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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与倡议 

交通部、发改委印发《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  

来源：交通运输部 

7月 23日，国家交通部、发改委印发《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方案》

明确指出，以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公交都市创建城市、其他城区人

口 100 万以上的城市作为创建对象，鼓励周边中小城镇参与绿色出行创建行动。

通过开展绿色出行创建行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导公众出

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降低小汽车通行总量，整

体提升我国各城市的绿色出行水平。到 2022 年，力争 60%以上的创建城市绿色

出行比例达到 70%以上，绿色出行服务满意率不低于 80%。公交都市创建城市将

绿色出行创建纳入公交都市创建一并推进。 

 

八部门印发意见 加快推进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 

来源：人民网 

8月 7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

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快递

绿色包装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2 年年底前，制定实施快递包装

材料无害化强制性国家标准，基本建立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的快递绿

色包装标准体系。《意见》紧扣快递包装治理“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的要

求，提出了未来三年我国快递绿色包装标准化工作的总体目标，列出了标准体系

优化、重点标准研制、标准实施监督、标准国际化等 4 个方面 8 项重点任务。

《意见》的出台，将加速快递包装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相关成果转化为标准，

不断完善标准与法律政策协调配套的快递绿色包装治理体系。 

 

推动林权交易进平台 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来源：国家发改委 

7月 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林草局印发《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

林权交易数据规范》，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林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这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26/content_5530095.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415936512055261&wfr=spider&for=pc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8/t20200810_1235755_ex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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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

享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公共资源交易“应进必进”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对

于拓展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覆盖范围，推动林权市场化交易，打通“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具有积极意义。《规范》定义了国家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平台林权交易业务领域的数据集与数据项要求，将为省级平台与全国平台

系统共享交换林权交易数据提供明确依据。 

 

国家发改委：到 2023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来源：全国能源信息平台 

7 月 3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等三部门联合

印发了《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日前，国家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实施方案》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其中提到《实施方案》

提出全面推进焚烧处理能力建设，在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超过 300吨的地区，加快

发展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方式，到 2023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在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不足 300吨的地区探索开展小型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试点。鼓

励跨区域建设焚烧处理设施。开展既有焚烧处理设施提标改造，统筹建设焚烧飞

灰处置设施。 

 

生态环境部：火电建设项目应对新增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削减替代 实现区域“增

产不增污” 

来源：生态环境部 

8 月 14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公开征求《重大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

量削减替代监督管理工作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指南适用

于生态环境部和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的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石化、煤化

工、火电（含热电）、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制浆造纸行业建设项目。市级生态

环境管理部门审批的重大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建设项目新增污染物排放的，建

设单位应对新增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削减替代，通过区域现役污染源治理措施，实

现区域“增产不增污”，确保项目投产后区域环境质量不恶化或改善。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343132774790873&wfr=spider&for=pc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8/t20200814_79366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8/t20200814_793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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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联合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 

来源：国家能源局 

7月 1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中发〔2015〕9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及配套文件关于推进

电力体制改革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电力中长期交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于近日联合修订印发《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重点从市场准入退出、

交易组织、价格机制、安全校核、市场监管和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完善和

深化，丰富了交易周期、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优化了交易组织形式，提高了交

易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增强了中长期交易稳定收益、规避风险的“压舱石”作用。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发布 

来源：人民网  

7 月 14 日，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开发布《公民生

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0年）》，覆盖《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中

10类行为领域，并重点关注生态环境、践行绿色消费、参加环保志愿活动和污染

防治攻坚战公众评价等专题。调查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公民自身环境行为对保

护生态环境重要，但不同领域践行程度呈现明显差异。在呵护自然生态、选择低

碳出行和节约能源资源方面践行程度较高，能够做到“知行合一”。在参与监督

举报和参加环保志愿活动，公众表现较为积极。在践行程度相对较差的是践行绿

色消费、减少污染产生、关注生态环境和分类投放垃圾等行为领域，仍然存在“高

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现象。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发布：气候系统变暖加速 

来源：国家气候中心 

8月 24日，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

提供中国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最新监测信息，科学客观地反映气候系统变化的新状

态，切实发挥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撑作用。《蓝皮书（2020）》显示，气候系

统多项关键指标呈加速变化趋势。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气候极端性增

http://www.nea.gov.cn/2020-07/01/c_139180870.htm
http://env.people.com.cn/n1/2020/0714/c1010-31782772.html
https://mp.weixin.qq.com/s/imZOsVOtDxLkQtUQQstl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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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水变化区域差异明显、暴雨日数增多；我国生态气候总体趋好，区域生态

环境不稳定性加大。 

 

《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12月 1日起施行 

来源：天津日报  

    7 月 29 日，天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天津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今年 12月 1日起施行。《条例》

