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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与倡议 

习近平：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来源：新华网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

表重要讲话时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彰显

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国主动承

担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来源：新华网 

10月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生态环境部召开座

谈会，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有关重点工作。韩正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把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

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水平。要科学确定“十四五”时期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重点任务，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延伸深度、拓展广度，

继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关键领域、关键指标上实现新突破。要围绕落

实我国新的二氧化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组织编制“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

专项规划，制定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积极参

与全球气候治理。 

 

重磅发布：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来源：新华网 

10月 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建议》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强调了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

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

的占用。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22/c_1126527652.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0/13/c_1126601972.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zywj/2020-11/03/c_11266932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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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推动能源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发展绿色建筑。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降低碳排放强

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

方案。 

 

关于公开征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全

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来源：生态环境部 

10月 28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推进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建设，生态环境部起草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征

求意见稿）和《全国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生态环境部综合考虑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经济增

长、产业结构调整、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等因素，制定并公布重点排放单位排放

配额分配方法。排放配额分配初期以免费分配为主，适时引入有偿分配，并逐步

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有偿分配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财政管理。 

 

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 

来源：生态环境部 

10月 20日，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五

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要求，到

2022 年，营造有利于气候投融资发展的政策环境，气候投融资相关标准建设有

序推进，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启动并初见成效，气候投融资专业研究机构不断壮

大，对外合作务实深入，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资源向气候投融资领域初

步聚集；到 2025 年，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投资、金融、产业、能源和环境

等各领域政策协同高效推进，气候投融资政策和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基本形成气

候投融资地方试点、综合示范、项目开发、机构响应、广泛参与的系统布局，引

领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气候投融资合作平台，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规

模明显增加。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1/t20201102_80582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11/t20201102_80582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0/t20201026_804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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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中方立场文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在

行动》 

来源：新华网 

9 月 21 日，中国外交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峰会中方立场文件《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在行动》，从生态文明思想、国内政策措施、促进可持续

发展、全社会广泛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系统阐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成就和立场主张。立场文件指出，中方支持联合国举

办生物多样性峰会，赞赏联合国一直以来在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所作努力和贡

献。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疫情对经济社会带来全面冲击的背景下，各方

更应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 

来源：搜狐网 

9月 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会

议指出，生活垃圾分类关系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升社

会文明程度、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都有着重要意义。要从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推动

群众习惯养成、加快分类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加快构建以

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长效机制，

树立科学理念，分类指导，加强全链条管理。 

 

欧委会提议将 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高至 55% 

来源：新华网 

9月 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提议将

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由原有的 40%提升至 55%。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宣布

可能对欧盟碳市场进行调整，以帮助欧盟实现 2030年至少 55％的减排目标。碳

市场调整的方向包括扩大覆盖范围，收紧配额上限和制定更清晰的减排路径。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21/c_1126520996.htm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21/c_1126520996.htm
https://www.sohu.com/a/416137299_120772357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17/c_11265066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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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转变气候立场，宣布在 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来源：澎湃新闻 

10月 2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召开的临时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宣布，日

本将争取在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他同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

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而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更强劲增长的重要举措。这

标志着该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上的立场发生巨大转变。这标志着该国在应

对气候变化、碳减排上的立场发生巨大转变，日本此前曾表示，将在本世纪后半

叶尽快实现碳中和，而非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五

大碳排放国，日本的这一最新承诺有着重要意义，意味着日本气候行动的强度将

与《巴黎协定》要求一致。 

 

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大选结果将决定应对气候危机速度 

来源：澎湃新闻 

11月 4日，美国正式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这一事件发生在

全球绿色复苏热潮兴起之际，总统大选结果将直接决定美国应对气候危机的速度。 

特朗普在其任期内一直对气候科学持怀疑态度，视全球气候变化为一场“骗

局”。2017 年 6 月，特朗普以给美国带来“不公平的经济负担”为由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并称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甚至缔结新的气候协定的前提条件是

必须“对美国公平”。 

而特朗普的民主党对手拜登在气候、环境、能源议题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

点。拜登提出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和清洁能源计划，并承诺上任第一天重返《巴

黎协定》。但即便启动重返程序，也须等到明年。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71867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84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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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动态 

绿色金融 

易纲：人民银行积极推进绿色金融 

来源：金融时报 

10 月 15 日晚，第 42 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以视频会议形

式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政策议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各国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政策应对等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出席会议。 

易纲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加强政策协调，中方支持基金组织在全球

金融安全网中发挥核心作用，以及基金组织关于增加绿色低碳投资的呼吁，人民

银行正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助力完成二氧化碳排放和碳中和的目标。此外，中方

支持进一步延长 G20 缓债倡议期限，呼吁各方应继续推动特别提款权（SDR）普

遍分配，以更好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 

 

