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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与倡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分歧”中落幕 

来源：人民网 

201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15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闭幕。会议期间讨论

了 2020 年前盘点、适应、气候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等议题。大会

原定 13 日闭幕，因各方分歧严重，延后 40 多个小时。尽管经过艰苦谈判，到大

会闭幕时，各方仍无法就《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达成共识。第六条主要涉

及碳市场机制和合作，相关内容的落实有助于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持续参与气候

变化减缓行动。 

对于本轮谈判结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15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达

了失望，并强调：“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也不会放弃。”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接受采访时表示，

《巴黎协定》第六条没有达成一致，对协定实施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不可克服的

影响。大会上，各方表达了开放态度，愿意就此进一步协商。下一步需要发达国

家展示政治意愿，特别是要考虑如何通过机制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更

多支持，同时要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从而找到解决方案。 

 

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视频会议在京召开 

来源：生态环境部 

12 月 26日，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视频会议在京召开。生态

环境部李干杰部长专门对会议作出批示，赵英民副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

调，要组织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各项工作任务，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建设，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融合、协同增效，切实提升

温室气体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完成“十三五”碳排放强度下降约束性指标。

要谋划好“十四五”和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围绕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

标，积极开展相关行动。要积极开展多双边气候国际合作，继续参与和引领全球

气候治理，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贡献。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00220293702625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00220293702625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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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深化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实施意见》 

    来源：生态环境部 

12 月 2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深化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

新活力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包含 4 项主要原则。 一是创新引领发展。围绕生

态环境保护事业长远发展需要，顶层谋划未来一段时间的科技创新工作思路和重

点任务，凸显科技的引领作用。二是优先支撑管理。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

态环境保护为基本点出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科研人员积极投身污染防治

攻坚战，并激励科研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取得重大

突破，发挥科技支撑与引领作用。三是协同整体推进。围绕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

人才、平台、项目、经费、体制、机制、文化等全要素，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绩

效。四是突出重点任务。围绕科研单位“人、财、物”等关键改革，以及弘扬科

学家精神等方面为重点，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具体的举措。 

 

国务院：在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 

来源：中国经济网 

12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

意见》，充分彰显中央坚定不移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决

心和信心。《意见》指出，在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

域，放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支持民营企业以参股形式开展

基础电信运营业务，以控股或参股形式开展发电配电售电业务。支持民营企业进

入油气勘探开发、炼化和销售领域，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储运和管道输送

等基础设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原油进口、成品油出口。在基础设施、社

会事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全国政协座谈会围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协商议政 

来源：新华网 

12 月 5日，十三届全国政协第 31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委员们建议，要推进生态补偿立法，明

确补偿原则、领域、范围、对象、标准、资金来源及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等。

要继续发挥财政资金的主渠道作用，适度增加对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财政转移支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12/20/content_546265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9-12/20/content_5462655.htm
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1912/22/t20191222_33949254.shtm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2/05/c_1125313275.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2/05/c_11253132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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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同时加强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监管，提高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要加快建设市

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行排污权、碳排放权、水权、林权等市场化交易，

探索建立“生态银行”体系，引入“特许经营权”拍卖制度，打通“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要加强补偿资金整合，推进相关部门之间信息共享，

加强跨区域生态补偿的统筹协调。要健全生态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和生态系统价值

核算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机构客观科学评估生态资产价值和生态保护成本，为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奠定坚实基础。 

 

全国人大农委：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写入法律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12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了闭幕会，会议以 167

票赞成、1 票反对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森林法。会后，全国人大农委答记者问称，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这次修改专门作为一个制度写入法律，在重视森林生态

效益的同时，必须保护好森林权利人和地区的利益，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内容

丰富，如明确规定了公益林补偿制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对森林生

态保护地区的生态效益补偿等。本次修法还注重加强森林权属保护、落实“放管

服”改革的有关要求等。这些规定也都有利于森林资源的保护发展，从而促进生

态文明的建设。 

 

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纳入企业 2019年度配额 

来源：新华社 

12 月 27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我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纳入企业

2019年度配额安排的通知》（津环气候〔2019〕130号）。通知指出，利用抵消

机制，根据现阶段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有关规定执行，且引入的中国核证

自愿减排量（CCER）至少 50% 来自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经天津

市地方主管部门备案的本市林业碳汇项目视同于京津冀地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项目。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15439311960128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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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动态 

绿色金融 

李高：改革创新开创气候投融资工作新局面 

来源：新浪财经 

第 24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角 “气候投融资论坛”当地时间 12月 11

日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发表主旨演讲。

他表示，下一阶段气候投融资要结合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重点

做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以制订气候标准为抓手，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对气候

