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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市场机制实现节能减排
——“碳排放交易机制理论进展与实证

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

“碳排放交易机制理论进展和实证经

验”国际研讨会于 2013 年 10 月 10—11 日，

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所召开，来自

德国、法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

和我国学者70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

由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所与德国弗

劳恩霍夫系统与创新研究所（Fraunhofer

ISI）共同主办，中科院政策所能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席由中科院政策

所范英研究员和德国Fraunhofer ISI的Wolf-

gang Eichhammer博士担任。

1 背景

为减轻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人类必须

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交易

机制是一种基于市场的减排机制，将碳排放

权作为一种商品，从减排成本差异的角度，

通过规范化的市场交易行为，形成企业间、

地区间或国家间的碳排放权利的交换，使参

与主体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碳排放

交易机制有利于激励企业投资新技术，通过

提高能效、调整用能结构等措施主动减排[1]。

排放权交易概念出自于经济学家科斯

提出的污染物排放交易理论[2]。但温室气体

与一般污染物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一是温室

气体在大气中的存留时间较长，一般都在

100年以上；二是温室效应具有全球性，无论

在哪里排放，全球温升效应都一样。这些特

点决定了碳减排机制难以用传统的环境经

济学框架来解释，碳排放交易需要有新的理

论支持，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

【摘 要】 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有效减少碳排放，对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框架带来新的

挑战。现有的国外碳交易市场和国内的碳交易试点，都存在各种问题，需要深入

研究。为此，国内外的相关学者在中科院举办“碳排放交易的理论前沿和实证经

验”国际研讨会上，从碳交易市场规则、交易机制效果评估、减排成本、国际碳市场

经验总结等多个方面对碳排放交易理论和交易实践进行了专门深入的研讨，取得

了积极的成果。文章对此进行综述，并提出碳排放交易理论方法研究的进一步发

展方向。

【关键词】 碳排放交易，市场工具，国际经验，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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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率先开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EU

ETS）的实践。EU-ETS采取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

（Cap-and-Trade），对欧洲减排的贡献十分显著。

2011 年 EU ETS 成交总额为 1 479 亿美元，由 EU

ETS 驱动的碳排放交易占到全球碳市场总量的

99% [3]。截至 2011 年底，EU ETS 已覆盖了欧盟

50%以上的碳排放源。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

州等国家和地区也纷纷建立或者筹建碳交易市

场，其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已在准备与欧洲碳市

场进行连接。

与此同时，关于碳排放交易的理论研究不断

深入，研究热点涉及碳排放交易的经济学基础、减

排成本、信息不完全与交易机制、低碳无碳技术投

资促进、企业竞争力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等 [4-12]。

从世界范围内碳排放交易的实践经验来看，已有

研究不足以解决现实市场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

金融危机后，EU ETS的运行出现了很大问题。因

此国际上对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相关理论以及实践

经验的研究方兴未艾。

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

家之一 [12]，减排的国际压力和内在需求都在上

升。国务院在《“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

方案》中提出到“十二五”末单位GDP二氧化碳排

放降低 17%，将该目标分解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

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并逐步形成碳排放交易市

场。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已在北京、天津、上海、

湖北、重庆、广州、深圳7个省市逐渐展开，开始了

减排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实践。必须看到，无论在

资源禀赋、经济结构，还是企业行为和管理模式等

方面，我国经济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我国

在理论研究和总结国际经验的同时，还需开展针

对性和操作性的研究。

2 会议概况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所范英研究员团

队在碳排放交易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特

别是和 EU ETS 的重要政策支撑机构德国 Fraun-

hofer ISI 的 Wolfgang Eichhammer 博士的研究团

队开展了长期的合作交流。这次会议是在长期合

作基础上开展的一次国际研讨会，来自 7 个国家

的专家和中国学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讨论。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孙成永副司长、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杨烈勋处长到会致

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

学何建坤教授做大会报告。德国的 Wolfgang

Eichhammer博士强调，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

和成功的经验，但在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过程

中应吸取其他国家或地区已有碳交易市场的经验

和教训，国内外学者应就相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

题加强交流与合作。

与会专家中有38人（其中国外专家16人），分

别在 6个全体会议和 4个平行会议中报告了自己

的最新研究成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方

案。研讨内容集中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

中国碳排放交易的实践、国内试点省市排放权交

易市场建设进展、交易机制效果评估、减排成本、

国际现有碳市场经验总结、交易机制与低碳技术

投资、交易的社会经济影响、碳交易市场规制、碳

交易的未来发展方向等议题。

3 会议成果

经过两天的学术报告和研讨，会议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不仅交流了碳排放交易理论的最新进

展，国际已有碳市场的经验教训，而且对我国碳排

放交易试点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明确

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会议成果体现在以下方面。

3.1 国际经验表明，碳排放交易机制需要严密的

市场规制和监察体系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复杂性决定了碳排放交

易需要有更多的市场管制和规范措施。基于碳排

放交易机制的实践经验，澳大利亚的Regina Betz

教授和法国的 Joachim Schleich教授提出了将‘祖

父制’与‘基准线’和拍卖结合的配额分配方式，以

克服‘祖父制’分配方式导致分配效率缺失和‘搭

便车’现象。针对EU ETS碳价格大幅波动并在金

融危机爆发后一直处于低位，大家讨论了相关碳

价格控制政策（如澳大利亚提出的碳交易最低限

价机制），但是这些政策在实际推行中受到了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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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交易机制理论进展与实证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

