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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简介

碳排放权交易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利和总量控制目标，并允许这种权利象商品一样买入和卖

出来进行排放控制。它能够发挥市场机制对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调动企业控制排放的积极性，

灵活地调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使社会整体治理成本趋向最低化。

从2021年1月1日起，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首个履约周期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涉及2

225家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通过市场倒

逼机制，促进产业技术的升级。

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于2017年12月正式启动。目前已陆续发布了24个行业碳排放核算报告指南和13项

碳排放核算国家标准，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碳市场相关法规和政策，推进全国碳排放权

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建设，开展碳市场能力建设。截至2020年11月，试点省市碳市场共覆盖钢铁、电

力、水泥等20多个行业，接近3000家企业，累计配额成交量约为4.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成交额近1

00亿元人民币，有效推动了试点省市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

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实现碳中和

这一愿景的过程中，碳交易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一方面，碳交易是利用市场化手

段，助推以电力为代表的高排放行业低成本实现能源转型、减少碳排放的制度工具;另一方面，碳交易可以

算是碳中和这一宏伟事业达成的“最后一公里”，从某一企业或者个人的角度来看，通过碳交易平台购买

碳配额或林业碳汇指标，是其在完成减排工作后最终实现“净零排放”的必要手段。

2021年2月1日，生态环境部正式施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2021年3月29日，生态环境部办公

厅出台《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2021年3月30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出台

关于公开征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意见的通知。碳排放配额分配包括免费分配和有

偿分配两种方式，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根据国家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扩大有偿分配比例。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北京中道泰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

国家统计局、国家工信部、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5

1行业报告网、全国及海外多种相关报刊杂志以及专业研究机构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对我国碳排放行业

及各子行业的发展状况、上下游行业发展状况、市场供需形势、新产品与技术等进行了分析，并重点分析

了我国碳排放行业发展状况和特点，以及中国碳排放行业将面临的挑战、企业的发展策略等。报告还对全

球碳排放行业发展态势作了详细分析，并对碳排放行业进行了趋向研判，是碳排放生产、经营企业，科研

、投资机构等单位准确了解目前碳排放行业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可多得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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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度安排

第十一章 中国碳排放企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电力企业

一、我国电力行业减排标准提高

二、电力企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三、碳市场建立对电力行业的影响

四、电力企业参与碳交易的机遇及挑战

五、电力企业参与碳交易的对策建议

六、电网企业参与碳交易的主要途径

七、中国电力行业碳排放规模预测

第二节 石化企业

一、中国石化行业运行现状

二、我国石化行业能耗居高不下

三、石化企业十四五减排形势严峻

四、石化行业碳减排走向市场化

五、石化企业应积极参与碳交易

六、石化企业碳交易市场展望

第三节 钢铁企业

一、中国钢铁行业运行现状

二、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成效

三、钢铁企业减排形势严峻

四、碳交易对钢铁行业的影响

五、钢铁企业纳入碳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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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鼓励钢铁企业参与碳交易

第四节 有色金属企业

一、中国有色金属行业运行现状

二、有色金属行业节能减排形势

三、有色金属CDM项目案例分析

四、有色金属碳减排面临的挑战

第五节 水泥企业

一、中国水泥行业运行现状

二、水泥行业节能减排形势分析

三、碳交易可缓解水泥产能过剩

四、水泥企业碳排放交易实践

五、水泥企业碳排放配额评估

六、水泥碳交易市场发展策略

第六节 建筑企业

一、建筑行业碳排放持续增长

二、碳交易推动建筑业绿色转型

三、建筑企业碳排放交易实践

四、建筑企业碳交易体系框架

五、建筑企业参与碳交易效益分析

第七节 造纸企业

一、节能减排促进造纸业转型升级

二、碳交易对造纸企业的积极影响

三、碳交易对造纸企业的消极影响

四、造纸企业参与碳交易的措施建议

第十二章 中国碳基金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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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际碳基金运行模式分析

一、发展概述

二、运行机制

三、典型模式

四、经验借鉴

第二节 中国碳基金市场发展现状

一、发展特点

二、资金来源

三、筹资规模

四、运营期限

五、目标差异

第三节 清洁发展机制基金(CDMF)发展分析

一、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性质及用途

二、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制度建设

三、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资金来源

四、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使用方式

五、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发展方向

第四节 中国绿色碳基金发展分析

一、中国绿色碳基金发展概况

二、中国绿色碳基金管理模式

三、中国绿色碳基金运作模式

四、中国绿色碳基金使用方式

五、中国绿色碳基金收益分析

第五节 中国碳基金市场发展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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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大筹资渠道，争取财政支持

二、建立地方与国家合作的碳基金体系

三、加强对外合作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

四、循序渐进探索碳金融业务

第四部分 投资前景分析

第十三章 中国碳交易市场投资风险及投融资模式分析

第一节 中国碳交易市场投资风险预警

一、政策风险

二、经济风险

三、项目风险

四、现货市场风险

五、配套服务风险

六、违约风险

第二节 碳交易市场融资模式

一、配额碳交易

二、碳基金

三、碳金融

四、碳汇

五、碳税

第三节 碳交易市场投资模式

一、直接投资现货市场

二、投资碳基金

三、自行设立碳基金

四、经营CDM项目咨询顾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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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开发CDM项目

六、主导或者参与发起新的碳交易所

第四节 碳交易市场衍生品投资模式

一、碳期货交易

二、碳远期交易

三、碳期权交易

四、碳互换交易

第十四章 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 促进中国碳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战略

一、发挥政府职能完善碳交易制度体系

二、建立统一的市场化碳交易市场

三、CDM与国内碳交易机制相协调

四、碳排放权分配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五、完善碳排放量测定与核算体系

六、健全相应金融配套服务措施

第二节 推进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路径分析

一、建立企业激励约束机制

二、建立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

三、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四、科学合理分配碳排放额

第三节 发展我国自愿碳交易市场的对策措施

一、鼓励企业主动参与碳交易

二、加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建设

三、鼓励探索创新碳交易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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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自愿碳交易相关配套建设

第四节 上市公司碳效率分析与产品开发建议

一、完善碳效率量化标准

二、出台碳排放信息披露规则

三、推出适合国情的碳效率指数

四、开发碳交易相关产品

第五节 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市场的投资策略

一、交易所投资策略

二、商业银行投资策略

三、保险公司投资策略

四、证券公司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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