友好型项目和产业的支持力度；二是以加强信息披露为抓手，为金融机构和企业

开展气候投融资活动提供参照和依据；三是以深化地方试点为抓手，推动部分省

区和重点行业深化气候投融资实践；四是以开展能力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加强专

家队伍建设和政策研究水平。 

 

央行：加强金融领域的环境风险分析 关注气候变化导致的金融风险 

来源：绿色金融 

12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9 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

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发表主题为“当前全球中央银行研究的若干重点问题”的

演讲，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导致的宏观金融风险。近年来，人民银行高度重视绿色

金融体系建设，持续关注气候变化中的金融风险问题。一方面，加紧制定绿色金

融标准体系，并在我国六大试验区加紧试验和总结；另一方面，对“碳交易——

企业——银行”的压力传导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并以山西省为样本测算了气候变

化对煤炭、冶金、火电三大行业财务指标及相关金融风险的具体影响。下一步，

将关注三个命题：一是气候变化对金融行业不同细分领域的异质性影响及政策应

对；二是气候变化风险对宏微观审慎监管的冲击和影响机制；三是将气候变化风

险作为参数纳入我国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可行性及

框架修正路径。 

 

 

http://finance.sina.com.cn/esg/ep/2019-09-15/doc-iicezzrq6036687.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MkR9FWUdfFynsJCC1Uwu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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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会议及系列活动在深圳召开 

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12 月 3 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询委员会会议暨年度专题伙伴

关系协调会、“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19

年圆桌会在深圳召开。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合会秘

书长赵英民出席并表示，绿色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为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带来创新发展方案。希望通过国合会和联盟平台，

推动绿色创新的实践运用和试点示范。会议还启动了“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

据服务平台 APP。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2020年正式启动运营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 

    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是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政策体系的一项内容。在

12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司长徐必久介绍，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 2020 年将正式启动运营。生态环境部把环境经济政策作为一

项重要工作，采取经济手段、市场手段，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

用地结构的调整优化。一是推动加大财政投入；二是完善价格税收政策；三是推

动绿色金融，除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外，要将绿色金融、绿色信贷，包括环保

信用的作用充分体现出来；四是出台专项任务环境经济政策。 

 

广东将在全省推广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 

    来源：南方日报  

12 月 6 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保监局

在广州召开“广东省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工作推进会”。广东将加强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成果应用，在全省推广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进一步扩大绿色融资规模；同

时，创新环境权益交易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发展绿色保险，在安全责任、环境

损害等方面开发相应产品，为市场主体防范风险提供对冲工具，更好的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会议编印了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的有关政策，包括广东推动发展碳排放

权抵押贷款、基于林业碳汇构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试验区扩大绿色信贷奖励范围等。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bwdt/111748.htm
https://mp.weixin.qq.com/s/HXm4jRWlY8COEn6Wrsmm4w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9/content_5459615.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9-12/09/content_54596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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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拟以融资担保和政策服务重点支持储能、可再生能源项目等 

来源：绿青网 

近日，国家工信部转发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

行关于印发《关于本市支持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融资服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通知指出鼓励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加快绿色数据中心建设；重点支持开展退役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级利用和再利用，支持储能、可再生能源、工业废水处

理回用项目等。并提供融资担保和政策服务，建立“上海产业绿贷”专项融资服

务通道，五年内对相关领域有资金需求的企业或项目累计授信 200 亿元人民币。 

 

欧盟拟将水泥作为碳边境税的第一个目标 

来源：商务部、驻欧盟使团经商参处 

欧委会在 12 月发布的绿色协议计划中表示其将准备一份提案，自 2021 年起

对“选定部门”征收碳边境税。两名高级别欧盟官员透露，欧委会计划以水泥产

业作为试点，要求水泥进口商购买与欧盟水泥生产商需购买的等量的碳配额。污

染严重的工厂与排放较低的工厂相比，必须购买更多的碳配额。尽管最终决定尚

未出台，水泥被选为试点有许多原因。首先，与钢铁是汽车的原材料不同，水泥

不是需要与进口产品竞争的复杂工业产品原料。其次，水泥的碳排放量更易追踪，

因而计税更加容易。第三，由于美国和中国对欧盟出口水泥量不大，对水泥征税

引发与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较小。 

 

低碳环保 

《2019 年全球气候行动年鉴》和《气候行动路径》报告发布 

来源：UNFCCC 官网 

12 月 4日，《2019 年全球气候行动年鉴》和《气候行动路径》报告在 COP25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主题活动上正式发布。《2019年全球气候行