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突破 1万亿美元大关 

来源：搜狐网 

10月 9日，根据彭博社新能源财经（BNEF）的数据，自 2007年首次发行以

来，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已经突破 1万亿美元大关。 

仅 2020年，全球发行绿色债券价值已经超过 2000亿美元，较之去年同期的

1-9月，增加了 12%，这主要得益于 2020 年 9 月的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 500亿美

元。绿色债券还推动了更广泛的可持续债务市场（包括社会债券，与可持续发展

相关的贷款，绿色贷款及其他）突破 2万亿美元大关。在 2020年的前 9个月中，

绿色债券占全球已发行可持续债务的 47％。 

 

绿金委 2020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召开共发布 18项成果 

来源：新浪财经 

9月 19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简称“绿金委”）举行 2020

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这是绿金委连续第五年举办年会，并首次在湖州市开

辟分会场。18项绿金委及其成员单位研究成果在年会上发布。 

http://house.china.com.cn/newscenter/view/1685271.htm
https://www.sohu.com/a/423446529_249929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9-21/doc-iivhvpwy79627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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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致辞中表示，我国初步建立了绿色金融体系，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且积极参与了绿

色金融方面的国际合作。绿金委充分发挥联系政策制定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方

面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出了一大批有价值、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有效推动了绿

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已经成为我国业界开展绿色金融交流的主要平台。未来的

工作重点是完善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体制、标准和激励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强

对气候和环境风险的识别、分析和管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 

 

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发布《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综述》和《案例集》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9 月 10 日，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简称 NGFS）发布了环境风险分

析领域的两份重量级文件，包括《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综述》（Overview of 

Environmental Risk Analysis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和《环境风险分

析 方 法 案 例 集 》 （ Case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Risk Analysis 

Methodologies）。NGFS 呼吁，为了有效应对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监管机构、

金融机构、国际组织、第三方供应商和学术机构各界应共同努力推广环境风险分

析在金融业的应用。 

 

“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发布首份年度报告 

来源：新浪财经 

9月 24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来自全球四十多个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 100 余名代表通过线下参会或线上接

入的方式出席会议。 

自 2018 年 11 月正式启动以来，GIP 已迅速发展成为由 37 家签署机构和 12

家支持机构组成的国际性网络，其中大多数是大型金融机构。截至 2020 年 8 月

末，这些成员持有或管理的总资产已超过 41 万亿美元。会上，GIP 秘书处发布

了首份 GIP 年度进展报告，并介绍了 GIP 的中长期规划“2023 愿景”，提出了

五大重点工作，包括自我评估、信息披露、绿色承诺、加大投资和成员发展，并

对签署机构提出了相应的期望。 

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jg/dt/202009/t20200911_200697.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esg/investment/2020-10-15/doc-iiznctkc57481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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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科创，深圳将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上下功夫 

来源：澎湃新闻 

10月 18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清单》共 40 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其

中第 24 项为“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具体包括：1.鼓励深圳银

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与外部投资机构加强合作，积

极探索多样化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2.支持深圳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

申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3.支持构建绿色技术市场导向创新体系。4.探索

完善绿色金融组织体系、标准体系、信息化管理体系，推动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

融合发展。 

 

上海政府部门携手银行启动绿色金融战略合作 

来源：中国新闻网 

9 月 10 日，上海正式启动绿色金融战略合作。当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立足上海打好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打好“绿色金融”牌，进一步创

新环境治理金融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双方

将加强在生态环境信用信息共享、上海和长三角绿色重大项目推进、绿色金融产

品创新、环保宣传教育和公益活动等方面的合作。 

 

浙江再推绿色金融新政 

来源：世界浙商 

10月 30日，浙江银保监局联合浙江省经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等部门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浙江经济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

强部门联动，全面总结推广绿色金融良好经验做法，强化金融与产业绿色化协同

发展，支持银行保险机构先行先试，加快发展绿色金融业务，力争在绿色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组织体系建设、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打造绿色金融浙江品牌，助

力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方式转变。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615755
http://www.chinanews.com/cj/2020/09-10/9287987.shtml
http://www.wzs.org.cn/hg/202010/t20201030_3149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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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 9月，浙江（不含宁波）绿色信贷余额 9285亿元，比年初增加 1723

亿元，同比增长 28.4%，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10 个百分点。 

 

全国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首个绿色金融中心在湖州正式启动建设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10月 28日，湖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再次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全国绿色金融

