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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5 年 2 月 16 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规定发达

国家从2005 年开始承担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从2012 年开始

承担。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这是历史上首次以法规

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绝不能仅依

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努

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碳市

场应时而生，越来越被世界各国重视。2019 年，中国碳排放

量近105 亿吨，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7.2%，中国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和拥有最大碳排放量的国家，也是最具潜力的碳减排

市场，但是在碳市场发展方面仍然作为新人的身份。王紫星

（2019）通过对全球和中国碳市场现状的梳理和分析，发现我

国碳交易市场普遍存在成交量与成交额比例不协调、市场供需

待平衡、透明度和信用基准待完善的问题。全国统一的碳市场

还未进入实质运行阶段，我国碳交易市场呈现从局部到整体，

纳入行业单一等特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主要交易模式为

线下交易，碳现货为主要交易产品。为了缓解气候变化，降低温

室气体排放，改变我国高排放、高能耗的传统工业发展路径，建

立成熟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迫在眉睫。

2  碳市场发展历程

碳交易的概念最早于1997 年 12 月在《京都议定书》的签

订中出现，全球第一个全国范围的碳交易市场于2002年最早在

英国建立。《京都议定书》开始正式实行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于2004年开始启动，是欧洲碳交易市场的载体。欧盟

碳交易市场以总量控制的配额交易为基础，其中有现货、期货和

期权交易。交易体系由五大制度基石构成，分别为总量控制系

统、MRV体系、强制履约体系、减排项目抵消机制和统一登记簿

制度，具有最成熟和丰富的碳市场市场建设和运营的经验。中国

碳市场于2011年启动地方性碳交易市场, 截至2014年，中国先

后启动七个碳排放交易权试点省市(北京、上海、湖北、重庆、广

东、天津、深圳)进行实际交易，随后又新增福建和四川两个市

场。中国在碳交易试点阶段并未引入配额或减排量大的期货交

易，碳交易产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配额，由试点地区政府发放；

第二类是中国核证减排量，是国内自愿减排项目产生的减排量。

3  中国碳市场现状分析

3.1各碳试点市场并存

与其他国家碳市场建立方式不同，中国政府希望在地方试

点、经验的基础之上建立有效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各碳试点

省市有权设定减排目标并制定和实施低碳战略，地方高度自治，

规则和地区发展不同，市场表现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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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市场崛起逐渐成为引导全球碳减排的重要力量，并超

过欧盟碳市场二氧化碳排放覆盖量。继北京、天津、上海、湖北、

广东、深圳和重庆七个碳交易试点之后，四川和福建也先后开

市。其中，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是中部唯一的也是我国最活跃

的碳交易试点。

3.2主要交易模式为线下交易

线上交易不仅需要支付高昂手续费，同时需要承担交易的不

确定性风险，既无法协商交易价格，也无法保证购买量或者出售

量。我国核证减排量市场敏感度高，风险性强，因此对成交价格

和成交量披露有限。

主要交易产品为碳现货，我国碳市场交易产品无论是核证减

排量交易还是碳配额交易，都是现货市场交易。部分试点地区推

出碳远期产品，但这些都是非常态的实验性交易，更有甚者，短

暂推行后便因监管问题而终止。

4  中国碳市场发展问题剖析

4.1法律监管系统不完善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立法和监管体系并不完善，寻租行为

时有发生。没有切实可行的法律监管保障，要设立完善的契合我

国国情的碳交易体系，便像是高耸的建筑没有牢固的地基一般。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碳排放权是作为“物品”还是“许可权”

进行交易，这造成了我国排放交易理论基础不完整的后果。为了

确保试点的顺利进行，七省市不断出台关于碳市场的相关政策法

规，但是由于各试点情形各异，因此制定的法规解决的也是各自

试点内部问题，而无法含括全国碳市场的问题解决，无法满足国

家整体市场的需要。其次，我国不断扩充发展有关应对气候变化

的法律政策，但是其配套实施机制并不能够与之相匹配，即我国

现存的机制很难实现我国的目前的减排目标，所以我国应该在碳

市场的立法工作上加大关注，尽快完善配套机制从而加快完善碳

市场交易体系。

4.2市场监督体系不完善

我国建立了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采用的分配方式是混合模

式：强制分配和自由分配结合。碳排放权交易应该是市场调节作

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有效机制，但是事实上，碳交易市场并

没有呈现市场主导的理想状况。政府对碳排放配额的计算和分配

方法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使得不同试点碳交易价格波动很大，

因此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差。

监管制度的缺失导致碳交易市场容易出现市场操控和部门管

理寻租甚至是违法乱纪等行为。碳市场作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新

兴市场，其创设和运行更加需要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有效配

合，但是不可避免地，我国碳市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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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要分为信息不对称、数据不完善和外部性两个方面。由