动年鉴》对气候行动的成功案例和加强气候行动所需的有利条件进行了评估，呼

吁各国政府加快行动步伐；《气候行动路径》则介绍了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

人类居住区、水资源、土地利用和气候复原力等关键领域实现碳中和的转型行动

和里程碑。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42/n3057551/c7548736/content.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iFSjgOo4f7AGXTwp4iEYg
http://www.ccchina.org.cn/Detail.aspx?newsId=72757&TId=61
http://www.ccchina.org.cn/Detail.aspx?newsId=72757&TI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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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价调查》2019 年报告发布 

来源：人民日报 

12 月 9日，《中国碳价调查》发布了 2019 年最新报告，这份针对中国碳市

场业内专家及相关企业的调查显示，受访者对碳价的持续提高表示出强烈信心，

认为碳价对投资决策将产生影响，并认为电力行业正在稳步推进全国碳市场交易

的相关准备。调查结果同时显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步成熟，

自 2020 年起发挥重要的减排作用。此次调查收到了 389 份来自不同行业专业人

士的反馈，其中 68%的受访者来自重点排放行业。大多数受访者预计到 2020 年

电力行业将就正式交易做好准备，包括 73%的来自电力行业的受访者。多数受访

者预计全国碳市场碳价将稳步上升，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将从 2020 年的 43 元/

吨上涨至 2025年的 75元/吨，并在 2030年达到 116元/吨。 

 

《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2018）》发布 

来源：新华网 

12 月 21日，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与北京化工大学联合发布《中国上市

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2018）》（下称《报告》）。这是该报告连续

第七次向社会公开发布。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总计 3567家，

已发布相关环境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企业共 928家，其

中，发布环境报告的企业共 18 家；未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报告的企

业共 2639 家。 

 

全面推行绿色制造 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工信微报 

12 月 23 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总结了 2019 年工

作，分析了面临的形势，部署了 2020 年任务。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

云虎表示：2019年，预计全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约 3%、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下降约 4%。2020 年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将按照全国工

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要求，继续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推进工业绿色转型，

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包括：加快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推动打好工

http://www.peopleweekly.cn/html/2019/lvse_1210/22766.html?from=timeline
http://www.peopleweekly.cn/html/2019/lvse_1210/22766.html?from=timeline
http://www.xinhuanet.com/energy/2019-12/23/c_1125377003.htm
http://www.xinhuanet.com/energy/2019-12/23/c_1125377003.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990735312149308&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99073531214930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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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培育绿色经济增长点；持续深化工业绿色国际交流

合作；编制“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等。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联合推进民营企业绿色发展 

来源：天津生态环境 

12 月 24日，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市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召开推进民营企业绿

色发展座谈会。会议指出，近年来，市生态环境局、市工商联始终把支持服务民

营企业绿色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联合成立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协调推进工作组，

签订合作协议、制定工作要点，共同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市生态环境局

党组书记、局长温武瑞强调，要加强与工商联合作互动，完善机制、搭建平台，

全力助推民营企业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造更多更好的“百年老店”。 

 

浙江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推进绿色产品认证意见 

来源：新华网 

12 月 20 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改委、经信厅、财政厅、科技厅、自然

资源厅等 14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绿色产品认证工作的意见》。该意

见围绕绿色产品认证，《意见》明确提出 11 项政策内容，包括加快绿色产品认

证统筹推进、加大绿色产品认证政策融合、鼓励绿色产品标准创新、支持企业开

展绿色产品认证等。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将加快完善全省绿色产

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工作方案，并于 2020 年起在全省全面推进绿色产品认

证工作。 

 

“欧洲绿色协议”提出 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 

12 月 11 日，欧盟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公布应对气候变化新政“欧洲绿色协