依据国家有关标准，结合天津市实际情况，将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要求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的全程分类管理系统，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全覆盖。 

《条例》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组织应

当实行绿色办公，优先采购和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提高再

生纸的使用比例，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

餐饮经营者应当在餐饮服务场所设置节俭消费标识，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餐饮

经营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餐具。旅游、住宿经营者不得主动向消费者

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等。 

  

http://tj.people.com.cn/GB/n2/2020/0730/c375366-341952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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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动态 

绿色金融 

生态环境部：“十三五”累计下达生态环境资金 2248亿元 

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7 月 28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 7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

司司长邹首民表示，“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部配合财政部管理的生态环境资金

有四项，累计下达 2248 亿元。其中，水污染防治资金 783 亿元，大气污染防治

资金 974 亿元，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285 亿元，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206 亿元。

邹首民谈到，水污染防治资金 783亿元重点支持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流域

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资金对各地消减劣 V类断面、建

立重点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解决黑臭水体、改善环境质量发挥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业绩评价公开征求意见 央行将加强对绿色金融激励约束 

来源：中国经营报 

7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印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金

融业绩评价方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 2018 年 7 月发布的《关于开展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进行了更新。《方案》明确了

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的实施原则、覆盖的业务范围、实施的责任主体及被考核的对

象、评价周期、数据来源、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的应用场景等内容，并对前期考

核过程中遇到的极端情况和因政策调整导致的过渡期进行了特别安排。 

 

拟参与绿色金融术语研究 绿会绿色金融与人民银行研究局积极沟通 

来源：中国绿发会 

8 月 17 日，人民银行研究局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发布了其对绿

色金融术语起草发布的主要负责单位身份，并公示至 8 月 31 日。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色金融工作委员会高度关注

此事，并就参与绿色金融术语研究和起草工作一事，与人民银行研究局进行了多

次沟通。 

http://www.cgpnews.cn/articles/53426
http://finance.sina.com.cn/esg/2020-08-03/doc-iivhvpwx8950487.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624088345743006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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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术语标准规定了常用的与绿色金融领域有关的术语，包括基础术语、

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票据、

环境权益、碳市场、碳金融、环境效益、环境成本、生态补偿机制、绿色金融统

计、绿色金融保障机制及机构的术语。 绿色金融术语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所有的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和管理。 

 

首期规模 885亿元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揭牌运营 

来源：第一财经 

7 月 15 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运营。国家绿色发展

基金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由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共同发起设立的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旨在健全多

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渠道，利用市场机制支持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推动美丽

中国建设。基金由财政部委托上海市政府进行管理，采取公司制形式。在国家有

关部门、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和有关金融机构、企业的支持下，基金首期规模达

885亿元人民币。基金将重点投资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

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领域。 

 

国开行成功试点多市场同发“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绿色金融债券  

来源：新华网 

7 月 29 日，国家开发银行在上海成功通过多市场发行 3 年期 100 亿元首单

“应对气候变化”专题“债券通”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 2.4984%，所募集资

金将用于低碳运输等绿色项目，减缓和抑制气候变化，降低污染物排放。 

据介绍，此次国开行试点多市场同时发行一只债券，是该行创新推动债券市

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债券市场要素自由顺畅流动，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的又一举措。本次发行贯通境内外，跨越银行间、交易所和商业银行柜台市

场，获得全球投资人踊跃认购。其中，通过上海清算所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50

亿元，认购倍数达 15.52 倍；通过上交所、深交所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 20 亿

元，合计认购倍数达 2.70倍。 

 

 

https://www.yicai.com/brief/100701653.html
http://www.xinhuanet.com/money/2020-07/29/c_11263007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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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金融总部在沪成立 将成绿色金融服务先行者 

来源：央视 

为积极配合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8 月 18 日，长三角一体化金融总

部在沪成立，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服务方案发布。长三角金融总部的成立，将

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推动者、创新转型的实践者、绿色金融服务的先行

者。未来将以“新兴、创新、转型”为特点，重点推进以“客户、产品、组织、

保障”为核心的四大体系建设，立足上海，辐射周边，结合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特

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具有创新特色的金融发展新高地。 

 

《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 

来源：搜狐网 

7 月 22 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

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借鉴绿色金融前沿

研究成果，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设，规定在特区内注册的金融行业上市公

司、绿色金融债券发行人、已经享受绿色金融优惠政策的金融机构的环境信息披

露的责任，并明确规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时间和方式等要求。同时规

定了未按要求披露环境信息企业的法律责任。 

 

