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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与倡议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的总结与部署 

来源：中国循环经济 

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

报告。报告中提到，2019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为：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精准发力、务

求实效；污染防治聚焦打赢蓝天保卫战等重点任务，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部署如下：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江经济带发展要

坚持上中下游协同，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蓝色经济，保护海洋

环境；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壮大绿色环保产业；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生态环境部印发《2019 年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工作要点》 

来源：生态环境部 

2019 年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也是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职能整合运转的

第一年。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2019 年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工作要点》，明确了 2019 年环

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要点》主要分 6 个部分，可以概括为“1431”一

个统领、四项重点、三个保障、一个附件。其中，“四项重点”为：全面推进“三线一单”和规

划环评宏观管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排污许可管理核心制度，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持续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切实加强放管结合；加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重大项目

环评管理，协调好保护与发展关系。 

 

生态环境部：将选取 10个左右作为“无废城市”试点城市 

    来源：绿金会 

据生态环境部官方微博消息，在 3 月 2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

学品司司长邱启文表示，“无废城市”并不是没有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废物都能够全部综合利

用，而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旨在最终实现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

处置安全的终极目标，他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去年 1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

过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并以国办文件印发。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生态环

境部第一时间抓紧组织推动落实，目前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做了四件事，一是启动部级协调小组

和专家委员会，会同 18 个部门和单位共同推动。二是抓紧制定“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方案实施

方案编制指南。三是研究无废城市的建设指标体系。四是启动试点城市的筛选工作。 

 

 

 

https://mp.weixin.qq.com/s/TijrEiIgA7DMx-4ieiaDk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2OTUyMzA0Nw==&mid=2247519717&idx=1&sn=66c5700228c3c7d760b526ed6677ca1e&chksm=eaddccedddaa45fb220dd4a93e9080e6cad680743f1c87326c7193ef8f19d2ff714e4b368a75&mpshare=1&scene=1&srcid=&key=ebf301d432454d35dabc5f1abb6a487e92c6f5e5117ab133f93ae5b49b31c4956efe0a3e8f63dc44a766aebbfaf1b33f74efbe1d652190f31556504d323ddb1ef1394d3bb1652d90f481ca6a662c9571&ascene=1&uin=MTU0NDcxNzg2MA%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739&lang=zh_CN&pass_ticket=1%2F91kdcBHHPjBFX6xjPGWVRhVOszbjoDqGP040zSHP7iazAfAKiWDkN7XMD0BHmM
https://mp.weixin.qq.com/s/h6uuf7vVEgEav6APA8T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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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荐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的通知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3 月 12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荐第四批绿色制造名单的通知》，要求各

地区推荐符合要求的第四批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于 4

月 15 日前将申请材料（项目汇总表、单项申请材料等）一式三份附电子版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

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污染防治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所得税 

来源：第一财经 

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之一，为发挥减税政策对改善民生和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支持作用，国

务院拿出实招，对相关环保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2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明确增值税减税配套措施，决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底，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

三方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务院 24 部委：加快绿色物流发展 提升绿色供应链水平 

来源：中国循环经济 

近日，发改委联合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等 24 个部门和单位

印发《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意见》强调要加快绿色物流

发展。持续推进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力度。研究推广清洁能源(LNG)、无轨双源电动货车、新能源

(纯电动)车辆和船舶，加快岸电设施建设，推进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加快车用 LNG 加气站、内

河船舶 LNG 加注站、充电桩布局，在批发市场、快递转运中心、物流园区等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鼓励企业使用符合标准的低碳环保配送车型，落实新能源货车差别化通行管理政策，发展绿色仓

储，以绿色物流为突破口，带动上下游企业发展绿色供应链，推广循环包装。 

 

《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全球环境治理行动计划》发布 

来源：新华网 

3 月 9 日，第二届全球环境问题科学、政策和商业论坛正式发布中国的环境创新解决方案—

—《全球能源互联网促进全球环境治理行动计划》。报告称，能源开发利用方式不合理是造成全

球环境问题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清洁替代可以减少化石能源污染排放并控制升温，电能替代

能够推动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综合保护，互联互通则可促进能源资源统筹开发和全球配置。 

 

中法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 

来源：人民网 

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3 月 24 日至 26 日对法国进行国事

访问。双方回顾了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完善全球治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92/n3917132/n4061768/c6670377/content.html
https://www.yicai.com/news/10014386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hnb_o19q-brh-qR6HWozeA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3/10/c_1124216641.htm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9-03/27/nw.D110000renmrb_20190327_2-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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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两国重申愿共同应对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保护领域

的挑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4 次缔约方会议（COP24）为《巴黎协定》成功确定

了实施细则。 

 

联合国环境大会闭幕 呼吁可持续发展 

来源：新华非洲 

为期 5 天的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3 月 15 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

闭幕。大会主题为“寻找创新解决方案，应对环境挑战并实现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与会代表

呼吁共同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来自 170 多个联合国会员国的环境部长在大会最终声明中表

示，将支持以创新举措应对气候变化、塑料污染和资源枯竭等环境挑战，通过可持续的消费和生

产模式迈向可持续的未来。 

 

 

 

 

 

 

 

 

 

 

 

 

 

 

 

 

 

 