议”，提出到 2050 年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碳中和”，即二氧化碳净排

放量降为零。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欧洲绿色协议”旨在通过将气候和

环境挑战转化为政策领域的机遇，以实现欧盟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欧洲绿

色协议”提出了行动路线图，通过转向清洁能源、循环经济以及阻止气候变化、

恢复生物多样性、减少污染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Y3MjExNQ==&mid=2652305576&idx=1&sn=70e1c17f41de812ac9a5042e49f7a07f&chksm=8bb81f74bccf9662cc427eae841e16d28728800599f063162e6a2b3505d2cf6d7b627294ed8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77275195668&sharer_shareid=29c5421840e3a7fe62954cf82c34ce96&key=9204bcdd27917dbff1fd5da8c55909270e167d09d361bb7b6fcfa0743b015f4b5d5f57f0a83066b2594257ee18cd3316a129dde35ea5fbcab21fee37b6c9077058a8d5d024795daa048df0379c0747e0&ascene=1&uin=MTU0NDcxNzg2MA%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80052&lang=zh_CN&exportkey=ARR3obYDXCFxXFndDveOeKU%3D&pass_ticket=YBDdwbiJKVAUwOycBDs7alm0hbMjojQadapTJidjTNul360DAYOnFPE0TIxIuLp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zY3MjExNQ==&mid=2652305576&idx=1&sn=70e1c17f41de812ac9a5042e49f7a07f&chksm=8bb81f74bccf9662cc427eae841e16d28728800599f063162e6a2b3505d2cf6d7b627294ed81&mpshare=1&scene=1&srcid=&sharer_sharetime=1577275195668&sharer_shareid=29c5421840e3a7fe62954cf82c34ce96&key=9204bcdd27917dbff1fd5da8c55909270e167d09d361bb7b6fcfa0743b015f4b5d5f57f0a83066b2594257ee18cd3316a129dde35ea5fbcab21fee37b6c9077058a8d5d024795daa048df0379c0747e0&ascene=1&uin=MTU0NDcxNzg2MA%3D%3D&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80052&lang=zh_CN&exportkey=ARR3obYDXCFxXFndDveOeKU%3D&pass_ticket=YBDdwbiJKVAUwOycBDs7alm0hbMjojQadapTJidjTNul360DAYOnFPE0TIxIuLpe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496830244448243&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496830244448243&wfr=spider&for=pc
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91213/1902468.shtml
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91213/19024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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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协：1990年以来航空旅客平均碳排放量已锐减 50%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 

12 月 18 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数据显示，自 1990 年以来，每位旅客

碳排放量已锐减 50%以上。从 2009 年开始，年燃油效率提升 2.3%，高于目标约

0.8个百分点。更为高效的飞机和运营效率亦在助推减排进程。此外，全球航空

运输业碳中和方案及减排计划(CORSIA)将推行，以期国际航班自 2020 年起实现

碳中和增长，并募集约 4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科技应用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 APP 正式启动 

来源：新华网 

12 月 3 日，“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 App 在深圳举行的“一

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暨国合会 2019 年圆桌会议上正式启动，该 App 旨在搭建

一个移动端的大数据平台信息共享渠道，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和数

据支持。平台下设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以及环保技术国际智汇等 5个子平台。平台“首页”开

通了新闻资讯、政策法规、绿色技术、国别信息四大栏目，可以帮助用户实时掌

握“一带一路”最新动态；“数据中心”用于展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生态环

境动态，包括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水环境、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等数据信息；

“国情”栏目重点分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工业、农业、服务业、金融、环保

等方面的信息。 

 

《全球能源互联网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报告》研究称：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降低

减排成本 

    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12 月 9 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举行边

会，并在会上发布《全球能源互联网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由全球

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编写，

依托国际权威模型和数据库，量化模拟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 2 摄氏度和 1.5 摄氏

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91218/1903285.shtml
http://greenfinance.xinhua08.com/a/20191218/1903285.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198450152656915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1984501526569152&wfr=spider&for=pc
http://news.bjx.com.cn/html/20191211/1027729.shtml
http://news.bjx.com.cn/html/20191211/10277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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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温控目标的减排情景、技术方案和各大洲行动，系统评估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经

济社会、气象气候、环境健康等综合效益，旨在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行动指

南。报告说，1970 年至 2018 年，全球化石能源利用排放的二氧化碳累计达 1.1

万亿吨，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70%以上。 

 

我国未来的节能技术发展重心将向智慧建筑、智慧照明倾斜 

来源：南方电网报 

近日，南网能源院发布《南方五省区综合能源服务市场报告(2019 年)》。报

告显示，从技术发展趋势看，我国未来的节能技术发展重心将向智慧建筑、智慧

照明倾斜。技术发展将强化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城市智慧照明，推动宜居综合改

造试点城市建设等。商业模式上，行业链整合商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打造绿色建筑

全产业链，大幅提高新建建筑中绿色智慧建筑比重；打造智慧照明设备与増值服

务生态，进一步推动城市绿色发展。 

 

国家林草局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发展经济林产业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12 月 3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围绕经济林产业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在电子商务、电商扶贫、大数据应用、

互联网社会化金融服务、线上培训、钉钉平台、前沿技术示范等领域开展合作。

双方将积极推进经济林产品产销对接。依托淘宝等阿里电商平台，探索建立核桃、

枣等大宗经济林产品电商交易平台，畅通产销渠道，支持区域性品牌建设，打造

产品现代供应链体系、追溯体系、评价体系，培育成熟稳定的经济林产品消费市

场。双方将利用双方精准扶贫资源、技术优势，联合开展经济林产业扶贫攻坚。

率先在广西罗城、龙胜和贵州独山、荔波等 4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定点扶贫县优

先布局打造电商扶贫示范县，在具备条件的贫困地区联合培育淘宝村、淘宝镇，

开拓高品质特色经济林产品市场，助力林草产业精准扶贫。双方将共同构建社会

化的技术服务、金融支持、职业培训三大体系，提升产业整体水平，推进经济林

产业体系建设。 

 