改革试验区首个绿色金融中心在当地正式启动。同日，南太湖绿色金融中心发布

暨招商推介会隆重举行，湖州市委市政府、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领导出席

活动并致辞，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绿金委主任马骏通过视频

致辞。200余位相关金融机构负责人参加了本次推介会。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目前绿色金融发展的三个主要挑战 

来源：碳排放交易网 

9月 26日， 在 INCLUSION·外滩大会的“金融科技 - 绿色金融的创新时代”

论坛上，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表示，今天绿色金融发展里面有很多挑战，第一

个是参与不广泛。今天我们绿色的金融也罢、产业也罢，更多的是大企业、大项

目的驱动，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人参与，中小企业、每一个大众都能够参与

进来，推动整个绿色经济的发展。第二个是激励不充分。怎么样每一个人受到激

励，我们参与起来有更大的意义，怎么样人人为了人人，我们是每个人参与行动

起来，让每个人得到更好的环境，能够推动可持续发展。第三个是缺乏可信机制。 

 

低碳环保 

生态环境部：“十四五”将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来源：中国新闻网 

10月 28日，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在生态环境部召开例行新

闻发布表示，“十四五”期间，将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形成推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机制，从源头上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的根本转型。其中，将持续十年左右推进规划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 

 

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yh/yx/202010/t20201029_204116.html
http://www.tanpaifang.com/tanjinrong/2020/0927/74269.html
http://www.tanpaifang.com/zhuanti/lvsejinrong.html
http://www.tanpaifang.com/huiyi/
http://www.tanpaifang.com/zhuanti/lvsejinrong.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10-28/93243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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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已提前完成碳减排目标 努力实现碳中和愿景 

来源：中国新闻网 

10月 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

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采取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推进碳市场建设，增加森林碳汇

等一系列措施。中国已提前完成向国际社会承诺的 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一步，

工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把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努力实现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和碳中和愿景。 

 

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十四五”将加快纳入市场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9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吹风会。在介绍我国气候变

化相关政策及基本立场时，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介绍，“十四五”

期间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要进一步拓展利用市场手段，全国碳排放交易市

场要同步全面推进，鼓励先进企业、约束落后企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

在被问及未来哪些行业将被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如何推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建设时，李高司长回应称，发电行业已经做好了相关准备，“十四五”期间要进

一步加快碳市场的建设，把其他重点行业加快纳入进来，包括钢铁、水泥、化工、

电解铝、造纸等行业前期已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下一步要考虑加快纳入。 

 

生态环境部：中国碳市场已成为全球配额成交量第二大碳市场 

来源：第一财经 

9 月 25 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目前，中国试点碳市场已

成长为配额成交量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碳市场。截至 2020 年 8 月末，7 个试点碳

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为 4.06亿吨，累计成交额约为 92.8亿元。同时，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碳强度较 2005 年降低约 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15.3%，提前完成我国对外承诺的到 2020年目标。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10-21/9318336.shtml
http://news.hexun.com/2020-09-29/202165272.html
https://www.yicai.com/news/1007845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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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2020中国快递绿色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 

来源：人民网 

9 月 23 日，国家邮政局发布《2020 中国快递绿色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快递绿色治理进入新阶段，行业生态环保意识显著增强，绿

色发展成为行业共识，科学有效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

可循环成效明显，行业节能减排稳步推进。绿色包装方面，截至目前，“瘦身”

胶带封装比例达 83.8%，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达 65%，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

80.9%，新增 1.7 万个邮政快递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箱。绿色运输方面，今

年快递领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 3万辆，同比增长 45%，行业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稳步增长。随着大型新能源物流车在城市中获得更多的通行权利，新能源快递

车正向大型化转变。 

 

国合会发布《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报告 

来源：新华网 

9月 18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发布了一份名为《绿

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的报告。报告建议，中国应将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问

题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通过“十四五”规划全面推动相关实践，建立“十四五”

推动绿色消费的目标指标。具体可包括：全社会绿色消费意识大幅提升，绿色消

费产品市场供给大幅增加，绿色低碳节约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初步形成，激励

约束并举的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天津市印发《天津市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 

来源：天津住建网 

10月 20日，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 9部门印发《天津市绿色建筑创建行

动实施方案》，要求开展以城镇建筑作为创建对象的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推动绿

色建筑高质量发展。《通知》要求到 2022 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

积占比达到 80%，星级绿色建筑规模持续增加，推进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

建设，提升既有建筑能效水平，完善以居住者为中心的住宅健康性能，提高新建

http://industry.people.com.cn/n1/2020/0924/c413883-31873261.html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18/c_1126512486.htm
http://zfcxjs.tj.gov.cn/xxgk_70/wfwj/202010/t20201022_3993537.html