山西银保监局部署绿色金融工作重点 推行不力将被问责 

来源：搜狐网 

8月 4日，从银保监会官网获悉，山西银保监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

金融工作的通知》，对辖内银行保险机构下一阶段的绿色金融工作做出重点部署。

《通知》主要提出五点要求：一是充分认识发展绿色金融的重大意义；二是持续

提升绿色信贷服务质效；三是构建完善绿色保险服务体系；四是强化监管引领推

动；五是支持大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值得关注的是，为强化绿色金

融工作的激励约束，山西银保监局将建立有效的绿色信贷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

制，落实激励约束措施，从源头上提升发展绿色金融的内生动力。对违反绿色信

贷工作规定并酿成重大环境、社会风险以及资金安全性问题的，严肃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8-18/doc-iivhvpwy1655406.shtml
https://www.sohu.com/a/409219302_99963022?_f=index_betapagehotnews_1&_trans_=000014_bdss_dkgyxqsP3p:CP=
https://www.sohu.com/a/411536215_639898?_trans_=000014_bdss_dktf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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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出台 80条金融举措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来源：南方日报 

7 月 31 日，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广东银保监局、广东证监局等共同印

发了《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实施方案》。据《方案》，

针对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出 20 条具体措施。其中关于碳市场的内容包括：

充分发挥广东省内碳排放交易所的平台功能，搭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权益交易与

金融服务平台。充分依托广东的碳交易平台，开展碳排放交易外汇试点和碳金融

业务创新，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以外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碳排放权交

易，鼓励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碳排放权交易。 

 

 

低碳环保 

第六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召开 

来源：生态环境部 

7 月 30 日，第六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出席会议。黄润秋表示，2020 年是新一轮金砖国家生态环境合作的开

局之年，也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的前所未有冲击，中国政府始终毫不放松对生态环保的要求，保持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不动摇，坚持依法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不动摇，坚持守住生态环保

底线不动摇。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以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力做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同时，中国努力落实金砖国

家生态环境合作共识，深入推进环境可持续城市伙伴关系倡议，积极发挥金砖国

家生物多样性合作机制作用，加强与其他金砖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交流合作。 

 

 

 

http://www.gov.cn/xinwen/2020-08/01/content_5531785.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7/t20200731_792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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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国低碳日”举办线上主题宣传活动 

来源：生态环境部 

7 月 2 日是第 8 个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低碳、全面小康”。7 月 2 日

上午，由生态环境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20 年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

活动于多家线上平台播出。 

活动中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推

动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要途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始终坚持走符合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实施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取得积极成效，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中国贡献。此外，

线上主题活动中，还正式启动了 2020气候投融资全球征文活动，并发布了 2022

年冬奥会低碳小程序。 

 

解振华：绿色出行普惠平台启动 顺应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创新潮流 

来源：人民网 

8 月 28 日，“2020 绿色经济发展论坛暨绿色出行普惠平台深圳启动会”在

深圳举行。解振华表示，绿色出行普惠平台启动，顺应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创新

的潮流，促进了绿色出行创新的国家行动，助推节能环保、简约适度的生活新风

尚。交通运输是能源消费大户，也是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重要来源。解振华

说，我国交通领域二氧化碳的排放呈近中期快速增长，中远期缓慢增长的趋势。

因此，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转型对于疫情后经济高质量复苏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新型城镇化、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改委指导 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 

来源：法制网 

7 月 31 日，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出品的首部气候变化科幻电影

《致命复活》在北京首映。这部影片围绕全球气候变暖话题展开，通过艺术化的

电影情节设计，呼吁公众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当每一个人

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007/t20200702_787122.shtml
http://env.people.com.cn/GB/n1/2020/0828/c1010-31840711.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20-07/31/content_82655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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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少开一天车、少亮一盏灯、少用一次塑料变为自觉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改变气

候变化的现状，挽救人类于危难。 

 

国家能源局：我国能源行业总体信用状况良好 

来源：人民网 

近日，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编制并发布《能源行业信用状况年

度报告(2020)》。《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能源行业市场主体总体信用状况良

好，不良信用记录量与 2018 年相比下降趋势明显。不良信用记录多集中在电力

建设类、煤炭生产类、煤矿建设类、油气销售类企业。《报告》对 81409家能源

企业进行了信用状况综合分析，其中电力类 38025家，占比为 47%;油气类 25675

家，占比为 31%;煤炭类 17709家，占比为 22%，所涉及的能源行业信用信息数据

主要来源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能源行业信用信息平台。 

 

碳交易复苏 欧盟碳价创 14年新高 

来源：中国能源报 

7 月 13 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12 月交付的二氧化碳价格达到

每吨 30.8 欧元，上涨幅度达到 5%，创下近 14 年来的新高。自欧盟从新冠肺炎

疫情“封锁”中恢复以来，欧盟推动“绿色复苏”的力度日增，碳价呈现持续攀

升趋势。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于 2005 年，多年来在控制欧盟碳排放量上起

到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电力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体排放量的 65%左右，