 

https://www.in-en.com/finance/html/energy-2241736.shtml
http://www.greentimes.com/greentimepaper/html/2019-12/04/content_33387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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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绿色出行一体化服务平台上线 

来源：新京报 

近日，北京市交通委与高德地图共同启动了北京交通绿色出行一体化服务平

台，即 MaaS 平台。平台整合了公交、地铁、市郊铁路、步行、骑行、网约车、

航空、铁路、长途大巴、自驾等全品类的交通出行服务，能够为市民提供行前智

慧决策、行中全程引导、行后绿色激励等全流程、一站式“门到门”的出行智能

诱导以及城际出行全过程规划服务。下一步，北京 MaaS 平台还将在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智慧诱导、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交通服务保障、救护消防车辆“一路护航”、

公交线网优化、回天地区交通疏导缓堵等多方面发挥大数据支撑和辅助决策作用。

根据交通部门的规划，希望到 2022 年，每年实现 5000 万人次从自驾到公共出行

的绿色转化，每天为 80%市民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智能+出行”社会经济价值研究蓝皮书发布 

来源：阿里研究院 

近日，高德地图联合毕马威与国研经济研究院，围绕“智能+”系列话题进

行探讨，并发布“智能+出行”社会经济价值研究蓝皮书。研究指出，小汽车是

城市空气污染物质的重要来源，缓解交通拥堵可有效减少车辆原地怠速时间以及

频繁的刹车与启动行为，进而减少额外燃油消耗产生的尾气排放。根据研究测算，

高德全年潜在帮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60.4 万吨，一氧化碳 1.09 万吨，及其他污

染物质。 

 

英国将借助卫星技术应对气候变化 

来源：新华网 

英国政府 12 月 30 日宣布，将组建一个新的卫星数据中心，利用先进的卫星

技术来分析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便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英国商业、能源与

产业战略大臣安德烈娅·利德索姆说，这个新的卫星数据中心将提供实时卫星图

像，展示出气候变化带来的真切影响，这也将帮助开发出更具创新性的新方法来

应对这种挑战。据介绍，研究人员将基于对高精度卫星图像的分析来更好地评估

海平面上升、温室气体排放、冰川消融、森林退化等情况，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气

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为政府在制定相关预防措施方面提供科学依据。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2/05/c_1125309111.htm
https://mp.weixin.qq.com/s/1Jr8Fy2IMX0ad4AeWDzyLA
http://news.cctv.com/2019/12/31/ARTI0VHKNfXXb6xun1eIU1gA1912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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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度报道 

《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要点解析及建议 

2019 年 12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印发《碳排放权交易有

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该规定的公布为碳排放权交

易有关会计处理提供了规范和参考，比 2016 年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

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更简化更具操作性，为全国碳市场的建设提

供了制度规范，提高碳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与可比性。本文将概括该《暂行规定》

的要点和总结其出台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进一步开展碳会计工作的建议。 

一、《暂行规定》要点概括 

1. 明确会计处理原则 

《暂行规定》中明确重点排放企业通过政府免费分配等方式无偿取得的碳排

放配额不需做账务处理；而通过购买所得的配额，需在购买日按照成本计量入账

并确认为资产。 

2. 新增“碳排放权资产”科目 

《暂行规定》要求企业设置“1489 碳排放权资产”科目，用于列报有偿取

得的碳配额。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暂行规定》只要求企业新设“碳排放权

资产”这一资产类科目，并未要求其在负债端新设“应付碳排放权”科目，降低

企业碳排放交易记录对会计报表整体的影响。 

3. 简化账务处理 

根据《暂行规定》的会计处理原则，重点排放企业对取得的碳排放配额作如

下账务处理。对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的相关交易，可参照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在

“碳排放权资产”下设置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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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报列示和披露 

重点排放企业将“碳排放权资产”科目的借方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其他

流动资产”项目列示。同时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下列信息： 

1) 列示在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中的碳排放配额的期末账面

价值，列示在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中碳

排放配额交易的相关金额。 

2) 与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信息，包括参与减排机制的特征、碳排放战略、

节能减排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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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排放配额的具体来源，包括配额取得方式、取得年度、用途、结转原

因等。 

4) 节能减排或超额排放情况，包括免费分配取得的碳排放配额与同期实

际排放量有关数据的对比情况、节能减排或超额排放的原因等。 

5) 碳排放配额变动情况，具体披露格式如下。 

 