 

11 
 

装配式建筑比例和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推广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模式，使绿色建

筑理念深入人心，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十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在线召开 

来源：生态环境部 

9 月 16 日，二十国集团（G20）环境部长会议召开，深入探讨了土地退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世界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率由外交

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并

发言。大会围绕落实大阪峰会气候承诺，强化并加快实现气候目标的努力，更新

国家自主贡献，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绿色经济复苏，推动珊瑚礁保护研发，

减少土地退化和加强陆地栖息地保护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能源技术展望 2020》报告 

来源：国际能源参考 

10月 28日，国际能源署在京发布《2020能源技术展望》报告。报告经过对

800余个减排技术的深度分析，并基于设施转型以及消费者行为转变两方面，形

成了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的路线图。其中，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展望》预

计全球能源系统将在 2070 年全面实现净零排放；而在低碳发电技术部署加速的

情况下，全球将驶入“更快创新情景”，将在 2050年全面实现净零排放。 

 

欧盟发布首份甲烷减排战略 

来源：新浪财经 

10月 16日，欧盟发布了有史以来首份甲烷减排战略（EU Strategy to Reduce 

Methane Emissions）。该战略重点推动农业、能源业和废弃物处理业的甲烷排

放。这三个行业的甲烷总排放达到人类活动造成甲烷排放的 95%，其中农业占 53%，

废弃物处理占 26%，能源占 19%。欧盟预计在未来 30年降低 50%的甲烷排放，将

会为全球 2050年前温升降低 0.18摄氏度。 

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009/t20200917_798766.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BpQPeSotogIoB8sXocsVCw
https://finance.sina.com.cn/esg/ep/2020-10-16/doc-iiznezxr63189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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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应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印发 

来源：中国政府网 

10 月 20 日，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2012年国务院发布《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以来，我国坚持纯电驱动战略取向，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世界汽车产业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之一。

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也面临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质量保障体系有

待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仍显滞后、产业生态尚不健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等问题。

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制定本规划。 

 

2025年亚洲地区将新建 10GW漂浮式水上光伏项目 

来源: 东亚能源产业观察   

10 月 23 日，根据业内报道，至 2025 年为止，随着漂浮式水上光伏项目持

续吸引投资者的关注而带来的投资金额增加，预计将追加安装 10GW 规模的水上

光伏项目。该技术截止到 2019 年末，全球范围内安装的规模不到 3GW，仅占全

世界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1%，使用率较低。但是随着造价费用的不断降低、试

验项目的不断成功及逐渐被投资商所接受，全球能源领域对该技术的关注和普及

度也将会越来越高。  

 

全球计划开发逾 60GW绿色氢气项目，87%为吉瓦级项目  

来源:搜狐网 

10月 22日，在疫情后绿色刺激计划的推动下，绿色氢气新项目在全球范围

内呈上升趋势。根据 Rystad Energy 的研究，全球公用事业绿色氢气开发项目

（容量超过 1MW）现已超过 60GW，其中 87%为吉瓦级项目。绿色氢气项目是指使

用可再生能源供电的氢气电解项目。目前，各大洲的这些项目都处于规划阶段。

欧洲和澳大利亚在全球项目中占主导地位，拟建 11个共计逾 1GW的电解项目。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1/02/content_5556716.htm
https://www.ne21.com/news/show-123496.html
https://www.ne21.com/news/search.php?kw=%E5%85%89%E4%BC%8F
https://www.sohu.com/a/426523296_465917
https://www.sohu.com/a/426523296_46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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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计划利用 AI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来源：搜狐网-科技热点资讯小站 

10月 14日，Facebook表示，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项目的一部分，它将利用人

工智能帮助科学家找到存储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新方法。这家社交网络正在与卡

内基梅隆大学合作，以加速太阳能和风能的使用，这些能源比燃烧化石燃料更清

洁，而化石燃料会造成空气污染和全球变暖。 

 

印度开发燃料电池汽车集成储氢技术，推动实现未来零碳氢经济 

来源：腾讯网 

10 月 12 日，据外媒报道，印度韦洛尔科技大学（Vellor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研究人员讨论，如何将储氢技术集成至车辆燃料电池中。 

该团队的工作重点是利用碳纳米管储氢，而不是简单地对气体加压，因为后

者有爆炸的风险。碳纳米管可以在很小的体积内提供巨大的表面积，从而吸附氢

分子，使其形成比加压气体更稳定的形式。然后，他们将该存储系统连接到燃料

电池上，并证明氢以恒定的速度进入燃料电池。电池可以消耗这种化学能源，并

稳定地产生超过 10千瓦的电力。 

 