 

 

 

 

 

 

 

 

 

 

https://mp.weixin.qq.com/s/ddabEp23-kdgZqsunSva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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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动态

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视角下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 

来源：绿色金融  

3 月 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发布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以下简称《目

录》）。金融监管部门将根据《目录》修订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界定标准。在推动绿色金融标

准的统一的过程中，建议注意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建议根据《目录》，将绿色产品、装备的制

造端、流通端、消费端明确纳入绿色金融支持范围。二是建议将符合国情，但与国际绿色标准有

一定差异的项目单列，便于分类管理绿色金融资产以及中国绿色金融资产的流转及证券化。三是

建议《目录》的推行给予金融机构适当的过渡期，便于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修订相关标准，完善

内部制度建设等。 

 

绿色金融发展的三项核心工作 

来源：绿金会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3 月 5 日下午举行记者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界）、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提出，下一步绿色金融发展的三项核心工作：一，构建国家统一的绿

色金融标准体系，标准体系要求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二，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三，持续推动绿色金融的国际化进程。希望通过绿色金融的高质

量发展助推我国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部：鼓励民营企业设立环保风投基金 发行绿色债券 

来源：央视财经 

近日生态环境部和全国工商联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民营企业绿色发展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合作协议，联合出台《关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将通过健全市场准入机

制、完善环境法规标准、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强化科技支持服务、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措施，支持

民营企业提高绿色发展水平、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在《意见》提出的众多措施中，尤其提到

了包括财税、绿色金融、绿色价格、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在内的多项环境经济完善政策。 

具体内容包括：一，实施财税优惠政策；二，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三，落实绿色价格政策；四，

完善市场化机制。 

 

 

 

https://mp.weixin.qq.com/s/LT9YVeHwY3FKsHtMrA-blA
https://mp.weixin.qq.com/s/8UwJDtgvLoPIDYjrWAj6EQ
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s/0_ysrhWGOOyIfHcrBxeA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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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基金管理人提交绿色投资自评报告 

来源：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3 月 18 日发布关于提交《绿色投资指引（试行）》自测评估报告

的通知。通知显示，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发展绿色金融和七部委《关于构建绿色金融

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基金行业发展绿色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协会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

正式发布《绿色投资指引（试行）》，要求基金管理人每年开展一次绿色投资情况自评估，并将

自评估报告及《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自评表》报送至协会。业内人士认为，这份行业自律规范，

为投资者进行责任投资提供了导向性指引，在中国绿色投资信息披露制度制定、绿色指标量化与

设计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政策指导作用。 

 

中国成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主要参与者 

来源：人民网   

据 2019 年 3 月 18 日俄罗斯网报道，2018 年符合国际绿色债券定义的中国发行额突破 300

亿美元，中国领先于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据报道，中国兴业银

行是 2018 年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机构。而中国建设银行则成为首家在卢森堡绿色证券交易

所发行绿色债券的中国机构，据悉，该绿色债券发行额达 5 亿欧元。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来源：光伏們 

2019 年 3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印发《关于进一歩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

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要求合理设计现货市场建设方案、统筹协调电力现货市场衔接

机制、建立健全电力现货市场运行机制、强化提升电力现货市场运营能力、规范建设电力现货市

场运营平台、完善电力现货市场配套机制、做好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组织实施等。 

 

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加速行业洗牌 充电桩和燃料电池将迎产业化大年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 

财政部等四部委 3 月 26 日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明确按照 2020 年以后补贴退出的制度安排，2019 年补贴标准在 2018 年基础上平均退坡 50%，

至 2020 年底前退坡到位。分析人士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将由此逐步转向市场驱动，“优胜劣

汰”的市场洗牌效应更加显著，投资机会将转向以充电设施为代表的基础配套以及燃料电池产业

链。 

 

 

 

 

 

https://mp.weixin.qq.com/s/Nfhm-GcxYWYflvSNAdxypg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318/c1002-30981958.html
https://www.nengapp.com/news/detail/2436795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0NzMyMA==&mid=2649550547&idx=1&sn=04becd8f2fcb22ae997977b4a413211e&chksm=bee1a0c4899629d21cdfbf1769a674a55d8515e9b26bc223308168695f346d7e79be8e4d3bde&mpshare=1&scene=1&srcid=&key=eabd007c9b31d5635f00b6085e17fa55aa3f6aba92622648344e1ab587ef79bf6f9665d29fea3a33323610ea8873949b1bad3a10f0e3809fc461f9b688d388a3aa6c57fe2a008a4e590a1e21deab1a92&ascene=1&uin=MTM4MDQzNzM2MA%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2060720&lang=zh_CN&pass_ticket=ar2REJm3DZwrU1XL5Tq5TPwsnr9fxmzi%2BQBqe8hiYoybdwUVGIh2e8CajTiLqebX


 

6 
 

 

低碳环保 

 

李干杰：生态环境部在积极推动建立中国碳市场 

来源：新京报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生态环境部部长回答记者提问。李干杰

表示，生态环境部在积极推动建立中国的碳市场，在前几年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全国碳市场的建

立和运行。同时，支持各类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加强碳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并倡导简约

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王毅：呼吁设立“十四五”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来源：中国能源报 

