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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期待已久的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首次扩围终于迎

来“靴子落地”。

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钢铁、

水泥、铝冶炼行业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标志着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次扩大行

业覆盖范围（以下简称“扩围”）

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此次扩围将扩大碳市场交

易主体和交易量，显著增加市场

总体规模，有利于促进碳价格发

现机制形成，增强市场流动性和

活跃性，提升碳市场的资源配置

效率。”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

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表示。

新增1500家重点排放单位

碳市场扩大覆盖范围是加

快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

具国际影响力碳市场的关键举

措。

据了解，此前，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仅覆盖发电行业重

点排放单位2200家，年覆盖二氧

化碳排放量超过 50亿吨。此次

新扩围的钢铁、水泥、铝冶炼行

业是碳排放大户，年排放约30亿

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国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的 20%以上。扩围

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预计

新增1500家重点排放单位，覆盖

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比将

达到 60%以上，覆盖温室气体的

种类扩大到二氧化碳、四氟化碳

和六氟乙烷3类。

这意味着，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从过去的 3个“单一”管控向 3
个“多元”转变，即由单一行业管

控转变为多行业兼容市场、单一

能源活动排放管控转变为兼顾

能源活动与工业过程排放管控、

单一的二氧化碳管控转变为多

种温室气体管控。

“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是

我国除火电行业外的高排放行

业，碳排放量大、碳排放强度高、

高碳锁定效应强。”施懿宸说，将

这 3个行业纳入碳市场管理，可

通过“激励先进、约束落后”加快

出清落后产能，推动行业从“高

碳依赖”传统路径向“低碳竞争

力”新赛道转变，加快低碳技术

创新和应用，不断提高行业发展

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

院长严刚表示，通过扩大市场覆

盖规模，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减排

的作用，实现对碳市场覆盖行业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有效控制，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采用基于
强度控制的分配配额

全国碳市场扩围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中，3个行

业扩围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

是如何确定配额。生态环境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采用基

于碳排放强度控制的思路分配

配额。

其中，2024年钢铁、水泥、铝

冶炼企业获得的配额量等于经

核查的实际排放量，所有企业均

无配额缺口，无需支付履约成

本。2025和 2026年度各行业配

额整体盈亏平衡，根据碳排放强

度绩效设置调节系数上下限，将

所有企业配额盈缺率控制在较

小范围内，不会对行业企业发展

产生收缩性效应。2027年以后，

将研究建立预期明确、公开透明

的行业配额总量，并逐步适度收

紧，推动 3个行业碳排放强度不

断下降。

严刚说，配额分配方案在碳

排放强度控制总体框架下，将激

励先进产能，鼓励企业采取原燃

料替代和节能等降碳措施，将短

期履约压力转化为长期技术革

新动力，有助于形成“排碳有成

本、减碳有收益”的激励机制。

“此方式既可压实企业减排

的主体责任，有效传导减排压

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也为

下一步过渡到总量控制提供缓

冲、奠定基础。”施懿宸表示，同

时，将更多边际减排成本不同的

主体纳入市场统一管理，更加有

效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

做好核算是碳市场建设的

重中之重。在充分考虑钢铁、水

泥、铝冶炼行业碳排放机理特征

的基础上，以降低数据质量风

险、减少企业工作量为导向，生

态环境部先后分行业制定发布

了6项核算报告和核查指南。

分阶段有序扩大覆盖范围

然而，全国碳市场扩容可能

带来困难与挑战，主要包括碳排

放数据质量基础不牢、配额分配

方案制定难度较大、市场运行机

制尚不成熟等方面。

“在全国碳市场扩大行业覆

盖范围的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

好发展与减排、长期与短期、国

际与国内、成本与效率等关系。”

严刚说，为确保碳市场扩围工作

平稳有序，需综合考量行业减排

责任、数据质量、配额分配难易

程度、边际减排成本、行业接受

度以及国际政策影响等多方面

因素，合理研判重点行业纳入全

国碳市场的时间表、路线图。

《方案》明确，将分两个阶段

做好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纳

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

工作，实现积极稳妥有序扩大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

在 启 动 实 施 阶 段（2024—
2026年度），以夯实碳排放管理

基础、推动企业熟悉市场规则

为主要目标，重点培育经营主

体，完善市场监管，提升企业履

约能力和管理水平，建立激励

约束机制，协同推进化解过剩

产能作用有效发挥，碳市场功

能作用初步显现。在深化完善

阶段（2027 年度—），完善政策

法规体系，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全面提升各方参与市场能力，

不断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研究建立预期明

确、公开透明的行业配额总量逐

步适度收紧机制，推动单位产品

产量碳排放不断下降，激励约束

机制更加完善，协同推进化解过

剩产能作用进一步提升，碳市场

功能作用充分发挥。

“这可有效应对碳市场扩容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推动全国碳

市场的健康发展。”施懿宸表示。

全国碳市场首次扩围迎来“靴子落地”
▶ 本报记者 叶伟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稀土元素钪对光催化分解水的催化材料

进行改造，产氢效率提高15倍，创造了该材料体系的新纪录。相关论文4月8日发表在学术期刊《美

国化学学会杂志》上。图为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实验室，科研人员

在讨论实验设计。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 崔爽）

记者 4月 8日从工业和信息化

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

印发 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标

准工作要点。

相关通知提出，今年将围

绕健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施《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

实施方案（2023-2035年）》，持

续完善新兴产业标准体系建

设，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标准研

究，制定行业标准 1800 项以

上，组建 5个以上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标准化技术组织。围

绕筑牢产业发展安全底线，编

制工业和信息化强制性国家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组织编制强

制性国家标准100项以上。围

绕推动产业全球化发展，支持

100项以上由我国企事业单位

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全行业

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88%。

通知明确，建立健全智能

制造、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智

慧家庭、全固态电池、汽车碳足

迹等标准体系，以高水平标准

建设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探

索推进“人工智能+标准化”，利

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标准化

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标

准预研、编制、宣贯和实施推广

等全生命周期的应用，提高标

准制定效率，推动标准落地实

施。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提出，

加强新兴产业标准建设。如加

快构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标准

体系，推进 5G-A、低空信息基

础设施、6G、量子保密通信等标

准研究；开展先进金属、先进非

金属、先进高分子等新材料，关

键零部件、智能化网联化技术、

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新能源汽

车，特殊行业应用等机器人，高

档数控机床、医疗装备、安全应

急装备等高端装备，绿色智能

船舶、深海极地装备等船舶与

海洋工程装备，低空产业、大飞

机等民用航空标准体系建设，

加快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先进

工艺、试验方法、重点产品、典

型应用、安全等标准研制。

同时，加强未来产业标准

建设。开展元宇宙、脑机接口、

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

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先进计

算、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

储能等标准研究。

工信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标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