推动绿色清洁发展，彰显国有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来源：中国日报陕西新闻 

10月 10日，由西北大学、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联合主办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二氧化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主要目的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应对

气候变化的倡议，共同探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英译为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简称 CCUS）技术发展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案，

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二氧

化碳排放 2030年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https://www.sohu.com/a/424697626_100191015
https://new.qq.com/omn/20201012/20201012A03GMM00.html
https://shx.chinadaily.com.cn/a/202010/10/WS5f81a043a3101e7ce9728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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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印发《建材工业智能制造数字转型行动计划（2021-2023年）》 

来源：工信部 

9 月 2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建材工业智能制造数字转型行动计划

（2021-2023年）》，提出到 2023年，建材工业信息化基础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智能制造关键共性技术取得明显突破，重点领域示范引领和推广应用取得较好成

效，全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经营成本、生产效率、服务

水平持续改进，推动建材工业全产业链高级化、现代化、安全化，加快迈入先进

制造业。 

 

雄安新区将建设国际领先的数字化主动配电网 

来源：人民网-河北频道 

9 月 15 日，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科技创新推进大会在雄安新区召开，

会议提出雄安新区在能源网架体系方面，将建设国际领先的数字化主动配电网，

打造能源互联网示范区。在信息支撑体系方面，打造智慧绿色能源云平台。在价

值创造体系方面，攻克终端电能消费扩展与智慧综合能源服务关键技术。 

 

欧委会计划 2020-2024年安装 6GW可再生能源制氢装置 

来源：索比光伏网 

9月 1日，欧委会提出关于整合能源系统和使用氢能源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战略方案，以实现 2050 年的气候中立目标。欧委会希把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

氢能作为优先事项，在可再生能源不足的情况下，使氢能发挥支撑能源系统的作

用，成为可再生能源的专用储存库。具体步骤包括：2020至 2024年，安装容量

至少为 6吉瓦的氢电解装置，并仅使用可再生能源。2025至 2030年，氢将成为

欧盟综合能源体系的组成部分，使可再生氢产量增至 1000 万吨，装机容量至少

达 40 吉瓦。2030 至 2050 年，可再生氢生产技术趋于成熟，并在欧盟所有难以

脱碳的部门引入相关技术。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7/c8089361/content.html
http://he.people.com.cn/n2/2020/0916/c192235-34295525.html
https://news.solarbe.com/202009/01/3299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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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度报道 

 

何建坤：中国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减排将远超发达国家 

 

“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所有国家都要做出巨大努力，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

大挑战。我国 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比发达国家 2050年碳中和付出更大努力。”

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清华气候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何建坤 10月 12日在一场碳中和研讨会上表示。 

 

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似，气候变化也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的、紧迫的危机，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气候变化则是更

为长期、深层次的挑战，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

要讲话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

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也是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长期政策信号，

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业内共识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度、有挑战性和艰巨的

任务，需要产业结构转型、突破性的技术、大量投资及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支撑。 

碳中和也叫做净零排放。比如，二氧化碳排放可以逐渐减少，但不太可能完

全成为零，通过植树造林等形式不断吸收二氧化碳，把碳固定在树木里面形成“碳

汇”，碳排放与碳汇量相平衡，就意味着实现了碳中和，人类社会活动不再向大

气当中排放温室气体，可以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防止气候进一步地变暖。 

2015年，全球共 19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并于

2016年 11 月 4日正式生效。《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

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 2℃以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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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业化前水平在 1.5℃以内；全球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并在本世纪下

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目前，全球已有 121 个国家提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和愿景，其中包

括英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以及智利、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小岛屿国家等发展中

国家。  

从 2019年年初起，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内 18家研

究机构，开展了“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及转型路径”项目研究。10月 12日的研讨

会上，该项目的核心成果——《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综合报

告正式发布。 

与 2005 年相比，2019 年我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 48%，同期 GDP

增长超 4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从 7.4%提高到 15.3%，居民人均预期寿

命由 72.9提高到 77.3岁。由此可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不但不会阻碍经

济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上述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的低碳发展转型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

力，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制造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产品能耗物

耗高，增加值率比较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任务艰巨；二是煤炭消费占比

较高，仍超过 50%，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 30%，能

源结构优化任务艰巨；三是单位 GDP的能耗仍然较高，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倍、

发达国家的 2-3倍，建立绿色低碳的经济体系任务艰巨。 

报告设置了四种不同减排力度的情景展开分析： 

 