这也是欧盟此前收紧碳排放许可供应主要针对的领域。 

 

欧盟推动港口绿色转型 

来源：海洋能源与工程资讯平台 

挪威船级社（DNV GL）在一份新报告《港口：通往欧洲的绿色门户——港口

脱碳所需的 10大绿色转型》中指出，未来 30 年，通过将港口打造为可再生能源

中心，并利用海上风电及氢能将其发电产能提升十倍以上，可确保港口在应对全

球脱碳进程的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10大绿色转型包括：港口相关的电气化；航

运燃料的转变行业电气化；海上风电并网；能源系统一体化；氢能作为原料及能

http://www.nea.gov.cn/2020-08/28/c_139324550.htm
http://www.tanpaifang.com/tanjiaoyi/2020/0722/72689.html
http://www.tanpaifang.com/tanguihua/2020/0721/72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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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使用；化石燃料电厂逐步关闭；碳捕集与封存；新规定出台；发展循环经济

与生态经济。 

 

航运碳排放将被纳入欧盟碳市场 

来源：海运圈聚焦 

7月 7日，欧洲议会同意在 2021年将航运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

并呼吁航运公司制定有约束力的目标。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还提出利用 ETS拍卖

的收入，在 2023年到 2030年建立“海洋基金”，资金来源是 ETS下拍卖津贴的

收入，以提高船舶的能效。 

 

微软耐克星巴克等宣布组建碳减排联盟 

来源：新浪财经 

7月 21日消息，微软、耐克、星巴克、联合利华与达能集团等跨国公司正在

组建一个新的联盟，致力于分享减少碳排放的资源和策略。该联盟名为“向净零

过渡”，成员还包括梅赛德斯-奔驰、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印度 IT巨头 Wipro

以及巴西化妆品巨头 Natura，未来还将招募新的成员。该联盟将与非营利机构

环境保护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合作，并将分享关于减少排放、

投资于碳减排技术和协调公共政策目标的信息。 

 

天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 扎实深入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来源：天津日报 

7月 7日，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市委副书记阴

和俊调研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并召开现场推进会，研究会商协调解决建设中存在

问题。李鸿忠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不动摇，保持战略定力，强化责任担当，抢时间、抓进度、保质量，扎实深

入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在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之间建设 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区，是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截至目前，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

达到 14.28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达到 20.4%，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 63.5%。 

http://www.hyqfocus.com/jsp/model.jsp?id=35672&modelType=1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20-07-21/doc-iivhvpwx6631696.shtml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0-07/08/content_151_29557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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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应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能源署呼吁推动气候友好型制冷转型 

来源：经济日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国际能源署（IEA）共同发布的题为《制冷系

统排放和政策综合报告》呼吁，如果全球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推动实现节能和气

候友好型制冷转型，未来 40年将避免多达 4600亿吨温室气体的排放。执行《蒙

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制定并实施《国家制冷行动计划》，加快向气候

友好型制冷过渡，制定和实施最低能效标准和能效标识，提高制冷设备效率，推

广建筑节能规范，改善建筑设计、推动屋顶绿化等，这些措施都能够为减缓气候

变化作出贡献。 

 

六部门组织开展 2020年度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推荐工作 

来源：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管局、银保监会、能源局等六部

门决定组织开展 2020 年度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推荐工作，要求各地依据《绿色数

据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在生产制造、电信、互联网、公共机构、能源、金融、

电子商务等数据中心重点应用领域，选择一批能效水平高、技术先进、管理完善、

代表性强的数据中心进行推荐。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

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抽查，研究确定 2020 年度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名单，按程序向社会发布。 

 

13部委发文：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水电路网等城市设施智慧化改造 

    来源：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展改革等 13 个部委日前发布了《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

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先

后出台实施“互联网+”行动和大数据战略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发展，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水电路网等城市

设施智慧化改造。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生产力布局，加快推进 5G、数据中

https://www.sohu.com/a/408340086_118392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40/c804511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smartgrid.com.cn/news/20200715/63615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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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完善智慧城市联网应用标准，推进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区域一体化数字治理和服务。 

 

国家发改委：加快水电气热等领域数字终端、系统改造建设 

来源：国家发改委 

7月 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补短板强弱项工

作 有序推进县城智慧化改造的通知》，其中指出：夯实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推

进县城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改造。加快交通、水电气热等市政领域数字终端、

系统改造建设。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5G 网络规模部署和商业应用，推

进车站、社区、商场等重点区域 5G 基站和配套网络建设，持续优化基础薄弱地

区 4G网络覆盖，推进骨干网、城域网扩容，推动家庭宽带千兆、百兆接入普及。

推进工业、交通、物流等重点领域物联感知设施部署。探索开展无人机、机器人

运转所需配套设施建设，统筹医疗废弃物处理智能设施部署。 

 

