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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场已搭建起框架体系 但迈步去仍困难

 不久前，北京和河北第一笔跨区域碳交易出现，成交量3450吨，成交额13.1万元，意味着碳交易从试点摸索着向区
域性市场推进。

 尽管7个试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已经搭建起了框架体系，起步有了姿态，但建设“最优效率的
全国碳市场”为何仍旧很难给出确切时间表？

 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对碳交易机制不了解，对碳市场存在误区或恐惧。同时，以GDP为重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也在无
形中阻碍了全国碳市场的发展。

 有钱买碳，就能无限排放？

 企业排放超过配额的部分可以购买，但必须在排放总量控制下进行交易；从市场属性看，企业基于成本也不会过度
购买。在这一过程中，要从制度和监管上避免扰乱市场的抛售和囤积行为。

 建立全国碳市场已经叫嚷了好些年。但是对于全国很多企业及个人来说，在碳交易破冰近两年后，碳市场仍然只是
个陌生名词。

 从目前7个试点省市建立的碳市场来看，主要有两种交易产品。一是配额，参考控排企业历史排放量、发展增量等
多种因素，给予一定比例的免费配额。举例来说，一家成熟的企业历史年均排放1万吨，可能会给予95%、即9500吨
的免费配额，如果排放量超过配额许可范围就需额外购买，实际排放量不足9500吨，则剩余配额可出售。

 二是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基于项目的碳产品。举例来说，通过专业机构认定的减排项目在一段时间内可节省
1000吨二氧化碳，1000吨这一虚拟数字就像股票一样可直接交易。

 碳排放可以自由买卖，是否意味着“只要有钱，就可以无限制购买，多生产、多排放”？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洪继元分管北京碳交易工作，他否认了这一观点。碳交易是在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前
提下进行的，即配额总量是明确的，有节余配额的企业可将配额卖给超配额排放的企业。

 “碳交易的目的是利用市场手段控制碳排放。如果一个企业购买的排放量太多，超过配额很多，我们就会分析其原
因。是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就会对其进行整顿，对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进行执法处罚。”洪继元说。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卫权从市场属性的角度分析，也否认了“过度购买导致过度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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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额不像黄金一样有硬通货属性，买回来之后需要在一定时限内用完。”王卫权说，企业作为终端用户，会根据
实际需求进行购买，只要配额分配合理，企业实际需求在市场初期不会偏离配额太多。

 让王卫权担心的是市场行为可能出现的弊端。“一旦市场放开，一些投行和基金等投资机构也许会基于对市场前景
的判断，大量囤积或抛售碳权，活跃市场的同时可能扰乱市场。”他说。从欧盟碳市场的教训来看，这一现象的确存
在。因此，市场监管是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

 跨区域买卖，资源扯皮？

 发达地区有更多的碳购买力，但不意味着发展失衡。政府会依据各地情况进行分配。并且，从资源整体利用上说，
碳交易不仅减少了我国总体碳排放量，还使资金从发达地区流入欠发达地区，达到共同发展。

 配额是碳市场的驱动力。配额发放却让所有业内专家头疼——分多了，企业排放量用不完，市场上便没有买家；分
少了，企业成本太高。更难的在于，如果建立全国碳市场，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能够分到多少配额。

 2015年1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生效，国家层面碳市场建设政策正式发布。

 在全国市场中，国家主管部门负责从企业纳入门槛的确定到配额总量及具体分配方式的全盘设计。而在按照国家方
法进行企业纳入和配额分配时，地方也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和灵活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实际，可执
行比全国统一的配额免费分配方法和标准更加严格的分配方法。

 但是，这只在宏观上规划了配额的分配制度，没具体划分额度，实质性的一步仍然没有迈出。

 由于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节能减排潜力和难度差异较大。一些省，例如山西、山东，
以煤炭为主，其清洁能源相对内蒙古等地区较为缺乏，势必就要花更多的钱购买碳权；同时，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有更
多资金购买碳权从而获得更好发展。

 因此，配额分配是个技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国家会基于总量控制的原则，根据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量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水平、节能减排潜力及成本等进行综合考虑，因地制宜划定减排比
例、发放配额。

 “全国碳交易的初衷不是限制发展，而是通过市场手段控制碳排放，促使区域内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调
整。”洪继元说。

 因此，全国碳交易初期可能会对某些地区、企业有所限制。但从长远看，碳市场能够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从总量上
减少污染排放。

 从另一角度说，如果富裕地区有更多的钱买碳，资金也会以这种形式流入欠发达地区，形成共同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政府还只以GDP为主要考核目标，地方保护主义则可能给予更多阻挠。