中国长期低碳排放的路径选择——从强化政策情景向 2°C情景和 1.5°C目标情景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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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情景：以我国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NDC）目

标、行动计划和相关政策为支撑，延续当前低碳转型的趋势和政策下的

情景。 

 强化政策情景：在当前政策情景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降低 GDP能源强度

和二氧化碳强度的力度和幅度，进一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

中占比等各项指标，挖掘减排潜力，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强化政策

支撑，适应《巴黎协定》下各国强化和更新 NDC目标和行动的要求。  

 2°C温控目标情景（简称“2°C情景”）：是以实现全球控制温升 2°

C 目标为导向，研究与之相适应的减排情景和路径。是以本世纪中叶深

度脱碳目标倒逼下的减排对策和路线图分析，并对其技术资金需求、成

本代价及政策支撑进行论证和评价。  

 1.5°C温控目标情景（简称“1.5°C情景”）：以控制 1.5°C温升目

标为导向，到本世纪中叶努力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和其它温室气体深

度减排为目标，研究和论证其可能性和路径选择，并评价其可能产生的

社会经济影响。  

“中国到 2060年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以 1.5°C目标为导向

的长期深度脱碳转型路径。”报告撰写者建议，中国在 2030 年前要按照强化政

策减排情景，加大能源转型力度，争取二氧化碳排放尽早达峰。2030年后，要尽

快向 1.5度目标情景过渡。 

到 2050年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全部温室气体减排 90%，可为 2060年实现碳

中和奠定基础。 

2050年后，进一步全方位加大减排力度，能源系统二氧化碳实现零排放，加

大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力度，加强碳汇吸收和碳移除技术（CDR，指直接从

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或通过人为增加海洋和陆地碳汇以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

技术），尽快实现全部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报告预测，实现 1.5°C 目标导向转型路径，需新增投资约 138 亿元，超过

每年 GDP 的 2.5%。能源系统转型将带来新经济增长点和新就业机会，因为可再

生能源产业单位产能的就业人数是传统能源产业的 1.5-3.0倍。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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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气候投融资是实现新达

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的新动能 

 

10月 20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

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环气候[2020]57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出台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对

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2020 年 9 月 22 日,习总书

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

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围绕落实习总书记的重大宣示，生态环境部下一步要开展一系列应对气候变

化工作。其中，投融资作为关键驱动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解决因

气候资金供需矛盾而制约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和国家目标任务落实的突出问题，亟

需加快构建以气候目标为导向的投融资政策体系，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

主体作用，激励和动员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协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

注入全新动力。因此，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和证监会共同发布了《指导意见》，这是实现新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的必

然要求。 

 主要思路和内容 

《指导意见》紧扣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分别提出 2022 年和

2025年的气候投融资主要目标，不断推动气候投融资的政策协同、标准建设、地

方试点、对外合作和人才培养，实现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规模明显增加。 

《指导意见》共提出五方面 15项举措：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Q4NDMzMg==&mid=2247487147&idx=1&sn=e645592c89a2039d26644f702d155814&chksm=9091a7a8a7e62ebe662f96565794b2997ae565a55564104cf0c1dde686f1c7318d452124ce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Q4NDMzMg==&mid=2247487147&idx=1&sn=e645592c89a2039d26644f702d155814&chksm=9091a7a8a7e62ebe662f96565794b2997ae565a55564104cf0c1dde686f1c7318d452124ce85&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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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快构建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强调强化环境经济政策引导、强化金融

政策支持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这是促进气候投融资的顶层设计，为开展相关工

作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逐步完善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强调统筹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制订气候

项目标准、完善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和建立气候绩效评价标准。这是促进气候投融

资的基础设施，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与外资进入气候投融资领域，强调激发社会资本的

动力和活力、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和引进国际资金和境

外投资者。这是促进气候投融资的关键点和薄弱点，是开展相关工作的重要驱动

力。 

四是引导和支持气候投融资地方实践，强调开展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营造

有利的地方政策环境和鼓励地方开展模式和工具创新。这是促进气候投融资政策

在地方上的落地和实践。 

五是深化气候投融资国际合作，强调推动双边和多边的气候投融资务实合作

和有效防范和化解气候风险。这是促进气候投融资政策在“一带一路”和“南南

合作”中的落地和实践。 

 主要特色 

（一）突出气候投融资的“气候属性” 