“双积分”新政发力汽车行业绿色转型 

    来源：科技日报 

近日，工信部等五部门公布了《关于修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

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决定》，并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一

业界所说的新版“双积分”政策，明确了 2021—2023 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

求，同时，完善了传统能源乘用车燃料消耗量引导和积分灵活性措施。工信部指

出，通过建立积分交易机制，将形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协调发展的市场化机制。 

 

未来 5年建筑垃圾处理行业现状分析预测 “互联网+”应用于建筑垃圾管理 

来源：中投网 

建筑垃圾属于重量高、附加值低的一种材料来源，通过物联网管理平台实现

科学的资源化利用设施布局、合理的运输路线选择、完善的分类收集制度落实，

将对降低处置成本、规范各环节管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建立物联网管理平台

作为规范化管理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政府可要求各市（县）政府建

立由城管、住房、公安、交通、环保等职能部门和资源化企业联动的建筑垃圾网

络管理平台，通过平台对建筑垃圾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置等环节进行科学监

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2007/t20200728_1234739.html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7/17/c_1126248951.htm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200803/10941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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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同时，要求各市（县）政府定期公布建筑垃圾的产生量、减量化处置和资源

化处置计划。 

 

自动驾驶＋车联网应用落地 引领智慧出行新趋势 

来源：智能制造网 

8月 6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

导意见》，围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总体目标，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为主线，以促进交通运输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为导向，推动交

通基础设施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建设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

进、安全可靠的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 

 

黑龙江：加快推广智慧供暖 在有条件地区探索电供暖模式 

    来源：全国能源信息平台 

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黑龙江省散煤污染治理“三重一改”攻坚行

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其中称，加快推广智慧供暖，坚持市场化原则，

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在自动化设备设施建设以及人工智能系统、物联网系统、云

服务开发应用等方面深化合作，实现提质增效、安全供热。 

  

https://www.gkzhan.com/news/detail/125930.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68588381061132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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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度报道 

 

解振华：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合作推动绿色复苏 

 

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解振华日前为《中国日报》旗下传播型智

库中国观察独家撰文称，相比新冠肺炎危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更长期、更

深层次挑战。尽管疫情打乱了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但《巴黎协定》确

定的绿色低碳发展是大势所趋。各国需要把防控疫情、恢复经济的短期目标与应

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相结合，实现协同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国已经采取

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人类面临的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气候变化则是人类面

临的更长期、更深层次生存发展的挑战。无论是在疫情暴发，还是在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威胁面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置身事外。挑战面前不能让一

个国家落下，人与人、人与自然已经成为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合

作共赢，坚持多边主义，才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当前，各国都面临如何将近期防控疫情、恢复经济、促进就业与长期绿色低

碳转型、高质量发展协同起来的重要任务。 

 

 全球努力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当天，号召世界各国确

保气候行动要处于经济复苏举措的核心，提出绿色高质量复苏的倡议，得到各方

积极支持。欧盟提出“绿色新政”，2030年减排目标从 40%提高到 50%-55%，2050

年实现碳中和。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计划，也是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的

战略。近日，美国众议院提出报告，支持重返《巴黎协定》，推动美国 2050 年

实现碳中和，很多州已经并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 

当前，全球已经有 114个国家宣布将提出强化的自主贡献目标，有 121个国

家承诺 2050年实现碳中和。尽管疫情打乱了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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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巴黎协定》确定的绿色低碳发展大趋势不可逆转，应对气候变化仍然在全球

治理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古特雷斯提出的“携手实现更高质量复苏”倡议，为世界各国在合作抗疫的

同时共同应对气候危机，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确立了行动方向。 

 

 中国战略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将其作为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

略举措，体现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

政策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提前完成 2020 年前承诺目标。 

2019 年，中国 GDP 比 2005 年增长超 4 倍，同时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了 48.1%，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6.2 亿吨，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比重达 15.3%；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约占全球 30.4%，新增量约占全球

32.2%。这充分说明，中国正在走上一条符合国情的、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应对

气候变化的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道路。 

受疫情影响，中国一季度 GDP 下降 6.8%，影响近千万人就业。尽管经济社

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但我们将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继续坚持新

发展理念，通过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等产业，实现绿色高质量复苏，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并继续采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百分之百兑现我们的承诺，

为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高质量复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协同增效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主要任务是落实《巴黎协定》。《巴黎协定》及

其实施细则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基本原则，提出了将全球温

升控制在 2℃以内并争取控制在 1.5℃以内的长期目标，以及低碳、气候韧性和

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确立了“自下而上”、由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行动模式，

建立了强化透明度框架和五年盘点一次持续提高力度的机制，明确了发展中国家

的行动与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要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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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在各大洲频发，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巨大