 “如此看来，配额发放必定会经历博弈过程。”王卫权说。

 欧盟碳市从繁荣到破产，市场如何稳？

 中国一度从欧盟碳市场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中盈利颇丰。但如今
CDM几乎名存实亡。中国在欧盟碳市场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应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避免市场失灵。

 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欧盟国家发展缩水，碳市场萧条，碳价从每吨最贵时四十几欧元到最便宜时几欧分，尤
其是 CDM从繁荣到破产，让很多企业对国内碳市场产生恐惧。

 CDM是一种国际碳市场交易产品，类似于我国碳市场的
CCER。中国很多清洁能源项目通过了国际评估机构审核认证，被发达国家买走。

 “国内很多风电企业通过CDM赚了很多钱，核算下来每度电几乎多赚1毛钱。”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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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工程气象室主任杨振斌接触清洁能源项目多年，他告诉记者。

 但这些基本都发生在2013年甚至是2012年之前。

 “这个行业的投资方、参与方对市场都存在一些疑虑，我国碳市场会不会像 CDM市场一样？”北京太铭基业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CEO孔晴熙在2005年前后进入全球碳市场，几乎见证了CDM市场从启动到繁荣，再到现在几乎破产的
过程。

 王卫权也在工作中多次接触我国各个试点的碳市场交易。“天津排放权交易所首笔CCER交易价格仅为7元/吨。”
他感触良多。

 7元对卖方来说也许还不抵自身项目成本；对于买方，即便超排了，基于市场价翻倍的处罚也远小于超排带来的利
润。这样碳市场就失衡了。

 不过，和欧盟不一样，我国政府会在碳交易市场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洪继元看来，碳交易作为市场行为，价格
波动很正常，但政府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避免价格的大起大落。

 “例如，一旦北京碳价剧烈波动，政府会采取配额拍卖或回购等手段稳定市场。”他说。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张昕也撰文认为，政府在碳市场中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要避
免过度干涉产生“一管就死”现象。他建议，全国碳市场建设应市场化与行政化结合有度，以市场化为主导，政府应
为碳市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资金撬动，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监管，在市场需求框架下提供服务。

 从试点向全国，步子怎么迈？

 尽管我国7个试点省市成效显著，但各自独立的地方碳交易试点政策、技术和市场体系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迫切需
要地方和国家层面对可能的方案进行分析论证。

 在采访结束后，洪继元动身前往内蒙古。内蒙古将与北京研究推进跨区域碳市场试点建设问题，洪继元和同事要去
开展技术层面的培训。

 北京尝试开展跨区域碳市场交易，这是开展全国碳市场的有益尝试。只是步子怎么迈，洪继元说，依据国家《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参考国外经验，北京在积极摸索。

 纵观几年来7个试点省市的碳市场建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人表示，在短时间内探索建立
起了交易制度体系，成效显著。截至2015年1月9日，7个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成交量约为1600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
交金额约5.8亿元人民币。

 该负责人表示，国家正在积极开展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就是给予政策保护。下一
步争取尽早出台国务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同时启动研究相关配套细则。

 汤森路透集团碳点公司驻挪威的中国碳市场分析师柴洪亮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中国很难在2016年之前启动
全国碳交易市场，在2018年开启一个覆盖至少半数省份的全国碳交易计划还比较现实。”

 每个试点省市都有不同的运作标准。例如，控排企业的标准不同（深圳是年排放量超过3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的企事
业单位，而上海则是年排放当量超过2万吨的重点排放企业）；处罚标准不同（北京是超出排放配额的部分以市场均
价的3至5倍处罚，上海则是未履行配额清缴的处5万至10万元罚款）；配额价格差异大（从26元至78元不等）⋯⋯这
些直接导致从试点迈向全国步履艰辛。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CDM和碳市场管理部负责人郑爽认为，今后无论是“试点先行连接互
通，形成局部统一再走向全国统一”，还是“以试点为核心辐射周边”，或是“推倒弃行，建立全新的国家碳交易体
系”，任何一种方案都存在较大难度。因此，迫切需要地方和国家层面对可能的方案进行分析论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人也强调目前法律强制力不够、基础数据薄弱、市场流动性不足、相关
政策协调较为困难、不同试点省市碳价差异影响企业竞争力以及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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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步虽难，但中国减排承诺及目前日益恶化的雾、霾天气都在形成倒逼机制，碳市场是大势所趋。”王卫权说。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73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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