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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市场运行活跃度提升全国碳市场运行活跃度提升
▶ 本报记者 叶伟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我国碳市场建设取得

积极进展和成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年底，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 6.3 亿

吨，累计成交额 430.33 亿元。其中，

2024年全年配额成交量1.89亿吨，成交

额181.14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经过3年多的发展，

全国碳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制度体系日

趋完善，交易规模持续扩大，推动全社

会实现低成本减排功能不断显现。

制度建设日趋完善

“碳市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进展，

系因国家高度重视并不断健全碳市场

政策法规体系，不仅为碳市场更成熟和

健康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碳市场

长期稳定向好发展带来了良好预期。”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王旬表示。

2024年 1月，国务院颁布《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首次以行政法

规的形式明确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的交易和监管制度，成为指导中国

碳市场运行管理的法律依据。同年

7 月，国务院出台《加快构建碳排放

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为我国碳

排放双控体系建设划定重点领域并

制定短、中、长期 3 个阶段的重点任

务，成为碳市场未来制度体系建设的方

向和指引。

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

门制定了碳排放核算核查、注册登记、

交易结算等33项规章制度，初步形成了

多层级、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此外，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探索建立了一

整套数据质量监管体系，大幅提升监管

效能，碳排放数据质量显著改善；全国

碳市场科学规范的数据核算标准和方

法，为碳足迹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碳市场扩容步伐加快

根据《2023、2024年度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

案》，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2023
年度配额管理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

位 2096 家，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52 亿吨，是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市

场。但该市场仅覆盖发电行业，参与主

体高度同质化。

为加快推进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覆盖范围工作，2024年 9月，生

态环境部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将水泥、钢铁、电解铝

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管控范围，覆盖新

增约1500家重点排放单位，新增碳排放

量约30亿吨，使市场总覆盖量达到全国

排放总量的60%。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社会学

研究室主任阳平坚表示：“相比火电行

业，钢铁、建材等高排放行业的工艺流

程和排放核算更加复杂，纳入这些行业

将大大提升碳市场的能力建设。”

中财绿指（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首席经济学家施懿宸说：“将市场参

与者扩大到其他行业主体，碳市场覆盖

的碳排放总量将大幅提升，配额交易量、

配额交易额将显著增加，合理碳价也更易

形成，市场活跃度有望得到改善。此外，

碳市场的扩围还能够更充分地发挥碳市

场的减排激励作用，倒逼更多高碳排行

业企业采取低碳转型措施。”

碳价格发现机制初步形成

碳价格是碳市场活跃度的重要风

向标。2024年，国内碳价格总体稳中趋

升，最高价 106.02 元/吨，最低价 69.67
元/吨，年末收盘价 97.49元/吨，较 2023
年年末收盘价上涨22.75%。同时，2024
年，全国碳市场配额平均价格为91.8元/
吨。

“这表明我国碳市场运行整体平稳

有序，交易持续活跃，碳价不断上升，是

市场发挥碳减排资源配置作用的具体

体现，有利于更大程度激发企业绿色低

碳转型动力。”王旬说，碳市场促进企业

减排温室气体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

作用初步显现，有效发挥了碳定价功

能，并为企业长期碳资产管理与减排投

入提供了成本参考。

“政策是现阶段提振碳市场、影响

碳价格的关键驱动力。”施懿宸认为，碳

价格持续走高，受益于市场扩容、免费

配额收紧等多重因素影响，《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颁布，为国内碳

市场运行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提振了碳市场参与方的信心。

王旬说，自全国碳市场开市以来，

全国碳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未出现碳价

格短期暴涨暴跌的现象，以碳交易为核

心的碳定价机制逐步形成，全国碳市场

已成为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核心政

策工具。

根据《中国碳市场建设成效与展望

（2024）》预测，到2030年年底，全国碳市

场配额成交均价预计突破200元/吨，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成交均价预

计上升至150元/吨。

新春肇始，运河水畔。

北京城市副中心，在流动

和忙碌中尽显生机与活

力。自 2024年 2月 7日国

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城市

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

示范区实施方案》一年来，

这座“未来之城”厚植生态

产业“含绿量”、提升高质

量发展“含金量”，展现持

续见新的城市靓卷。

人在岸上走，鸟在水

中戏，这是城市绿心森林

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等

地的“赏景日常”。生物多

样性是反映区域生态成色

的“一面镜”。据北京市通

州区生态环境局监测，在

近一年的全区鸟类多样性

调查评估工作中，共记录

鸟类289种，包括首次在通

州区“露脸”的北棕腹鹰

鹃、阔别近一个世纪“回

归”的斑脸海番鸭。

作为北京平原地区首

个“国家森林城市”，如今

的城市副中心河道水质、

空气质量改善明显，口袋

公园、小微绿地“星罗棋

布”，实现百姓出门“300米

见绿、500米见园”。大量

居民将这里视为滨水骑

行、周末露营的“首选地”。

优美生态背后，是城

市低碳转型发展的努力。

走进落成不久的北投大

厦，屋顶有光伏发电、地下有热泵供能，建筑每

年减少碳排放 1220吨。在运河园、帅府园等

老改项目，老住宅同样“可持续运行”，每年可

减少30%能源成本。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陈晓峰介绍，目前城市副中心在京率先实现

新建公共建筑全部执行绿建三星标准，“十四

五”期间建设装配式建筑 251万平方米，占新

开工建筑面积近 63%。下一步还要积极谋划

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建设超低能耗建筑等，

形成数据化项目库。

沿着大运河北上，在城市副中心产业发展

的“核心引擎”运河商务区，北京绿色交易所承

建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后，

碳配额和环境权益累计成交额突破1.1亿吨。

近 3年，城市副中心蓄足绿色产业发展动

能。在先进制造领域，新能源汽车、交通设备

产业已成主要细分产业，医药健康、新材料研

发等也稳步发展为支柱性产业，并培育出国家

级绿色工厂13家，产业结构优化显著。

图书馆、博物馆、音乐厅三大文化设施，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北京市级行政办公区，北京

环球度假区100%绿电供应。织密地面公交线

网，开建区域首条轨道交通线路，有序开展共

享电单车试点运营……本地居民出行选择日

趋低碳多样。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胡九龙透露，2025年，“未来之城”还将在绿

色发展上推出更多新举措。

年内，绿色节能成效突出的亚洲最大地下

综合交通枢纽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将实现完工，

进一步缩短“轨道上的京津冀”时空距离；六环

高线公园将启动建设，不仅能将区域绿化率从

50%提升至 80%，还将布局 200余处公共活动

场地供市民休闲。 新华社记者张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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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峡集团消息，春节期间，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持续加强电力生产，1月28日至2月4日累计发电约40亿千瓦时，

可满足约13.7亿人一天的用电需求。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由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沿长江干流自上而下排列构

成，这条走廊跨越1800多公里，水位落差超900米，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

图为2月7日在湖北宜昌拍摄的三峡大坝和外送输电线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郑家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