨
甲烷排放。

从国别来看，各大化石燃料生产和
使用国甲烷排放水平分化严重，全球排
名前十的甲烷排放国排放总量达到8000
万吨，占全球甲烷排放总量的 2/3。其
中，美国是全球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最大
的甲烷排放国。

国际能源署指出，近年来，全球甲
烷排放水平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势
头。虽然各国政府和化石燃料公司都
已承诺减排甲烷，但从最新监测数据来
看，全球甲烷排放水平仍居高不下，与
2022年相比，2023年甲烷泄漏事件数量
更是大幅增加，检测到新增排放量超过
500万吨。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
示，当前，全球甲烷排放量仍然过高，无
法达到既定气候目标。而分析认为，为
了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 1.5 摄氏度，
化石燃料领域的甲烷排放量需要在最近
10年减少75%。

■■ 采取技术手段必不可少

报告指出，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
更为强力的温室气体，自工业革命以来，
全球气温升幅中约三成由甲烷造成，而

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生
物质能在内的能源领域是人
类活动中第二大甲烷排放来
源。业界已达成共识，减少
甲烷排放是短期内限制全球
变暖和改善空气质量的最佳
途径之一。

实际上，国际能源署认
为，结合高运营标准、强有
力的政策行动以及技术应
用，各国还是能够有效降低
能源领域甲烷排放水平。过
去一年，包括挪威、沙特、阿
联酋在内的多个化石燃料生
产国都有相对较低的甲烷排
放强度，其实践经验都可供
借鉴。

但报告同时指出，当前，
化石燃料企业对甲烷减排效
益的认知不足可能阻碍其推
行减排行动。国际能源署认
为，目前，甲烷减排相关项目
投资回报周期可能较其他投
资机会更长；同时，基础设施
和政策的缺失也让企业难以
从中获取收益。

据了解，近年来，国际
社会追踪甲烷排放的新工
具不断涌现。2023 年，分析
公司 Kayrros 推出了基于卫
星图像的监测工具 ，量化
甲烷排放水平 ，并提供国
家层面的油气行业甲烷排
放强度数据。另有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也增加了甲烷
警报和响应机制 ，探测全

球出现的甲烷泄漏事件。

■■ 减排承诺亟待落实

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近 200 个国
家和地区都同意到 2030 年大幅减少甲
烷排放，中国、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
体也已宣布了未来监管举措。在法提
赫·比罗尔看来，国际社会应尽快将甲
烷减排承诺转化为行动，并继续追求
更高的减排目标，利用政策和技术大
幅减少来自化石燃料的甲烷排放。

最新分析表明，如果各国和企业迄
今关于甲烷排放的承诺都能按时全部兑
现，到 2030 年，来自化石燃料领域的甲
烷排放量将减少50%。

根据预测，要履行化石燃料行业作
出的全部甲烷减排承诺，至少需要1700
亿美元投资用于甲烷减排行动，其中，油
气领域至少需要1000亿美元，煤炭领域
至少需要700亿美元。同时，国际社会还
应更加关注中低收入国家的甲烷减排情
况，由于这些国家资金比较有限，需要采
取相应措施确保其甲烷减排力度。

按照预期，国际能源署认为，2024年
及以后，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全球甲烷
排放量有望出现下降，届时，距离达成气
候目标将再近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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