3 月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毅表示全国碳市场建设与能源市场相辅相成，可在“十

四五”时期设立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及相应制度，取代现有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指标，不仅可有

效降低煤炭使用增量及其占比，且不限制清洁能源、尤其是零碳能源的增长。同时，需要建立新

阶段温室气体减排制度，完善相应的测量报告核查体系，促进产业、能源、交通、用地结构的绿

色转型。 

 

国管局召开中央国家机关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2019年重点工作推进会 

来源：国家节能中心  

3 月 25 日，国管局召开中央国家机关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2019 年重点工作推进会，

总结 2018 年中央国家机关节能工作，部署 2019 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单位要以创建节约型机关为切入点，落实十九大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明确任务，谋

划措施，全面落实；要结合机构改革的机遇，进一步完善节能工作网络；要完成中央国家机关能

耗定额标准编制工作，推进能耗定额目标管理迈向更高水平；要用好节能监管系统，提升节能管

理的精细化、信息化水平；要持续培养节能环保意识和行为习惯，开展垃圾分类志愿者等鼓励性

的活动，形成“绿色环保我争先”的良好局面。 

 

专家解读：目前已基本弄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的成因 

来源：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成因的研究结果如下：硝酸

盐超过硫酸盐成为京津冀大气细颗粒物（PM2.5）中最主要的二次无机组分；远超环境承载力的

污染排放强度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形成的主因；不利气象条件造成污染快速累积是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形成的诱因；大气氧化驱动的二次转化是京津冀大气污染积累过程中

爆发式增长的动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的成因是污染物本地积累、区域传输和二次转

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9/03/11/555013.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I4MTIyMg==&mid=2657848640&idx=1&sn=1e3b23d8af9f70c6037f03ff86cec48e&chksm=bd65cd698a12447f1ba7159479b0246b5160dc05d12e6812fc4f10e47a2232ee50ac5e0f9fa3&mpshare=1&scene=1&srcid=&key=ecaf4cd30abcc970402f3ac26c2b93ce9a28f14d2c1fb170c8f8cf1d4a26d968b86f1ef6e4d83197a9edbde0179c5dda420d074c5db0c0d66c8e2cd974de623d18075f4b73ad533f9a0d9221dfd701db&ascene=1&uin=MTU0NDcxNzg2MA%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739&lang=zh_CN&pass_ticket=dmR%2BCFGccWGBEjLt8C77QqxKnIxm5W0b%2FvOICIWXKFIT8q0asIgupb75ofyM4BS%2B
http://www.chinanecc.cn/website/News!view.shtml?id=219277
https://mp.weixin.qq.com/s/xepDJ9vdctoELddiOyVx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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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召开 2019年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会议 

来源：国家节能中心 

3 月 1 日，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 2019 年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会议，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处负责同志对 2018 年全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进行了总结，对

2019 年各项任务进行了部署；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占超作了讲话，就进一步做好 2019 年

全市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提出要求：一是深刻认识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的新定位和

新任务，二是准确把握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三是认真落实公共机构节

约能源资源工作创新发展的新举措。 

 

沪郊基层推进垃圾分类：绿色账户+第三方管理 

来源：绿色金融 

上海正在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其中“绿色账户+第三方管理”的做法颇见成效。沪郊奉贤金

海社区 4 年前启动了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的“绿色账户”机制，采用定时定点定人模式，居民每次

投放垃圾可获得 10 个积分，一天两次。每半年开展一次积分兑换活动，居民可以凭借累计积分，

在垃圾分类“绿色账户”兑换活动中换取相应的“鼓励品”，从而促使居民逐步养成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推进垃圾的分类减量。与“绿色账户”机制相配套，金海社区还进一步引进第三方管理，

让垃圾源头分类的环保新方式更趋规范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科技应用 

 

国家电网发布《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大纲》：计划 2024 年完成部署 

来源：链门户 

国家电网在 2019 年两会报告以及在多个场合提出了“三型两网”新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提

出了建设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要建设运营好“两网”（“坚强智能电网”

和“泛在电力物联网”）。根据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的《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大纲》，“泛在物联”

是指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物之间的信息连接和交互。泛在电力物联网是泛在物联

网在电力行业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应用落地。 

“泛在电力物联网”将电力用户及其设备，电网企业及其设备，发电企业及其设备，供应商

及其设备，以及人和物连接起来，产生共享数据，为用户、电网、发电、供应商和政府社会服务；

以电网为枢纽，发挥平台和共享作用，为全行业和更多市场主体发展创造更大机遇，提供价值服

务。为此，国家电网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即到 2021 年初步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到 2024

年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 

 

 

http://www.chinanecc.cn/website/News!view.shtml?id=218596
https://mp.weixin.qq.com/s/Nd5DDJnxpprKADYtERLMOA
http://www.lianmenhu.com/blockchain-9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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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环境发力环境行业的智慧“蓝海”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来源: 中国新闻网 

“环卫智慧机器人集群+智慧环境云脑平台”是中联环境目前构建的智慧城市清洁管理全场景

作业雏形。其中，环卫智慧机器人作业集群由环卫保洁机器人、环卫洁扫机器人等 6 款不同款式

的环卫机器人组成，分别能从事洒水、垃圾清扫、捡拾垃圾、垃圾转运等方面的工作。 

该智慧环卫云脑生态系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技术，实现对环卫工作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全方位管理。它的诞生，不仅为环境环卫装备向信息化、智慧化全面