《指导意见》体现了气候目标和气候效益是气候投融资的基本属性和重点特

征，这既是对气候投融资方向的引导，也是对气候投融资评估的标准。 

一是坚持气候目标引领。《指导意见》提出要紧扣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

发展目标，促进投融资活动更好地为碳排放强度下降、碳排放达峰、提高非化石

能源占比、增加森林蓄积量等目标、政策和行动服务。现在气候投融资工作要进

一步为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新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服务。 

二是明确气候项目界定。《指导意见》以应对气候变化效益为衡量指标，明

确了气候投融资的支持范围、提出制订气候项目标准、要求挖掘高质量的低碳项

目并建立国家气候投融资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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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推动气候绩效评价。《指导意见》提出完善气候信息和数据的披露、统

计、管理和使用，并鼓励对金融机构、企业和各地区的应对气候变化表现进行科

学评价和社会监督。 

（二）强调气候投融资相关政策和标准的“统筹协同” 

《指导意见》体现了“统筹协同”是促进气候投融资的重要保障。 

一是政策协同。《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推动气候投融资相关政策与实现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及国家自主贡献间的系统性响应，特别

强调加强气候投融资与绿色金融的政策协调配合。 

二是标准协同。《指导意见》提出气候投融资标准与绿色金融标准要协调一

致，气候项目标准与现有相关技术标准体系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

等相衔接。 

三是试点协同。《指导意见》提出气候投融资的地方试点要按照国务院关于

区域金融改革工作的部署，积极支持绿色金融区域试点工作。 

四是组织实施协同。《指导意见》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

作合作。同时，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密切合作，协同

推进气候投融资工作。 

除此之外，《指导意见》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协同、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的协同、气候投融资和其他气候政策和机制的协同等。 

（三）坚持气候投融资的“市场导向” 

《指导意见》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气候投融资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是强调对国内市场资金的引导和拉动。《指导意见》鼓励“政银担”、“政

银保”、“银行贷款＋风险保障补偿金”、“税融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等模式和机制撬动社会资本投向气候领域。 

二是推动对国际资金和境外投资者的引进。《指导意见》提出了通过完善人

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气候投融资便利化，并提出三方面创新举措： 

1. 支持绿色金融资产跨境转让和发展离岸市场，鼓励使用人民币作为气候

投融资活动的跨境结算货币； 

2. 支持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到境外进行气候融资，如探索主权担保机制和

支持建立人民币绿色海外投贷基金； 



 

21 
 

3. 支持和引导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中国境内的气候投融资活动，如

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等。 

三是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作用。明确且有效的碳价信号是气候投融

资的核心要素，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启动、发展和不断完善是形成价格信

号的基础。《指导意见》提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序探索运营碳期货等衍生产业和业务，上述举措将在扩大市

场容量、丰富市场交易品种的的同时较为显著的提升市场流动性，是实现碳价发

现功能以及全社会低成本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 

《指导意见》提出探索设立碳金融投资基金，并将推动碳价融入金融机构和

企业的日常投资决策过程中。基金的设立将改善当前减排项目资金支持不足的局

面，同时也将在资本市场形成一定的引领作用，对于助力低碳项目开发以及减排

量价格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稳定有效的减排量价格也将为后续项目投资提供

良好的现金流预期；此外，碳价作为基本要素纳入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收益和风

险评估流程，进而影响其项目投资决策，对于推动气候投融资有重要意义。 

（四）推动气候投融资的“创新实践” 

《指导意见》强调引导和支持开展气候投融资的地方实践，在实践中探索气

候投融资的创新模式和机制，形成可借鉴和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一是开展以投资政策指导、强化金融支持为重点的气候投资地方试点。 

二是鼓励地方加强财政投资支持，不断完善气候投融资配套政策，营造有利

的地方政策环境。 

三是鼓励创新模式和工具，如鼓励金融机构在试点地区设立特色机构，鼓励

地方建立区域性气候投融资产业促进中心等。 

 下一步工作 

（一）在“十四五“期间对标新的达峰目标，研究提出更有力度的约束性指

标，为气候投融资工作设立新的目标和更高的要求。 

（二）开展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向地方和行业分解，

鼓励金融机构对地方和行业落实减排目标加大支持力度。为此，我们将着手建立

国家自主贡献项目库，推动气候项目的产融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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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扩大交易主体范围并适时开发

碳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市场交易形成有效、明晰的碳价格，为企业和金融机构进

一步推动绿色低碳投融资奠定基础。 

（四）全面推动气候投融资的地方试点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在一些实施意愿

强、基础条件成熟的地区启动了，我们希望尽快看到具有地方特色的气候投融资

最佳实践和创新案例。 

（五）把碳强度目标作为倒逼机制的重要抓手，压实主体的实施责任，强化

相关的监督检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

将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的支持下，对金融机构开展气候友好型的评价。 

（六）我们支持专委会开展气候投融资相关标准和规范研究，并尽快制订和

发行气候项目标准和气候信息披露标准。 

（七）加强气候投融资的国际合作。我们将继续与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开展气

候投融资的交流和合作，不断贡献气候投融资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来源：气候投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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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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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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0元