损失。气候变化挑战日趋严峻紧迫，各方自主贡献与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有

较大差距，提高行动力度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焦点。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评估，实现 2℃目标需要全球

于 207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实现 1.5℃目标需要于 2050 年实现碳中和。2017-

2018年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革命前高出 1℃，按照当前的排放趋势和各国现有

行动力度，2040年左右将达到 1.5℃，2065年左右将达到甚至超过 2℃，本世纪

末将达到 3-4℃甚至更高，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这将给世界各国带来

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甚至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衰

退和地区冲突。 

原定于今年在英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期至

明年举行，会议将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既要总结 2020年前承诺落实情况，

完成《巴黎协定》全球碳市场实施细则遗留问题的谈判，又要更新年后自主贡献，

通报年低碳发展战略，落实资金支持。相信在各方推动下，虽然大会延期，但行

动力度不减。 

只要各方将防控疫情、恢复经济、促进就业、保障健康、保护环境与应对气

候变化结合起来，实现协同增效，确立绿色低碳转型的目标和势头，今后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提高气候行动力度的障碍将迎刃而解，《巴

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实现就指日可待。 

 

来源：中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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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发展绿色金融 促进绿色发展 

 

陈元: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丝路规划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开发性金融促

进会会长 

 

中国绿色金融起步较晚，但目前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其主要标志有：国

家组建了“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

系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中国的七项发展绿色金融倡议已经写入 G20公报；

全国绿色贷款已经超过 11 万亿人民币，约占贷款总额 10%，少数银行比例超过

50%；绿色债券（含资产证券化）余额超过 6500亿人民币，占全球绿色债券发行

的 20%以上，中国绿色债券市场 已成全球最大市场。我国碳排放交易量累计接

近 10 亿吨，碳排放交易额累计超过 110 亿元；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股票

指数等得到了较快推进。 

  尽管如此，预计未来 5年，我国每年绿色金融需求高达 4万亿元左右，每年

资金缺口不低于 1万亿元。目前部分优良的绿色项目得不到所渴求的资金，同时

部分投资和金融机构，找不到环保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具的绿色项目；巨大的资金

缺口，加上项目与绿色资金失之交臂，目前我国绿色创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困境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化解。专家学者官员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在

标准化、信息化、法律法规、认证和评估、平台、配套政策、补偿机制、抵押担

保、财金联动等方面开展了对策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 绿色金融不仅要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提供服务，还要

为共建生物命运共同体和生物文明做出贡献。 

因为没有生物（动物与植物）的多样性就没有生态平衡，没有生态平衡就没

有人类的生存平衡。人类、生物、生态，是有机的从低到高、从小范围到大范围

的不可分割的三个层次，没有生物文明就没有生态文明，没有生物命运共同体就

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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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绿色项目的划分标准要适合中国国情。 

例如：有的专家建议要严格遵循“世界标准”，但发达国家基本上越过了污

染治理阶段，其绿色金融主要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自然资源保护等。中国

绿色金融主要服务于环境治理及改善、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又如：部分发达国

家将化石能源和黑色金属等列为非绿色。而在中国，化石能源和钢铁使用比重仍

然很大，建议只要能够清洁地使用化石能源和黑金属，降低其单位能耗，都应该

属于绿色项目。推行赤道原则也应该根据中国国情进行适度的调整。 

 

三、 大力推行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主要包括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生活、环保选购、重复使用、

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万物共存等。习主席最近指示：“逐步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下推行绿色消

费显得更加重要。绿色金融要扩大绿色消费信贷、债券和基金等，支持绿色建材、

绿色节能家电等生产、推行包装物减量化和再利用，拓展城乡绿色消费市场供给；

提升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选择环保出行和旅游方式，购买绿色消费商品，

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捐赠剩余物品等。总之，要使绿色消费成为一种新时尚和光

荣。 

 

四、 推动绿色生态产品金融化。 

目前，绿色金融是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若想取得里程

碑式的突破，要在工业品、农产品(7.550, -0.08, -1.05%)和消费品基础上，增

加生态品种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我国政府提出的一项创新性的战略措施和任

务，生态产品主要包括清新空气、干净水源、安全土壤、清洁海洋、物种保育、

生物质能、健康休养等。只有赋予部分生态品以金融属性，才能推动全球绿色事

业的突破性发展，达到绿色金融发展的最高阶段。为此需要开展一系列工作，例

如制定统一的生态产品认识范畴、认证体系、评估准则、认证评估程序和定价机

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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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着重破解绿色小微企业和农户抵押质品严重缺乏难题。 