升级赋能，其统计分析的环卫管理基础数据可为未来智慧城市的运营管理提供参考。 

 

航天技术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环保生态圈 

来源:人民网 

在航天高科技中，卫星和智能传感技术，可以实时识别环境问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分析预测环境问题。为此，航天智慧公司联合航天系统内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开展环境监测

产品的设计、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在促进优势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同时，构建基于航天技术的“空

天地”一体化环境感知防护体系。 

在京津冀大气治理方案中，该公司聚焦雾霾的最大贡献源之一——机动车尾气，结合在线监

测理念，探索出机动车尾气遥测信息管理方案和大气网格化信息管理方案。其自主研发的机动车

尾气检测设备产品，实现了信息共享、多类监测、多维度数据分析等，已服务于邢台、廊坊等地，

为京津冀“2+26”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支撑。 

 

“人工智能”刷屏 圈出科技发展重点 

来源:中国网 

“人工智能”第三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从最初的“加快”、“加强”，到如今的“深化”，

国家层面上将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迈向纵深式发展。此外，“人工智能”也占据了科技大佬提案的

半壁江山，与各领域深度融合，颠覆传统商业模式与社会生活方式，亦是企业发展所需。科大讯

飞董事长刘庆峰提到，2019 年将是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落地年，人工智能的黄金收获期也将从

2019 年开始。 

 

全国各地积极打造智慧灯杆 助力智慧城市建设 

来源: OFweek 半导体照明网 

作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智慧灯杆具备供电、联网、广布等特点，既可以作为数

据的采集端，也可以作为数据终端，整合监控摄像头、5G 微基站、多媒体信息屏、安全报警、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硬件，通过信息感知和大数据交互技术，实现智能照明、智慧交通、无线城

市、信息发布等功能。 

 

 

http://news.sina.com.cn/o/2019-03-26/doc-ihsxncvh5743256.shtml
http://dw.chinanews.com/chinanews/newsContent?id=8791035&pageSize=6
http://scitech.people.com.cn/n1/2019/0314/c1007-30976137.html
http://www.cb.com.cn/index/show/gd/cv/cv135605911491
https://www.gkzhan.com/news/detail/1150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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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度报道 

 

《促进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治理体系建设》政策简报（摘要） 

中国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或称“全国碳市场”）。全国碳市场

建设是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它既是一项环境政策工具，也是一个人为创造出的市场。

从理论上讲，碳市场是要寻求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在任何金融市场或环境政策的

设计过程中，清晰明确的治理体系将有助于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同时对于制定激励机制、确保

市场合规及识别长期战略风险也至关重要。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治理体系应当由获得法律授权的高级别的中央政府部门监管，针对碳市

场运行，监测、报告和核查（MRV）体系、履约和评估等核心工作制定监管议程并进行实施。

该治理体系应该为全国碳市场的健康发展及有效监管提供战略指导，并从而为碳定价奠定基础。

此外，中央政府层面的标准化指导方针和基础设施建设应为区域和地方层面的碳排放权交易工作

奠定基础。 

目前，中国碳市场的主管部门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划转到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

变化司。为促使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效运行，生态环境部不仅要与地方政府沟通，还要与中

央层面的司法以及金融监管等其他机构协调，制定能被较为广泛认可的政策措施、交易规则及市

场监管。此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在设计行之有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体系的治理体系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如何反映他们的需求。当下是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初

期阶段，也是建立中国碳市场治理体系的最佳时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设计和建设，治理

体系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而且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已有的碳市场经验，我们

围绕如何促进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治理体系建设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建立一个超部级碳市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直接向国务院报告。该工作组主要负责统领

碳市场设计，促进跨部门对话和决策以及保持碳市场与其他政治和经济议程之间的协调发展和政

策衔接。 

2. 建立有效的多层次的沟通机制，与不同利益相关方保持充分沟通以确保他们对全国碳市

场的支持和认同。主要包括与能源经济政策决策部门、地方气候和环境主管机构、生态环境部其

他司局以及相关行业沟通。 

3. 充分利用生态环境部已有的治理和政策工具体系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

包括借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夯实碳市场管理办法和细则，将碳排放配额纳入目前生态环境部环境

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负责的排污许可管理体系，结合已有的环境排放统计、监察体系完善碳排

放数据管理，依据环境保护法的各项环境执法职能进行履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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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立国家碳市场建设联合中心，组成跨领域、跨学科的主任组及学术委员会，为国家碳

市场的设计和运行提供独立的意见建议，便于及时调整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设计实施。 

5. 继续提高碳市场相关政策和进程的透明度，利于提高市场参与对碳市场的信心。应进行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风险评估，以设计金融行业的相关配套政策法规。 

6. 建立全国碳交易平台，实现公平交易和透明价格，以便向市场参与者反映碳配额的价值。 

来源：保尔森基金会  

 

2018企业环境爆雷事件影响和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愈发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正深刻影响着中国发展

