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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证经济”来了■黄琳

近期，国家电网公司发布深化碳业务
体系建设和加快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的两个方案，明确提出将通过深化绿电
绿证交易、加强电力碳足迹管理，建设碳业
务体系，满足行业企业减碳需求、应对绿色
贸易壁垒提供服务，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并力争在
2027 年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实现绿电绿
证交易电量占比超过 20%。

此前，国家陆续出台加强绿证与节能
减碳衔接的政策，拓展绿证应用场景，推动
绿证获得国际认可，为绿证发展注入强心
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1
—9月，全国绿证交易3.59亿张，较2023年同
期增长近10倍，绿证交易市场活跃度显著提
升，绿色电力消费助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绿证交易市场为何火爆？

在很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设计
中，绿证交易与碳信用交易都被视为重要的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能
源转型、减碳过程中，相关市场化手段被认
为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环境效益间的平衡。

我国的绿证制度于 2017 年 7 月 1 日正
式启动，但因应用场景模糊、价格竞争力不
强等原因，市场接受度不高。2021 年 9 月，
随着我国绿色电力交易的试点启动，绿证
也逐渐形成了规模化市场，相关交易机制
不断完善。今年，绿证交易市场更显活跃，
上半年全国参与绿证市场交易的买方企业
和个人主体达 3.9万个，同比增长 4倍。

作为经由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市场，
绿证交易的活跃得益于政策的支持，特别
是这两年，关于绿证的政策接连出台。

2023 年 8 月，国家出台《关于做好可再
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 促进可
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明确绿证是中
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
推动绿证与国内碳市场、国际绿色消费和
碳减排体系的衔接。

今年 1 月，国家出台加强绿证与节能
降碳衔接的政策，拓展绿证应用场景，加强
绿证交易与能耗双控、碳排放管理等政策的
有效衔接，支持各类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
业、行业龙头企业通过购买绿证、使用绿电，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有效激发绿证需求。

9 月，国家出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证书核发和交易规则》，首次以规则形式对
我国绿证的核发、交易、划转、核销的全生
命周期流程进行了规范，进一步营造全社
会绿色电力消费氛围，推动可再生能源高

质量发展。
除了政策利好，市场需求的增长也是一

个重要因素。“双碳”目标提出后，就像越来
越多的人使用环保袋一样，越来越多的企业
也开始购买绿证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目前，我国对绿证需求较大的企业以
外贸出口型企业、对绿色电力消费有要求
的大型国有企业和跨国企业为主。特别是
对外贸出口型企业而言，购买绿证是满足
能耗双控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应对高额
碳关税的有效举措。

随着绿证市场活跃度的提升，绿证交
易市场多点开花，且购买主体呈现多元
化。从地域角度看，供应绿证的地区主要集
中在我国东北、西北、华北等，而华东地区则
对绿证的需求较为旺盛，其中吉林、黑龙江、
甘肃等地出售绿证较多，上海、浙江等地购
买绿证较多。从行业维度看，石油化工、钢
铁、能源等碳排放较高的行业购买绿证意愿
较强，包括相关领域的大型央国企。

◆◆绿证供需能否平衡？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能源贯穿
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推动全面绿
色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新型能源
体系建设的推进，新能源将逐步成为装机
和电量主体。

据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 31.6 亿千
瓦，同比增长 14.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

机容量约 7.7 亿千瓦，同比增长 48.3%；风
电装机容量约 4.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9.8%,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显著增长。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长一方面为绿
证市场提供了更多的供给；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的增长，这两种
增长或将直接推动绿证交易量的增加。

在浙江，这些都得到了印证。今年 1
—9 月，浙江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47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30.99%。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的增长也进一步促进了绿证交易量的增
长，今年 1—9 月，浙江累计成交绿证数量
折合电量为 354.7 亿千瓦时，位列国家电网
公司经营区首位。

然而，绿证的供需并不只是受到可再生
能源和绿色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还受到价
格等因素的影响。从一则数据便可体现：

在国家电网经营区域，2022 年绿证交
易 均 价 28.10 元/张 ，2023 年 交 易 均 价 为
19.22 元/张，今年上半年交易均价 9.6 元/
张，而今年上半年国网经营区的绿证交易
量是 2023 年同期的 39倍。