阻力。新西兰的 Suzi Kerr 教授认为，因为

新西兰碳交易市场与EU ETS存在差异，两

个市场的连接不但导致了新西兰碳价格的

下降，同时也破坏了原有内部交易体系的完

整性。因此在市场连接中需要设计特别的

管控机制将差异因素转变为共性因素，保障

连接的有效性。

3.2 碳排放交易机制需要与其他政策工具

在目标设定上兼容，并在政策实施上有

所互动

参会的学者讨论了排放交易机制与其

他政策工具的互动。范英研究员在讨论国

内碳排放覆盖范围时认为，由于交易费用的

存在，没有必要将所有部门纳入排放交易体

系，可以引入碳税在未纳入排放交易的部门

促进减排。因此政策设计需充分考虑碳税

和碳交易机制的相容性。德国的 Barbara

Schlomann研究员认为，对于可再生能源政

策、能源效率政策等，需要注重与碳减排的

政策互动而不是抵触。欧洲经济研究中心

的 Sebastian Voigt博士认为，考虑到经济增

长和结构转变总是难以按照预期的轨迹发

展，如何保持减排目标设置的一致性是个很

重要的问题。德国的 Benjamin Görlach 博

士认为，应在交易期间纳入配额调整和碳价

格的最高/最低限价机制。

3.3 市场化减排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国内进

一步发掘节能减排潜力和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

与会专家对于碳排放交易机制对国内

进一步节能减排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可以

起到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共识。科技部社会

发展科技司孙成永副司长在开幕致词中指

出，中国当前面临严峻的CO2减排形势，而

碳排放交易机制在国内减排方面将发挥重

要作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清华大学何建坤教授在大会报告中认

为，变革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追求低碳经

济增长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此，首要任务是实现工业转型，并在总能

耗和碳排放达到峰值之前，推进工业部门能

耗和碳排放峰值的到来，而碳排放交易是保

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的重要措施。

3.4 差异较大的国内碳排放交易试点机制

对发现问题和总结经验十分重要，但需

要提前考虑不同交易机制的连接

来自复旦大学的张中祥教授将中国的

碳排放交易试点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

从目前试点省市的排放交易机制设计看，由

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不同，试点交易机制

设计中的部门覆盖范围，配额分配规则，新

进入者的要求等差异很大。来自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的周宏春教授认为，在试点省市

进行差异较大的碳排放交易实践，对总结经

验，探索适合机制是十分重要的。但考虑到

未来不同交易机制的连接，需要试点省市中

设置共性机制。

3.5 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带来的潜在‘碳泄漏

’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在本次研讨会上，与国外学者较为关注

中国出口带来的隐含碳问题不同，国内学者

更关注国内试点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可能发

生的‘碳泄漏’。来自清华大学的张希良教

授、天津气候交易所的邓羽腾博士、中科院

广州能源所的王文军副研究员和武汉大学

的齐绍洲教授在介绍各地碳交易试点情况

时，都提到了该问题。有学者倡导，为避免

国内‘碳泄漏’，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

放交易机制。此外，国内电力市场属于管制

市场，电力企业很难将配额成本传递给消费

者，因此碳交易的实行还需要配合国内能源

市场，尤其是电力市场的改革。

3.6 碳排放交易机制理论方法的研究需要

进一步推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杨烈

勋处长在致辞中谈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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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有效推行，需要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支

持，以科学研究支撑我国减排行动。国外学者也

强调需要对目前碳排放交易实践中的种种‘市场

失灵’问题进行研究。大家认为应从理论上重点

突破：（1）完善碳市场机制设计，修正市场失灵；

（2）加强对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减排成本曲线的方

法和实证研究，弥补市场参与者的信息不对称；

（3）通过政策设计促进低碳投资，利用碳交易为更

加昂贵的技术提供融资以促进其发展。

4 发展展望

会议对碳排放交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前景进

行了专题研讨，大家认为，未来的发展重点体现在

以下方面：

（1）如何确保排放交易机制的稳定运行。配

额供给与减排目标的设定密切相关，未来是采用

一次性制定减排目标还是分阶段动态调整，是否

引入价格控制机制都需要继续研究。在碳市场运

行过程中，还需要应对很可能会出现的经济发展

与预期不符，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2）排放交易机制和其他政策的组合。由于

排放交易机制存在交易费用等局限性，需要对与

其他减排政策工具的协调和目标一致性进行研

究；

（3）减排成本如何传导。电力和热力供应是

排放交易机制覆盖范围中较为特殊的部门，排放

交易的引入将会直接影响到工业和居民，如果排

放成本不能得到传导，又将对行业本身产生较大

影响。因此，碳排放交易需要与能源以及电力市

场的改革等协同考虑，这一点在我国尤其重要；

（4）不同碳排放交易机制如何连接。现有交

易机制的连接（EU ETS和新西兰）不足以为未来

更大规模的交易连接提供支撑和借鉴。对于我国

来说，在考虑区域试点交易连接时，可以同时考虑

选择发展较好和规模较大的交易试点省市率先尝

试与国外市场连接，用国际连接经验促进国内市

场的有效连接；

（5）我国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需要做好顶层

设计。在目前试点阶段就需要研究全国统一碳排

放交易市场对区域不平衡带来的影响、对行业竞

争力的影响，以及行业覆盖范围的优选和配套政

策的实施。

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国

外，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次研讨会为来自不同

国家的科学家在低碳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与交

流创造了条件。会议有助于我国学者了解国际前

沿进展，促进碳排放交易研究的发展；有助于总结

国内外碳排放交易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适合

我国经济特点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更好地发挥其

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同时有助于与国外同行的

交流和合作，共同推进碳交易在全球范围内的有

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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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markets (or pilot) have shown the research needs in this area. Therefore, in the Symposium on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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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mpirical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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