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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me of China’s carbon market construction is relatively late,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measures and norm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perfection and maturity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and settlement system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re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price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explor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 trading,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views and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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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碳市场建设时间较晚，相关配套措施与规范制度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结算系统等的完善度与成熟
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碳排放权交易与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论文立足实际，运用文献法、调查法等对碳排放权价格的驱
动因素展开分析论述，对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完善对策展开探究，提出几项观点与建议，以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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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业革命后，化石能源消耗加剧，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量逐年上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

坏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绿色发展战略

与节能减排目标，陆续启动多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同时印

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用以

指导探访碳排放权交易实践。立足这一背景，下面对中国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相关问题做具体分析。

2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基础概念分析

2.1 碳金融
“碳金融”是在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相关时必须要

了解的一个概念。自碳金融这一概念被提出后，就有许多专

家学者及机构对其展开了研究与论述。如世界银行在 2006

年提出，碳金融是基于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一种资产，该资产

可通过买卖交易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转移。李瑞红提出碳

金融的本质是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各类金融政策制

度和金融活动。目前对于什么是碳金融还未有一个确切统一

的定义，但碳金融的基本涵义得到了统一认可。一般认为，

碳金融是用来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手段 [1]。

2.2 碳市场
碳市场通常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市场也属于一种

金融市场，该金融市场主要进行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交易。

碳市场有多种划分，若以交易目的为划分依据，可将碳市场

划分为自愿交易市场与强制交易市场两种类型。在全球范围

内，强制交易市场的规模大于资源交易市场 [2]。

2.3 碳金融产品
碳金融产品包括现货产品与衍生产品。现货产品包括

碳配额和核证自愿减排量、衍生产品包括碳掉期、碳远期、

碳期权及碳资产证券化等。

3 碳金融产品的特殊性分析

碳金融产品有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指既可将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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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看作是一种商品，也可将碳金融产品看作一项金融资

产。有学者指出，当交易目的不同时，碳排放权呈现的属性

也有所不同。

3.1 碳金融产品的商品属性
由于在降低碳排放的过程中付出了劳动，因此可将碳

排放额看作是一种劳动产品。这种劳动产品在碳交易市场上

发生了交易行为，有经济价值，即成为一种商品，具有了商

品的属性。

3.2 碳金融产品的资产属性
有学者指出，碳金融由两大部分构成，分别是低碳交

易与金融属性。在判断碳金融产品的资产属性之前，要先了

解一般金融资产所具备的普遍的特征。在经济活动中有种

经济波动现象，指的是某些变量随市场的变化而呈现出上下

波动。

在金融领域，金融资产价格受政策、市场环境的因素

影响波动较为频繁与剧烈。

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主要有以下特征：①波动聚集性

特征，所谓波动聚集性指金融资产价格在某一时期集中处于

高位，在某一时期又集中处于低位。这种现象的产生多与过

往事件的冲击有关。②坚峰厚尾性特征，金融资产的风险较

大，所以市场容易出现极端波动，在这种极端波动的影响下，

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序列会呈现出尖峰厚尾的特点。③非对称

性特征，金融资产还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当受到一些不利因

素的影响时，金融资产价格会有比较强烈的波动，但在面对

市场利好消息时，金融资产价格却不会有过大的反应。简单

来说，就是利空导致的价格下跌幅度要大于利好导致的价格

上涨幅度，市场对消息的反应存在不对称性。碳金融产品具

有上述金融产品的全部特征，还具有一般金融产品所没有的

特性 [3]。

4 碳排放价格的驱动因素分析

4.1 需求驱动因素
市场需求会影响碳排放价格，需求侧因素有：能源价格、

经济发展水平、传统金融市场、宏观政策、减排技术等。当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波动时，就会催生出能源替

代行为，而这种行为会影响碳排放量，进而影响到碳排放需

求，最终影响到碳排放权价格。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生

产量的大小，生产量的大小影响碳排放量规模，最终会影响

到碳排放权价格。传统金融市场如汇率会影响能源进出口规

模及能源价格，有可能引起能源替代行为，因此最终也会影

响到碳排放权价格。国家的宏观政策如环境政策、产业政策

等会直接影响碳排放量，最终影响到碳排放价格。

4.2 供给侧驱动因素
供给侧驱动因素是通过影响碳配额的供给进而对碳排

放权价格产生影响的因素。供给侧驱动因素有总量区分、配

额调整、配额总量、配额分配等。碳市场的建立主体是政府，

运行主导也是政府，政府为碳市场中的配额供给方。在这种

机制下，碳排放权价格会受政府配额管理制度的影响。研究

表明，当地区控排企业数量一定，地区配额总量的设定将从

根本上影响碳排放价格，总量设定较高时，碳排放价格水平

较低；总量设定较低时，碳排放价格水平较高 [4]。

4.3 市场制度因素
碳市场由政府建立与主导，政府制定的政策制度和政

府对政策制度的调整都会直接影响到碳排放权价格（如图 1

所示）。

图 1 碳市场政策对碳交易价格的影响机制

5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策略建议

5.1 构建高效稳定的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健全完善、稳定高效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促进碳排