“当前绿证价格较为合理，新能源的绿
色价值在绿证市场中得到了有效体现。”位
于宁波北仑的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今年，该公司购买了 10 万张绿证，用
于履行可再生能源配额义务，作为碳减排
证明参与碳市场，塑造企业绿色低碳形象。

在宁波，购买绿证除了能抵扣能耗，还
能拿到补贴。今年8月，宁波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若干意见实施细则》中
指出，工业企业购买 1 万张以上的国内绿
证，可以得到不超过交易价格50%的补贴。

不管是政策利好，还是全社会绿色低
碳用能共识的逐步形成，都不难看出绿证
的消费正显著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
接受和理解绿证机制，并参与到绿证交易
中来。

近期，相关政策明确绿证有效期为2年，
超过有效期或已声明完成绿色电力消费的
绿证，由国家能源局资质中心予以核销。后
续随着存量绿证的逐步过期，市场放量将趋
于稳定，从而进一步推动绿证供需达到均
衡，促进价格趋近真实市场的需求。

◆◆绿证价值持续凸显

绿证既能实现对可再生能源电量的计
量，又代表了可再生能源所生产单位电量
的大气环境贡献，是一种将可再生能源电
力环境属性兑换为经济收益的交易工具。

因而，构建绿证模式，发展“绿证经
济”，对我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绿色低
碳循环经济体系、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

当前，发展“绿证经济”还面临不少难
题。如：绿证国际认可度有待提升、与碳市
场的协同发展等。近几年，国家从政策层
面、标准层面、机制层面、规则层面、平台层
面也在进一步加快推动绿证与国际的互

认、与碳市场的协同发展。
今年 3 月，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 2021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将电网排放因子
分类细化，首次公布剔除市场化交易绿电的
碳排因子，进一步规避了电网排放因子核算
与绿电绿证减排核算的潜在双重计算风险，
有助于提升绿电绿证的国际认可度。

在与碳市场协同方面，国家发布相关
通知，明确提出避免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从绿证和自愿减排市场（CCER）重复获
益，并设置两年过渡期，过渡期内深远海海
上风电、光热发电项目可自主选择核发交
易绿证或申请 CCER。

作为全国绿电绿证交易机制探索和市
场培育的排头兵，浙江这两年也出台了一
些文件，开展能源“绿保稳”工程，推进绿电
绿证发展，鼓励分布式光伏和分散式风能发
电聚合商参与绿证交易、设定合理的交易上
限等措施，进一步推动绿证市场的发展。加
大科研攻关力度，积极参与绿证方面的国际
标准、行业标准研制。积极完善绿证在碳核
算中的互认机制和抵扣方式，推进电—证
—碳等各类市场衔接联动、协同发展。

浙江还依托数字化手段，探索提升绿
电绿证的可追溯性和可信度，确保绿色环
境属性的唯一。10 月 15 日，浙江电力交易
中心协同国网海宁市供电公司，为浙江晶
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出具全省首张“绿
色电力消费核算清单”。

该清单采用区块链技术，记录绿色电
力的生产、交易、传输、消费、结算等各个环
节信息，同时生成符合交易、审查规范的区
块链绿色电力消费唯一证明，实现绿色电力
交易有迹可溯、有数可查、有据可证，保障绿
色电力消费环境权益唯一性和权威性。

此外，浙江还积极组建网格化服务队伍，
加大绿色电力消费服务深度，做好绿电绿证
交易指导、交易组织等工作；深化政策宣贯、
交易咨询、账单解读、消费认证等一揽子企
业能效服务，激发全社会绿电消费潜力。

如今，浙江绿电绿证产销两旺。今年
前三季度，浙江共有 142 户新能源发电企
业参与绿电交易，绿证交易超 3500 万张。

“绿电绿证是企业出口的‘标配’，当前
交易手续都比较便捷，价格也较合理。”浙
江健盛集团相关负责人余辉本表示。目
前，该公司出口产品的绿色电力消费指标
已达 60% 以上。

一颗种子，从破土而生到开花结果，总
是需要经过漫长的磨砺。随着绿证机制的
逐步完善，绿证应用场景将越来越丰富，也
势必会带动一些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共同
体的建立。

“绿证经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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