小微企业和农户生产的产品，与老百姓(81.150, -0.05, -0.06%)生活直接

紧密相关。但目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性缓解，农户更

是绝大多数不具备银行所要求的正规抵押品。因此建议：1、金融机构尽可能接

受绿色小微企业以水权、节能量、碳交易、排污权等环境权益作为抵押品；2、

试行绿色农业里的“金融机构+企业+基地+农户”，“金融机构+龙头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农户的农机具、 工商户的加工设备和运输工具可作

为抵押物；3、试点开展农村集体产权、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业生产设施产

权抵押、农业商标权抵押按揭等新业务，将村级融资担保基金模式引入农业农村

领域。 

 

六、 加快运用绿色供应链技术。 

通过科技手段，在供应链上实现绿色借款企业信息和数据的可信用化，其中

的订单贷基本是没有风险敞口的，如果贷中再辅助供应链实时监管，严控链上信

贷资金使用去向和第一还款来源产生过程，就可以形成风控闭环降低链上订单贷

风险，将绿色企业整体授信风险转化为企业单笔订单的小额融资风险。降低了银

行推广绿色信用贷的门槛。通过供应链交易管理、交易信用挖掘、交易信用增信、

实时风控、数据资产管理和交易存证服务。为绿色金融提供了贯穿融资主体的交

易信用以及供应商和客户信用。原来，金融机构只能部分的接受企业的应收账款

作为抵质押品，由于采用供应链技术，使部分企业的订单也能成为抵质押品，为

缓解绿色民营企业融资难作出重要贡献。 

 

七、 更多地支持与人民健康最密切的项目。 

前几年有一组数据：中国每年因尘肺病死亡 5000人，因装修污染死亡 11万

人，因农药中毒死亡万人以上，因食物中毒死亡数万人，因大气污染死亡 38 万

人。上述状况急待改进。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主要支持的领域是节能环保、新能

源和低炭交通等。建议今后提高对下述绿色项目的支持比重：1、清洁饮用水项

目。防止类似辽阳和兰州等饮用水严重污染事件的发生；2、绿色养殖水项目。

中国有的地区海水、淡水食品养殖水质量堪忧；3、绿色耕地项目。中国目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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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耕地受到了重金属等污染，急需尽快清理或置换；4、绿色建筑物（特别是

内装修材料）项目。目前在有的大健康园区里，其建筑物都没能达到绿色标准，

甚至室外比室内更绿色，本末倒置；5、绿色食品项目。要增加绿色食品的产量，

使更多人消受得起。 

 

八、 加大对绿色矿山企业的支持力度。 

例如：为绿色探矿采矿企业倾斜债券市场及资本市场融资政策，对于贷款给

绿色探矿采矿企业的银行，减少特定额度准备金；给予绿色探矿采矿企业以抵扣

企业所得税税基的税收优惠；鼓励发展绿色矿山中介融资机构，完善储量评审、

矿业权评估、法律咨询、投资咨询、财务机制等；建立国际性的绿色矿业交易和

融资市场；建立绿色矿业管理体系，通过大环境治理来促进市场性融资的发展等。 

 

来源：莫干山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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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情简报 

（一）国内配额交易行情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1、 线上成交均价方面 

7月，在二级市场价格方面，北京配额价格跌宕起伏，最低下跌至 84.87元

/吨，最高上涨至 100元/吨，价格依然最高；上海配额价格小幅上涨，从月初的

38.59 元/吨上涨至 40.68 元/吨；深圳配额价格小幅上涨，从月初的 34.56 元/

吨上涨至 36.50 元/吨；福建配额价格大幅上涨，从月初的 12.11 元/吨上涨至

27.10元/吨；广东、湖北、天津配额价格分别稳定在 28元/吨左右、27.6元/吨

左右、26.7元/吨左右；重庆配额价格大幅下跌，从月初的 27元/吨下跌至 15.02

元/吨。 

8月，在二级市场价格方面，北京配额价格跌宕起伏，最低下跌至 81.88元

/吨，最高上涨至 102.96 元/吨，价格依然最高；深圳配额价格波动明显且整体

下跌至 29元/吨左右；上海、湖北、广东、天津配额价格分别稳定在 40元/吨左

右、28.5元/吨左右、28元/吨左右、26元/吨左右；福建配额价格大幅下跌，从

月初的 27.10元/吨下跌至 19.01元/吨；重庆无成交。 

2、成交量和成交额方面 

7 月，8 个区域碳市场共成交配额 696.62 万吨，交易额 1.95 亿元，主要贡

献来自于湖北、广东、天津，分别占本月总成交的 34.33%、29.88%、29.30%，其

中广东交易量主要来自于协议转让，湖北和天津交易量主要来自于线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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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 7 月国内碳市场成交情况 