的未来。为此，我国政府通过形成环保督察制度，作为具体履行环境污染治理的政府管理手段。

至 2018 年，第一轮环保督察和两次环保督察“回头看”已经完成，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也将在 2019

年启动，有关部门将用 3年时间完成全覆盖的例行督察，再用 1年时间完成第二轮督察“回头看”。

在环保督察过程中，企业环境污染违规“爆雷”的问题浮上台面。本文将通过对 2018 年此类事件

进行回顾，探讨企业环境爆雷事件的原因和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一、环境背景和政策背景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资源紧缺、生态恶化、水资源污染、土壤金属化、大气污染等多种可持续

发展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 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 699 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达 875.40

万吨，氮氧化物排放 1258.83 万吨，烟（粉）尘排放 796.26 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量 33 亿

万吨，危险废物产量 6937 万吨。总体排放量之大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早期经济发展以粗放型发

展方式为主，加大了生态环境压力。 

对此，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也陆续颁布了环境法规，进一步加紧对企业在环境方面的监管。

最早的环境法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相继出台了《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

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随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也陆续颁布。2016 年，《环境保护税法》的发布，成为我国税

制绿色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又通

过了《土壤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环保法律体系。 

而在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完善。2008 年 3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重大环保事件。2016

年 8 月，《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中国证监会明确了环境信息披露“三步走”

的推动路径，所有上市公司将于 2020 年前强制披露环境信息。2017 年 12 月，证监会修订了上

市公司年报和半年报披露准则，要求上市公司中的重点排污企业在年报和半年报中，强制披露环

境管理和污染排放信息，其他企业采用“不披露就解释”的原则。 

二、2018 年上市公司环境爆雷事件回顾 

回顾 2018 年，因环保违规造成的上市公司爆雷事件不在少数。据生态环境部报告，2018 年

全国环境行政处罚罚款 152.8 亿元，同比增长 32%，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前 2014 年的 4.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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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现场检查发现“散乱污”企业、工业企业环境违法等涉及环境问题 2 万多个，

正在持续督促整改。本文挑选了几家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回顾和分析。 

罗平锌电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罗平锌电，002114.SZ）在 2016 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中就被

指出重金属污染隐患问题突出，但在 2018 年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进行督察“回头看”时发现，该

厂被要求整改的环境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加重。生态环保部对此进行严厉批评，要求

公司进行环境整改并对公司处以罚款 53 万元的环保处罚。同时，罗平锌电因信息披露违规收到

云南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证监会对罗平锌电及部分董监高顶格行政处罚，董

监高 20 人合计被罚 95 万元。罗平锌电的环保违规事件也暴露出当地政府对环保督察的不担当、

不负责，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我们对罗平锌电的定期报告进行分析，发现公司从未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其 2016 年的年报

中没有提及任务环保方面的内容，而当时公司已经被列为重点排污企业。2017 年的年报虽然有

环境保护的内容，但定性部分叙述非常笼统，内容有很多不实之处，甚至出现“认真做好公司环

境信息公开工作”等字眼。而量化数据部分均显示未超标，显然与公司实际情况不符。而公司的

环保安全支出数据显示，2016 年公司在环保和安全方面的投入仅 89 万，直到 2017 年才增长到

267 万元。此外，公司在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有 5 条、1 条和 3 条环保违规记录，但

公司并未就此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和解释。 

罗平锌电的内部治理也存在问题。公司未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规披露环境信息，公司高

管和企业负责编写年报的管理人员都对此表示不知情，公司内部管理混乱，高管和员工都存在严

重失职行为。而当前公司的高管团队也不太稳定，2018 年 6 月以来，仅半年多时间内就有两任

财务总监离职。公司今年年初披露，2018 全年公司营收 10.74 亿元，同比下滑 33.66%，亏损达

2.58 亿元。  

三维集团（更名后为“山西路桥”） 

2018 年 4 月 17 日，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T 三维，000755.SZ）违法排污被央视

曝光。两天内，生态环境部、山西证监局、山西省环保厅、山西国资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深

交所同时发声对一家公司进行联合惩治。事实上，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山西三维陆续收到洪

洞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七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改正环境污染行为，涉及罚款金额共计

2,858,448.00 元。但公司在 2014 年至 2016 年的半年报和年报以及 2017 年的半年报中均未披露环

境处罚相关内容，属于信息披露违规。因此集团收到证监会 60 万元的罚款，时任山西三维董事

长王玉柱、董事长杨志贵、副董事长祁百发、董事兼总经理田旭东、副总经理牛俊江等高管都被

给予警告，并处以 3-10 万元不等的罚款。此次事件后，公司高管五人被免职。 

对三维集团的环保违规记录进行统计，发现 2010 年以来公司几乎每年都会收到环保处罚，

共计有 15 条环保违规记录。作为重点排污单位，三维集团被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然而在 2016

年的年报中，我们发现公司将仅有的量化环境信息放在社区责任板块下，且在废水及污染物的排

放方式下公然写着“直接排入江河湖、库等水环境”，由此看来三维集团环境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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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违法事件曝光的影响，公司 2017 年报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有所改善，排污方式都已经写成“经