 

二、《暂行规定》出台的意义 

此次公布的《暂行规定》总体上将会计处理的指导意见做了简化，包括对账

务处理、信息披露的要求，对重点排放企业实际账务处理具有很强的指导性。规

定保留了将碳排放权作为资产的思路，与国际主流观点保持一致。 

1. 明确将碳排放权作为资产 

国际上目前已公认应将碳排放权视作企业的一项资产进行确认和后续计量，

只是就该资产的性质问题仍存在争议。主要观点是将其视为存货、无形资产或者

金融资产三种不同资产分类进行后续会计处理，但具体该如何计量并无明确规定。 

《暂行规定》将碳配额视作资产并在会计报表中单独列报，这与国际上的主

流观点保持一致。新增“碳排放权”科目单独列报也解决了对于排放配额与

CCER 资产属性划分的争论，单独列报在财务报表中还方便利益相关方明确企业

碳排放权相关资产规模和价值。 

现阶段我国碳金融市场活跃度不高，产品创新能力不足，碳金融产品数量少，

形式单一。将碳排放权视作资产在财务报表中“其他流动资产”单独列报，也可

向投资者释放一种信号，即碳排放权也与企业其他资产如应收账款一样，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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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资产，且具有高流动性。这会提升投资者对碳资产价值的认可度，增加碳

排放权作为投资标的的吸引力，促进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2. 简化的要求对企业更具实际参考价值 

比起财政部先前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此次《暂行规定》对科目设置和账

务处理的要求都更加简化，对重点排放企业会计账务处理更具指导作用。《征求

意见稿》要求同时设立资产科目“碳排放权”和负债科目“应付碳排放权”，并

要求企业当期累计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的，在实际排放行为发生时，按照当期实

际超排部分的公允价值，借记“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应付

碳排放权”科目。这给企业实际会计核算增加难度，一是企业无法实时获得自身

碳排放量数据，二是对碳排放权公允价值的选取存在争议。 

另外，由于其对配额的账务处理只影响到资产类科目和营业外收支科目，对

费用类、损益类科目没有影响，因此不会影响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列报。

将碳排放配额的交易记录单独列报，不与企业主营业务混淆记录，可以从会计报

表表观上保持主营业务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减少报表对报表使用者的影

响。 

3. 明确对碳排放权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 

《暂行规定》内容除了对碳排放权的相关账务处理作出规定外，对碳排放权

相关信息披露也提出了相应要求。具体表现在：在财务报表中，企业应对增设的

“碳排放权资产”科目期末余额进行列报；在财务报表外，企业应在财报附注中

详细披露包括减排措施、会计政策、配额持有及变动情况、配额交易情况等相关

信息，并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和真实性。 

详细的信息披露更能体现企业碳排放交易的实质，有助于提高相关交易信息

的使用价值，帮助报表使用者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暂行规定》不仅要求企业

在财报中增设相应资产科目来记录企业持有碳排放权情况，还要求企业在财报附

注中详尽披露碳排放权相关交易信息，对交易加以解释。这种数字、文字和图表

结合的形式，可以让非财务专业的其他利益相关方清楚明白地了解企业碳交易。

另外，详细的信息披露提供了更多前瞻性信息，提高了信息对决策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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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碳会计工作的相关建议 

1. 加强利益相关方碳会计能力建设 

碳会计作为碳市场发展的配套制度，对碳市场的发展和场内金融产品的创新

起重要作用。在全国碳市场尚未有实质交易前，财政部出台的这一《暂行规定》

可提前使相关控排企业有章可循，规范会计信息处理。只有真实准确地记录碳交

易事项，才有在此基础上发展更多金融产品创新的可能性。 

碳会计是伴随着碳市场兴起而产生的新兴领域。目前我国缺少具备碳市场和

会计专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政府和企业应开展详细的碳会计课程，借鉴国际上

的先进经验，对碳市场尤其是碳会计核算的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不断补充和

更新其专业知识，培养其专业视角，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通

过对参与者进行碳会计能力建设，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碳会计人才，更好地

为相关方服务，促进碳市场和碳金融良性健康发展。 

2. 完善碳核查和碳审计制度 

碳会计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相关财务规范的制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