（按成交均价由高到低排序） 

试点交易所 交易品种 
成交均价 

（元/吨） 

成交量 

（万吨） 

成交金额 

（万元） 

北京环境交易所 BEA 70.38 17.14 1,206.35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SHEA 40.12 6.26 250.97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HBEA 27.52 239.18 6,582.10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CQEA 27.09 208.16 5,639.44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TJEA 26.39 204.09 5,386.94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GDEA 23.14 15.22 352.18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SZA 19.60 6.20 121.52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 FJEA 15.98 0.37 5.99 

 

8 月，8 个区域碳市场共成交配额 1,239.45 万吨，交易额 3.76 亿元，主要

贡献来自于天津、上海、湖北，分别占本月总成交的 36.97%、28.10%、17.99%，

其中天津、湖北交易量主要来自于线上交易，上海交易量主要来自于有偿竞价。 

表 2 2020 年 8 月国内碳市场成交情况 

（按成交均价由高到低排序） 

试点交易所 交易品种 
成交均价 

（元/吨） 

成交量 

（万吨） 

成交金额 

（万元） 

北京环境交易所 BEA 54.57 35.38 1,930.63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SHEA 39.62 348.23 13,797.80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HBEA 28.27 222.96 6,303.42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TJEA 25.91 458.26 11,874.55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SZA 22.96 10.63 244.07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GDEA 22.36 119.10 2,6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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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股权交易中心 FJEA 17.96 44.89 806.17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CQEA -- 0 0 

 

截止 2020 年 8 月 31 日，我国 8 个碳市场共成交 4.17 亿吨，成交额 94.38

亿元，其中线上交易共计 1.68亿吨，成交额 42.70亿元。 

 

（二）国内 CCER 交易行情 

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国家发改委公示 CCER审定项目累计达到 2,856个，

备案项目 1,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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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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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我国 9 个碳市场 CCER 共成交 722 万吨，除重庆外，其余 8 个碳市场

CCER均有成交，其中广东、天津、上海最为活跃，分别成交 266万吨、221万吨、

185万吨；8月，我国 9个碳市场 CCER共成交 446万吨，除湖北、重庆外，其余

碳市场 CCER 均有成交，其中上海、天津、四川最为活跃，分别成交 212 万吨、

94万吨、71万吨。 

截至 2020年 8月 31日，我国 9个碳市场 CCER共成交 2.46亿吨。 

 

（三）国外碳市场分析 

1.欧盟排放配额交易行情 

7 月，欧盟排放配额（EUA）价格呈现上涨趋势，7 月 31 日收盘价为 26.28

欧元/吨，较 6 月底收盘价下跌 2.56%；8 月，欧盟排放配额（EUA）价格跌宕起

伏，8月 31日收盘价为 28.66欧元/吨，较 7 月底收盘价上涨 9.06%。 

 



 

25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2.核证减排量交易行情 

7月，核证减排量（CER）价格小幅波动，7月 31日收盘价为 0.28欧元/吨，

与 6 月底收盘价上涨 3.70%；8 月，核证减排量（CER）价格稳定，8 月 31 日收

盘价为 0.28欧元/吨，与 7月底收盘价持平。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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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构动向 

 

天津市圆满完成 2019 年度碳市场履约工作 

2020 年是天津碳市场第七个履约期。根据《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和有关工作要求，天津市克服疫情影响，在全国率先完成履约，履约

率 100%。2020 年 1-8 月，天津市配额总成交量 920 万吨，总成交金额 2.21 亿

元，分别占我国区域碳市场总量的 23%、20%，跃居全国第二。 

今年以来，天津市不断创新交易机制，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不断提高交易服务

水平，碳市场履约工作得到试点纳入企业的积极响应，企业碳资产管理意识明显

增强，碳市场交易活跃度大幅提升。截至 2020 年 8月 31日，纳入碳排放权交易

试点的电力热力、钢铁、化工、石化、油气开采、建材、造纸和航空八个行业 113

家纳入企业全部完成 2019年度履约。天津碳市场履约率连续五年达到 100%，碳

减排效果进一步显现。 

下一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将进一步创新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服务好地方

碳市场的同时积极对接国家碳市场建设，为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做出新

的贡献。 

 

 

天津自贸区创新发展局局长尹晓峰一行到天排所调研 

7 月 23 日，天津自贸区创新发展局局长尹晓峰、副局长刘宇一行到天津排

放权交易所调研。 

总经理李天介绍了试点及全国碳市场的发展现状、趋势等情况，并对天津碳

市场未来发展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尹局长首先表达了碳市场对美丽天津建设的重

要意义，肯定了天排所机制创新带来的系列变化，特别是市场竞争力的快速提升，

提出了加强政策及资源整合创新发展的建议，并邀请天排所参与天津十四五碳市

场建设专项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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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天排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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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排所是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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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排所引入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将以“激发全社会的绿色动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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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