处理后达标排放”，对环保处罚及整改情况进行披露，同时就央视报告的环保问题也做出回应。 

环保违规事件对公司的重组之路也造成了一定阻碍。2018 年 11 月，山西三维保壳重组，正

式更名为“山西路桥”，其主营业务范围也从化工转变为公路建设等内容。然而，由于之前的信披

违规行为，更名后的山西路桥依旧遭受到投资者的索赔。 

辉丰股份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ST 辉丰，002496.SZ）自 2010 年启动 A 股上市计划之际，

就因其涉嫌污染环境、偷埋暗管排放有毒污水等情况被曝光。近两年来也环境负面新闻缠身，因

为污染环境被无数次的举报。2018 年 4 月，盐城市环保局对辉丰股份开出 9 项环境违法行为并

依法处罚 164 万元，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行政罚款 10 万元；对辉丰股份子公司科菲特和明进纳米

的环境违法行为，分别罚款 62 万元和 14 万元。盐城市大丰区环保局对辉丰股份 12 项环境违法

行为合计处罚 286 万元，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行政罚款 20 万元。大丰区环保局还责令辉丰股份及

子公司全面停产整改。6 月 25 日，辉丰股份因涉嫌信披违规被证监会立案，公司股票可能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受到环保整改和车间停产的影响，辉丰股份 2018 年营业总收入

26.89 亿元，同比减少 31.94%，亏损 4.63 亿元。 

辉丰股份的环保违约记录数量惊人，2016 年以来公司及关联企业环保违约总数达 59 条，其

中 2018 年一年的环保处罚记录高达 27 条。公司在 2016 年的年报中并未披露相关处罚情况，也

缺乏排放量化信息的披露。公司宣称近年来在安全、环保处理设施上投入超过 3 亿元，然而如此

多的环保违规数量让人质疑其投入金额的真实性和投入效率。受到严厉的环保处罚和行政处罚影

响，在 2017 年的年报中，公司披露了相关量化排污数据，并对部分环保处罚进行解释。 

此外，环保风波也对公司信用产生负面影响，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相关债转股信用等级

都被列入评级观察名单。  

三、企业因环境问题爆雷的原因 

对上述三家典型案例公司进行绿色指标评级，发现 2018 年罗平锌电、三维集团、辉丰股份

的绿色定性得分（总分 68 分）分别为 3 分、10 分、10 分，其中三维集团和辉丰股份在环境问题

发酵后有提高环境信息的披露程度，而罗平锌电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依旧较差。此外，三家企业

均属于“两高一剩”行业，本身污染排放的情况就会比较严重，相对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更

需要企业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 

对案例中的环境爆雷事件进行分析，发现造成相关企业环境违规违约的根本原因如下：  

（一）企业未履行环境责任 

首先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就明显存在不足，企业在发展中，并没有主动将环境责任纳入企

业战略，严重忽略了自身生产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在我国不断加大环保力度，完善环保法

律的情况下，上述企业依旧没有主动履行节能减排义务，甚至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隐瞒和

虚假披露的行为，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环境风险。环境责任对企业的进一步要求是由企业自身拓

展到整个产业链，企业在确保自身生产链绿色化的同时也对上下游产业的绿色化也做出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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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指标如绿色设计、绿色供应等。然而就上述企业来看，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乃处于“应付”监管

要求的层面，尚未对更多环境信息进行披露。 

（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未健全 

当前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尚未建立统一的标准和格式，造成企业披露质量层次不齐，披露方式

偏笼统、形式化，很多披露的信息指代不明确，信息缺乏透明度。而强制披露的要求也仅限制于

重点污染企业，并未对所有上市公司做出强制要求。因此，我国应加快强制环境信息披露的进程，

尽快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三）公司内控存在缺陷 

环境信息披露问题与公司内控息息相关，上述公司的高管均涉嫌违规操作而被行政处罚。公

司高管对环境问题的不作为会造成公司整体运营风险加大，对公司信用质量造成影响。通过上述

案例可以看到，受到环保处罚和环境整改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大大减少，公司整体都处于亏损

状态。 

四、启示 

通过对 2018 年企业环境爆雷事件进行回顾和分析，我们发现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十分必要。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强制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将强制环境信息披露要求纳入

法律法规，加强对企业的法律约束性，使环境信息披露更加规范化。同时加大对企业环保违规的

处罚力度，增强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从而达到减少企业环保违规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要加

强地方监管，防范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和企业的行贿行为。造成罗平锌电消极应对环保督察的根本

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这给环保督察带来很大阻力。此外，也要防止企业通过环境信息

披露进行“洗绿”，因此需要建立完善的绿色评价体系来辨别企业环境信息质量。 

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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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专题报道 

绿色产品相关认证现状 

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是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培育绿色市场的必

然要求，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绿色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重要举措，是引导产业转型

升级、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紧迫任务，是引领绿色消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效途径，是履行

国际减排承诺、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现实需要。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

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开启了绿色产品评价认证体系的全新篇章。2018 年 12 月 19

日，国家认监委起草《绿色产品认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截至目前，我国有关节能、环保、低碳、有机等产品的绿色认证众多，包含第三方认证、评

价和自我声明等多种情况。多种认证并存是我国绿色产品体系的特点。为方便行业相关人员了解

绿色产品认证的现状，现将国内相关认证梳理总结如下：  

 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十环认证） 

由环保部主管的环保认证，属于第三方认证，主要依据环保部行业标准，通过认证的产品不

仅质量合格，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理处置过程中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与同类产品相比，