放权交易规范、高效开展的关键。在当前背景下，有必要结

合实际，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加以健全完善。在进行碳市场

制度设计、碳排放权交易规则设计、碳市场制度调整等过程

中，对影响碳价的各项因素，尤其是外部冲击对碳价的影响

做深入、全面分析，掌握外部冲击对碳价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的原因，并从制度、规则等层面入手，优化整体设计，完善

交易体系，为交易价格的充分竞争提供保障。研究可知，各

地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政策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

适应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交易规则、配额分配方案等都有

所不同。在此情况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设计不仅要结合实

际情况，还要兼顾公平公正，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甚至消除

地区间的价差，避免外部冲击的区域异制性，防止在碳排放

权交易过程中产生利用碳资产套利的行为，保证碳交易的充

分竞争。

在新的发展时期还要不断优化碳价管理。在制定碳价

管理制度及方案时，要对市场间的传导机制，市场间传导机

制的关联程度做充分的调查研究与分析，基于分析结果制定

科学合理的管理决策，避免引起碳价的异常波动。政府要结

合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情况，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目

标，对碳定价机制进行调整完善，以高效稳定、公平公正的

机制来促进碳排放权交易活动的规范进行，推进碳市场的健

康发展。具体来说，政府制定的碳定价机制，应既有利于降

低减排成本，促进企业的减排行为，又能重复发挥碳市场的

金融投资属性，实现低排放企业的额外收益和个人交易者的



15

生态与环境科学·第 04卷·第 01 期·2023 年 03 月

资产保值 [5]。

政府应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使碳排放机制能够防

范交易者的投机行为，

使全国的碳市场健康稳定。同时，设计的碳排放权交

易机制要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升级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从根

本上解决碳排放量大的问题。政府要通过相应的金融手段，

优化企业环保行为，降低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实现对传

统能源的节约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政府在构建全国统一碳

市场时，应对各试点地区在价格管理方面的差异、价格管理

中的问题等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引起价格管理问题的原因，

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使各试点及全国的碳排放权

价格管理更加合理，使扰乱市场秩序的投机行为得到遏制，

使全国碳市场维持健康稳定，使碳市场在推动企业行为优

化、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的作用能充分发挥

出来。

5.2 健全完善碳配额管理机制
分析中国目前情况可知，碳市场存在碳配额过剩总量

问题，碳配额过剩问题影响碳交易权价格，也影响交易结果。

因此当前要对碳配额总量过剩问题进行优化调整，以维持市

场的健康稳定。2013 年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实际耗能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行业碳排放量也有了显著变化，面对

这些新变化，不能在用传统的方法进行估算衡量，政府应当

结合新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估算方法进行调整，对估算方案

进行优化，对估算机制加以完善，要持续建立有利于维护

碳市场健康稳定与碳排放权交易灵活开展的碳配额管理机

制，以新的机制为基础，对未用完的预留配额与新增配额，

在下一年度的总量分配中适当降低，对配额过剩的企业予以

收回。

在新的发展时期，还要对基准法导致的重复计算问题

等进行分析解决，提高配额分配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准确

性，提升市场的稳定性。中国大部分试点碳市场采用的配额

分配模式均基准法 + 历史法模式。这种模式有一定的实用性，

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存在较多弊端。例如，运用历史法按排

放量分配时，“多排放，多获得”的不公平现象就容易产生。

针对此，在设计碳配额管理机制时，要从多方面考察与考虑。

如不仅参考历史排放数据，还调查分析企业当下的减排行动

与减排成绩，将实际调查数据也作为参考依据。在运用基准

法计算排放量时，避免将生产与消费两方面的排放数据都进

行计算，这样就不会产生重复计算问题。在这一方面，也可

学习借鉴美国、欧盟等碳排放体系的实践经验，只计算直接

排放量，或是在计算过程中合理划分配额与排放责任，提升

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与参考性。

5.3 提高碳市场相关信息透明度
研究与实践证明，提高碳市场相关信息透明度是提升

碳排放权交易质量与数量，维护碳市场健康稳定的重要保

证。中国各试点碳市场在成立之初都制定并公布了差异化的

制度方案，但这些制度方案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配额总量

计算、配额分配等，很少涉及信息透明与公开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后续各种问题的产生。因此在新的发展时期

必须重视并提高碳市场相关信息的透明度，政府要要求各试

点碳市场严格遵循公开、透明的市场原则，对市场信息公开

制度、透明管理机制等进行调整完善，切实提高市场相关制

度信息的透明度。政府需要求各碳市场公开总体设计与相关

法律法规，并详细说明文件的各项内容与细则，以便于企业

了解与决策。

此外要不断健全碳交易市场监管制度，加大对碳交易

市场的监管力度，推进碳市场的稳定运行。在监管方面，主

要是运用法律的约束力规范有关行为，防范各类风险。还应

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做好市场数据调查、监测与分析，

以真实数据为基础制定监管方案，调整监管措施，有效防范

甚至杜绝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产生。

6 结语

综上所述，优化碳排放交易权管理有利于促进企业转

型升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目前中国

碳排放交易权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针对此，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加深加大研究，要掌握

碳排放价格的驱动因素，了解碳市场运行情况，在此基础上

基于明确的目标着手构建高效稳定的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

易体系、持续完善碳配额管理机制、不断提高碳市场相关信

息透明度，全面提升碳排放交易权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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