于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和碳减排压力的不平衡，碳泄露问题更

为突出，碳泄露本质上是碳市场负外部性的体现，环境污染就

是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

4.3低碳技术创新以及人员能力欠缺

对于碳市场这一全新的领域，无论政府、第三方机构、企

业和技术人员认知较慢，相关人员工作能力的提升无法满足快

速发展的碳市场的需要。在减排政策预期走向不明、缺乏有效

行业激励政策的情况下，企业只会被动选择加入碳市场，而不

是进行技术升级以实现实质性减排。同时，支持碳交易创新的

扶持力度薄弱，从市场监管体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政

府对于碳市场的补贴制度是不完善的，作为新兴产业，如果没

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建设碳市场本身就是很

需要勇气的一件事，要想建立成熟完善的碳市场，这更是一场

艰巨的“战役”。产品单一无法满足参与者需求，难以吸引

更多的投资者加入。碳金融是买卖双方公开交易的桥梁，而我

国目前对于金融的关注度不高，更是缺乏碳金融产品相关专业

人才，这十分不利于碳市场的发展。

4.4国民低碳意识有待提高

在环境形势严峻的大环境之下，企业实现低碳化发展对于

碳市场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低碳意识起到最

为突出的引导作用，有了全民低碳意识的提高，才能带动低碳

行为的发展，从而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尽管“低碳环保”

已经家喻户晓，但是当提及“碳市场”、“碳排放交易”、

“低碳经济”等词汇时，大多数国民仍然觉得这是千里之外与

自己无关的话题，仿佛这只是经济学家才应该关心的事情。据

调查显示，仅极少数的学校、企业等机构会专门开设关于低碳

的课程，甚至于在全球变暖的恶劣环境之前，极少人关注环境

话题，这对碳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先天性的弊端——意识的

匮乏。随着低碳宣传教育程度的加深，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大

多数居民愿意接受低碳经济，支持低碳节能的推广，使用新型

绿色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但是对于碳交易产品的了解是少之又

少，甚至有小部分人始终对低碳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

冷漠态度。

5  政策建议

5.1 建立相关监管部门，完善法律监管体系

对于我国碳交易市场行政监管和市场监督的法律建设滞后于

我国碳市场的发展，对碳交易的立法和监管不仅要包括温室气

体排放许可、分配、交易和管理，还需要完善与碳市场相关

市场合作的法律法规，例如能源市场、电力市场以及金融市

场。从各碳市场出发，应进一步明晰相关法律职责，完善自

愿减排项目制度和立法体系。从国家层面通过更高级的立法明

确各方职责范围以及权利义务，并对违法违规行为采取明确且

强有力的惩罚措施。

5.2 加强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完善交易机制

随着全国碳市场建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应加快开展总量

设定和配额分配方法学的研究，碳配额应该逐步转变为免费分

配与竞拍方式结合的分配方式，并最终扩大有偿配额获取的比

重。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碳市场必然要有完善的现货和期

货市场，以及建立一个功能完备、组织有序的碳排放国家交易

平台。制定明确的碳市场建设计划表，促进各部门、各市场

主体对碳交易市场建设的积极性，促进交易体系政策出台和交

易机制完善与发展。

5.3 推动金融人才引进，呈现碳交易创新产品

加快产学研同步发展的人才培养进程，开发碳金融专业方

向课程建设，拓展碳交易机构、企业与人才培养机构三方的交

流互助，吸引更多学子致力于碳市场研究和建设。进一步丰富

和创新碳金融产品，开发和推广碳远期、碳基金、碳保险等，

建设多功能、多渠道的低碳融资工具，积极打造期货、期权

及金融衍生物的产品市场与金融机构、企业之间多元化的碳交

易平台。

5.4 增强碳市场宣传和公开披露，提高国民参与度

概念普及和推广可以给碳市场争取社会支持，进而推动低

碳环保理念在社会商业行为中的渗透，提升企业、金融机构已

经社会大众参与碳市场的动力。同时加快建设和完善碳排放信

息披露制度，健全碳排放数据、碳配额使用信息的披露制度，

加快推进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建立透明数据基础，营造公

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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