具有低毒少害、节约资源等环境优势。发放环境标志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环境，它通过两个具体步

骤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环境标志向消费者传递一个信息，告诉消费者哪些产品有益于环境，并引

导消费者购买、使用这类产品；二是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和市场竞争，引导企业自觉调整产品结构，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使企业环保行为遵守法律、法规，生产对环境有益的产品。 

 
    图 1 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十环认证）标识 

 

 中国节能节水认证 

节能产品认证工作受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监督和指导，认证的具体工作由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负责组织实施。符合相关的节能、节水认证要求，会加施“节”标志。认证范围涉及电器、办公

设备、照明、机电、建筑等产品的节能认证，以及工业水处理、城镇用水、农业排灌、非传统水

资源利用等产品的节水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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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节能认证标识、中国节水认证标识 

 

 国家统一推行的自愿性认证 

由国家认监委管理或与相关部委联合管理的自愿性认证，如认监委推出的有机产品认证，认

监委与工信部推出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认证。 

  
图 3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认证标识 

 

 绿色建筑认证 

绿色建筑认证是指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和《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由第三方机构

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确认绿色建筑等级并进行信息性标识的一种评价活动。《绿

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由住建部和工信部于 2014 年发布，2015 年 1 月正式开始实施。绿色

建材等级由低至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三个等级。 

 绿色印刷品认证 

2012 年新闻出版总署与教育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出《关于中小学教科书实施绿色印刷的

通知》，鼓励使用绿色印刷产品。 

 绿色食品认证 

绿色食品认证由农业部主导，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对质量和卫生检测合格的产品进行综

合审查，由农业部颁发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及编号。绿色食品分成农业产品、林产品、畜产品、

渔业产品、加工食品等。 

 
    图 4 绿色食品认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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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效标识 

能效标识属于自我声明标识，国家发改委、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制定实施。能源效率标识附在

产品或产品最小包装上，用于表示用能产品的能源效率等级等性能指标，为用户和消费者的购买

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引导用户和消费者选择高效节能产品。目前全球已有 100 多个国家实施

了能效标识制度。 

 
  图 5 能效标识 

 

 能效领跑者制度 

2015 年，工信部、发改委、质检总局制定了《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制度实施细则》，

旨在建立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者”制度，定期发布单位产品能耗最低的高耗能行业能效“领跑

者”企业名单及其能效指标。从 2016 年起工信部、发改委、质检总局组织已经开展了乙烯、合

成氨、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行业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遴选出达到行业能效领先水平的

“领跑者”企业。 

 低碳产品认证 

为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生产低碳产品和提供低碳服务，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相关

机构的支持和倡导下，评价和披露产品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环境行为，向产品授予碳标志，开展

低碳产品认证。2006 年起英国碳信托开展了“碳削减标志计划”，成为开创低碳产品认证的先锋，

直至目前已有德国、日本、韩国等十几个国家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在国外低碳认证的逐步发展的

带动下，我国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于 2010 年 11 月实施，并有十一家企业通过了首批低碳产品

认证。 

 
图 6 中国低碳产品认证标识 

 



 

17 
 

中国环境标志低碳产品认证标识。标识图形由外围的 C 状外环和青山、绿水、太阳组成。

标识的中心结构表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外围的 C 状外环是碳元素的化学元素符号，代表低

碳产品。整个图像向人们传递了一种通过倡导低碳产品来共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含义。 

中国环境标志低碳产品认证，一方面对生产领域中各类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设定相关限值标

准，可以帮助生产商和销售商更好地传播产品在保护气候方面的信息，对于产业自身节能减排、

提高本身竞争力有很大作用；另一方面低碳产品认证可以成为联系公众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纽带，

帮助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进行判断和选择，为社会树立良好的消费价值导向，有助于构建全方位

的生态消费体系和形成新的消费价值观，推动我国低碳和可持续消费，引导消费者为保护气候做

出应有的贡献。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绿色产品认证多种多样，多种认证制度并存。对企业来说，重复监测、

评价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对消费者来说，宣传推广力度分散，标识辨别困难。因此建立统一的绿

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非常必要。希望整合后的中国绿色产品体系能营造一个公平竞争、

发展有序的认证市场环境，积极引导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提升绿色发展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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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情简报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国内碳市场交易行情： 

3月，9个区域碳市场共成交配额 988.64万吨，交易额2.11亿元，较上月分别上涨2683.04%、

3004.66%，主要源于各区域碳市场整体复苏。其中，深圳成交 7.64 万吨，较上月下跌 33.01%，

主要源于大宗交易较上月下跌 38.55%；上海成交 90.42万吨，较上月上涨 95 倍，主要源于线上、

线下交易较上月均大幅上涨；北京成交 23.64 万吨，较上月上涨 199 倍，主要源于本月协议转让

23 万吨；广东成交 825.72 万吨，较上月上涨 37 倍，主要来源于本月协议转让 520 万吨；湖北

成交 2.75 万吨，较上月下跌 78.61%，主要来源于线上交易较上月上涨 78.61%；重庆成交 1,060

吨，较上月上涨 132.46%，主要来源于线上交易较上月上涨 132.46%；福建成交 48.38 万吨，主

要来源于协议转让 48 万吨；天津本月无成交。 

在二级市场价格方面，北京试点配额价格最高且波动范围在 60.65～69.82 元/吨；上海、湖

北价格次之，波动范围在 26.07～41.26 元/吨；广东、福建价格较为接近，在 11.33～26.73 元/

吨之间波动，但福建价格呈大幅下滑趋势，本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成交均价为 11.33元/吨，较本