也同样重要。建议尽快完善碳核查制度，制定统一的核查标准，加强 MRV（监测、

报告与核查）体系建设。由于目前多数控排企业缺乏碳核查的专业知识，建议引

入第三方碳核查服务，并对核查机构的行为进行规范。 

此外，鉴于目前纳入碳市场的公司一般规模较大，都会进行年度财务审计。

为保证碳排放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建议制定碳审计制度，鼓励会计师事务所

参与到碳审计中，给予审计公司客观可执行的指导意见，加强审计报告的专业性

和可信度。 

3. 进一步展开碳会计相关研究 

《暂行规定》在执行层面上比 16 年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更具操作性，对

《征求意见稿》中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解决。明确的会计处理要求也利于金融

机构对碳资产进行估值，为碳金融的创新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为碳债券、碳期货、

碳保险等的设计提供具有公信力的估值依据，加快金融产品的落地速度。 

但《暂行规定》中仍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推演的细节。比如其规定应采用历

史成本法对碳配额进行计量确认，这可以简化会计核算手续，不必经常对账目进

行调整，保证会计信息可靠性。但历史成本法有效的关键在于配额价格的长期恒

定，而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建立，配额价格可形成有预期可参考的波动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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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于碳市场的“Cap and Trade”原理，配额的发放必然是缩紧的趋势，导致

长期来看配额价格呈上涨趋势。历史成本法是否还能客观反映配额市场价值，需

要进一步考证。有关部门仍应进一步广泛听取利益相关方，如重点排放企业、碳

排放交易所、会计事务所等的建议，收集实际操作中碰到的有关问题和意见反馈，

对潜在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深度研究，必要时对暂行规定进行完善。 

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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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大中，多次被提及的《排放差距报告》讲了什么 

201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12 月 15 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闭幕。在大会

讨论期间，有一份重要报告被多次提及，那就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早前发布的年

度《排放差距报告》。这份报告究竟阐释了什么？它为什么对气候行动如此重要？

让我们一起探索关于该报告的十件事。 

 “排放差距”是什么？ 

“排放差距”也被称为“减排承诺差距”。它衡量了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

需要实现的减排量与各国正在实施的减排努力之间的差距，体现了各国需实现的

碳排放水平与各国根据《巴黎协定》承诺预期达到的碳排放水平之间的差异。 

 它有何重要意义？ 

这一差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各国无法缩小差距并实现最终减排目标，

全球将面临愈发严峻的气候影响。因此，有必要让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公民都充分

意识到差距的存在，从而推动各国做出有效的补救措施，确保所做的减排承诺足

以弥补差距。 

 《排放差距报告》衡量了什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度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审查了各国在兑现减排承诺、

缩小排放差距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同时，它还就如何加强减排力度、弥合排放差

距为各国指明关键机会所在。 

它衡量并预测了三条趋势线： 

1) 追踪每一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直至 2030 年。 

2) 各国做出的减排承诺及这些承诺对总体减排进程产生的影响。 

3) 为实现 1.5℃温控目标，全球须达到的减排水平和步伐。 

 目前世界各国做的怎么样？ 

自 10 年前发布首份《排放差距报告》以来，各国落实的减排力度相较其应

该实现的减排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在 2020 年到来之际，我们需要大幅提

振雄心，确保 2020-2030 年间每年实现 7.6%的减排水平，否则，我们将永远失去

全球 1.5℃控温的历史机会。 

如果依旧死守当前远远不够的减排目标，气温很可能在工业化前水平的基础

上提高 3.2℃，那时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 

 碳排放都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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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0 年中，排名前四位的碳排放国家和地区为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

总量占全球碳排放 55%以上。如果将毁林等因土地用途改变而导致的碳排放量

计算在内，排名会有所改变，最大碳排放国或为巴西。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碳排放量共计占据全球总排放量的 78%，而其中七个

国家尚未出台相关政策或战略来兑现其《巴黎协定》减排承诺。 

碳排放量最多的为能源部门及化石燃料排放，工业占第二位，其次是林业、

运输业、农业和建筑业。 

 为什么要强调年减排量？ 

如今，各国需要实现的年减排量为 7.6%，而如果 10 年前能按照该报告的科

学依据开展减排努力，这个数字仅为 3.3%。当前若还不行动，到 2025 年，各国

需完成的年减排量会大幅增至 15.5%。 

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我们将面临着更极端、困难和昂贵的减排负担。 

 差距还能补得上吗？ 

报告显示，只要在 2030 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即 2020 年起年减排量达到

7.6%，我们仍有机会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内。 

如今，各国掌握了推动能源、运输系统以及城市脱碳的科学和技术，拥有了

阻止毁林和实现大规模再造林的知识，且相关成本处在可承担范围。我们进一步

需要的，是政府雄心勃勃的承诺以及公民的大力支持。 

幸运的是，对抗气候变化的多重好处，如清洁空气、提升人们健康水平、绿

化城镇和城市、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等，被越来越多人看到。人们能做的和付诸

行动的意愿都在迅速增长。 

 弥补差距有哪些解决方案？ 

能源部门的全面脱碳是必要且可行的，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对于能源转型

至关重要。每个部门及每个国家都拥有独特的机会推广可再生能源，保护自然资

源、生命和生计，实现脱碳转型。 

截至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所能实现的潜在减排量达 121 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这相当于 250 万个燃煤电厂的年产量，超过当前正在运营的数额。此外，