月首个交易日下跌 61.85%；深圳价格在 3.71～20.28 元/吨之间波动，主要源于深圳各交易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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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相差过大，其中 SZA-2016 品种价格下跌至 3.71元/吨；重庆价格最低，波动范围在 3.38～

6.80 元/吨。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31 日，我国 9 个碳市场共成交 2.97 亿吨，成交额 64.87 亿元，其中线

上交易共计 1.26 亿吨，成交额 29.50 亿元。广东、湖北成交量最高，位于第一梯队；深圳、上

海、北京位于第二梯队；而重庆、福建、天津的成交量相对较低，位于第三梯队。 

自愿碳市场交易行情：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国家发改委公示 CCER 审定项目累计达到 2856 个，备案项目 1047

个，获得减排量备案项目 287 个。获得减排量备案的项目中挂网公示 254 个，合计备案减排量

5283 万吨 CO2e。 

从项目类别看，已获得减排量备案且材料公示的 254 个项目中，有第一类项目 139 个，合计

备案减排量 1890 万吨 CO2e；第二类项目 17 个，备案减排量 372 万吨 CO2e；第三类项目 98 个，

备案减排量 3031 万吨 CO2e。从项目类型看，风电、光伏、农村户用沼气、水电等项目较多。 

2019 年 3 月，我国 9 个碳市场 CCER 共成交 574 万吨，较上月下跌 591.57%，广东、四川、

上海、深圳、北京五地均有成交，其中广东、四川、上海较为活跃，分别成交 184.61万吨、184.42

万吨、183.96 万吨，分别占当月总成交的 32.14%、32.11%、32.03%。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我国 9 个碳市场 CCER 共成交 1.76 亿吨，其中上海成交 7899 万吨，

占比 44.93%；广东、北京、深圳位列第二梯队，CCER 累计成交量 1655 万吨～3624万吨；四川、

湖北、天津、福建位列第三梯队，CCER 累计成交量 241 万吨～919 万吨；重庆 CCER 无成交。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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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减排量交易行情： 

3 月，核证减排量仅 4 个交易日有成交，共成交 10.30万吨，较上月上涨 415%；本月收盘价

为 0.23 欧元/吨，与上月持平。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欧盟排放配额交易行情： 

3 月，欧盟排放配额共成交 3.29 亿吨，较上月下跌 0.5%；本月收盘价为 22.26 欧元/吨，较

上月上涨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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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机构动向 
 

交易所举办天津用电企业调研暨绿电消费研讨会 

3 月 28 日，交易所组织召开了天津用电企业调研暨绿电消费研讨会，来自水电水利规划设

计总院、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CREIA）、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绿色

电力消费合作组织（GECCO）的多位专家和来自北京、天津的 10 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来自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艾琳博士首先对绿电消费政策进行了解读，指出自愿绿

证是缓解国家资金补贴缺口的重要途径，发展潜力巨大；未来，自愿认购形式将逐步多元化，市

场逐步活跃，同时配额制将极大地激发自愿认购绿证的需求。接着，来自绿色电力消费合作组织

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专家着重介绍了目前企业和消费者进行绿电消费的途径。之后，来自北京鑫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隆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天润新能投资有限公司的企业代表分别

分享了津京冀地区开展直接绿电交易的实践与障碍，企业在开发分布式光伏上的模式、效益和成

功案例，以及当前分散式风电技术及其应用。最后，结合“企业绿色电力消费先锋”项目调查问

卷，与会专家和天津重点用能单位的代表就绿电消费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深入讨论。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在从政策和实践层面分析绿色电力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同时，就

当前绿色电力消费的可能途径进行了深入讨论，为有意积极投身绿色电力消费的企业搭建了展示

交流和经验分享的平台。 

来源：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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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开展企业走访调研活动 

为提升交易所市场服务能力，更好地服务天津碳市场纳入企业，交易所从 3 月 14 日开始对

天津碳市场纳入企业开展走访调研活动，计划全年走访 40 家重点排放企业。 

通过深入企业，与纳入企业相关负责人就企业碳交易、碳配额核算和节能降耗等方面的内容

进行沟通交流，充分了解企业在参与碳交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节能减排方面的需求，认真听取

总结企业对碳市场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的意见建议，为今年履约工作打好基础，同时为今后服务

全国碳市场做好准备。 

来源：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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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天交所），于 2008 年 9 月 25 日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天津产

权交易中心共同出资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立，是中国首家综合性环境能源交易平台。天交所是天津

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指定交易平台，是国家首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备案交易机构。2018

年 1 月，天交所引入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将以“激发释放全社会的绿色动能”为使

命，致力于为全社会提供以科技与金融为核心的创新型环境解决方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环

境权益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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