2050 年前，运输行业电气化能帮助该部门减排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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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国家表现如何？ 

《排放差距报告》在第二章介绍了全球排放量情况，列举了各个国家当前的

减排承诺，并针对许多国家发布了相关分析，帮助各国确定关键机会，加速脱碳

进程。 

 我能做什么？ 

减排并非只是国家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应对此有所行动。希望你也能重视气

候危机，点击原文链接，阅读《排放差距报告》, 持续关注并敦促拥有决策权的

部门和人员即刻行动！ 

来源：联合国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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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情简报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国内碳市场交易行情： 

在配额线上成交均价方面，12 月，在二级市场价格方面，北京配额价格跌

宕起伏，从 55元/吨上涨至 70元/吨，价格依然最高；重庆配额价格小幅下跌至

28元/吨，但目前仍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天津、福建配额价格分别小幅上涨至

15.40元/吨、14元/吨；深圳配额价格小幅下跌至 5.48元/吨。其他地区市场的

配额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其中上海配额价格在 45元/吨左右；广东配额价格在 27

元/吨左右；湖北配额价格在 26元/吨左右。 

在成交方式方面，各地均有成交，其中广东、湖北、北京、深圳同时存在线

上交易与线下交易，其余试点均为线上成交。 

在成交量和成交额方面，12 月，9 个区域碳市场共成交配额 669.16 万吨，

交易额 1.74亿元，分别较上月下跌 47.62%、41.53%，主要贡献来自于广东、湖

北，占本月各试点总成交的 45.02%、40.96%。本月，深圳成交 3.59 万吨，较上

月下跌 97.90%；上海成交 2.13 万吨，较上月下跌 98.71%；北京成交 12.69 万

吨，较上月上涨 37.54%；广东成交 301.23万吨，较上月上涨 52.88%；天津成交

0.04 万吨；湖北成交 274.10 万吨，较上月下跌 62.69%；重庆成交 75 万吨，较

上月上涨 73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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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9年 12月 31日，我国 9个碳市场共成交 3.77亿吨，成交额 83.48

亿元，其中线上交易共计 1.52 亿吨，成交额 38.05 亿元。广东、湖北成交量和

交易额最高，位于第一梯队；深圳、上海、北京成交量和交易额均位于第二梯队；

福建、重庆、天津的成交量和交易额相对较低，位于第三梯队。 

 

自愿碳市场交易行情： 

截至 2019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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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我国 9个碳市场 CCER共成交 134万吨，较上月下跌 38.81%。

12月，上海、广东、四川、福建、深圳五地均有成交，其中上海、广东较为活跃，

分别成交 58万吨、51万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日，我国 9 个碳市场 CCER 共成交 2.08 亿吨，其中上

海成交 8955万吨，占比 43.15%；广东、北京、深圳位列第二梯队，CCER累计成

交量 1841 万吨～4268 万吨；四川、湖北、福建、天津位列第三梯队，CCER累计

成交量 241万吨～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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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核证减排量共成交 31.80 万吨，较上月下跌 23%；本月价格小幅波

动，最后一日收盘价为 0.22欧元/吨，较上月上涨 15.79%。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欧盟排放配额交易行情： 

12 月，欧盟排放配额共成交 3亿吨，较上月下跌 8.16%；本月配额价格跌宕

起伏，最后一日收盘价为 25.09欧元/吨，较上月下跌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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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构动向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助力新疆察布查尔县碳汇生态扶贫 

12 月 17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与察布查尔生态扶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举行

“新疆察布查尔县林业碳汇项目”签约仪式，标志着察布查尔县首个林业碳汇项

目正式启动。 

 

林业碳汇指利用森林的储碳功能，通过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减少毁林

等活动，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按照相关规则与碳汇交易相结合的过

程、活动机制。林业碳汇具有生态、社会等多种效益，我国高度重视林业碳汇的

发展，并明确将林业碳汇自愿减排项目优先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与察布查尔生态扶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此次合作，是林

业项目借助碳市场促进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是察布查尔

县首个签约成功的林业碳汇项目，为察布查尔县生态环境改善、林业可持续发展、

森林资源利用价值提升、助力脱贫攻坚等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将探索更多利用碳资产开发和管理的手段，量化生态效益，

引入社会资本，构建社会各界参与的可持续的碳汇扶贫模式，助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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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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公众号，获得更多资讯  

 

建议与投稿：contact@mailtc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