/吨，最高上涨至 95.79元/吨，价格依然最高；深圳配额价格波动明显且整体下

跌至 21.99元/吨；上海、湖北、广东、福建配额价格分别稳定在 40元/吨左右、

29元/吨左右、28元/吨左右、18元/吨左右；天津配额价格小幅波动，月底回升

至 25.50元/吨；重庆配额恢复交易，价格大幅上涨至 21.25元/吨。 

10月，在二级市场价格方面，北京配额价格小幅波动，月底下跌至 89.44元

/吨，价格依然最高；深圳配额价格分化严重，最低下跌至 6.14 元/吨，最高上

涨至 49.20元/吨；湖北配额价格小幅上涨，月底上涨至 31.56元/吨；上海、广

东、福建配额价格分别稳定在 40 元/吨左右、28 元/吨左右、17 元/吨左右；重

庆配额价格大幅下跌，月底回升至 14元/吨。 

2、 成交量和成交额方面 

9 月，8 个区域碳市场共成交配额 1,041.31 万吨，交易额 3.37 亿元，主要

贡献来自于湖北、广东、北京，分别占当月总成交量的 40.47%、23.02%、20.29%，

其中湖北、广东交易量主要来自线上交易，北京交易量主要来自于协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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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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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2 211.29 9,744.32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SHEA 37.99 84.00 3,190.79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HBEA 29.43 421.43 12,402.96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GDEA 27.23 239.81 6,529.73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CQEA 26.88 1.31 35.16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SZA 21.98 74.93 1,647.13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TJEA 21.22 4.66 98.84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 FJEA 19.07 3.89 74.25 

10月，8个区域碳市场共成交配额 636.03万吨，交易额 1.97亿元，主要贡

献来自于广东、上海、北京，分别占当月总成交量的 39.29%、19.57%、15.55%，

其中广东交易量主要来自线上交易和协议交易，湖北交易量主要来自线上交易，

北京交易量主要来自协议转让。 

表 2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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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4 98.93 4,901.08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SHEA 40.71 124.48 5,067.87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HBEA 28.01 49.32 1,381.26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GDEA 26.06 249.92 6,513.87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TJEA 25.36 28.62 725.87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 FJEA 16.84 48.94 823.99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SZA 9.68 5.73 55.52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CQEA 8.02 30.09 241.44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我国 8个碳市场共成交 4.34亿吨，成交额 99.73

亿元，其中线上交易共计 1.77亿吨，成交额 45.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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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 CCER 交易行情 

截至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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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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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项目 17 个，备案减排量 372 万

吨；第三类项目 98个，备案减排量 3031万吨。从项目类型看，风电、光伏、农

村户用沼气、水电等项目较多。 

9 月，我国 9 个碳市场 CCER 共成交 877 万吨，除湖北、重庆外，其余碳市

场 CCER均有成交，其中天津、上海、广东最为活跃，分别成交 246.1万吨、246.0

万吨、186.4 万吨；10 月，我国 9 个碳市场 CCER 共成交 401 万吨，除湖北、重

庆外，其余碳市场 CCER 均有成交，其中天津、上海最为活跃，分别成交 215 万

吨、137万吨。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我国 9个碳市场 CCER共成交 2.55亿吨。 

 

（三）国外碳市场分析 

1.欧盟排放配额交易行情 

9 月，欧盟排放配额（EUA）价格跌宕起伏，9 月 29 日收盘价为 26.79 欧元

/吨，较 8 月底收盘价下跌 6.52%；10 月，欧盟排放配额（EUA）价格跌宕起伏，

10月 30日收盘价为 23.71欧元/吨，较 9月底收盘价下跌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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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2.核证减排量交易行情 

9 月，核证减排量（CER）价格稳定，9 月 29 日收盘价为 0.29 欧元/吨，较

8月底收盘价上涨 3.57%；10月，核证减排量（CER）价格稳定，10月 30日收盘

价为 0.28欧元/吨，较 9月底收盘价下跌 3.45%。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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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构动向 

 

天排所“绿芯-食安码”首发 

9月 22日，在第三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中，由天排所合作共建的“绿芯”

一物一码服务平台发布首笔交易，推出首枚农产品数字化身份证——“绿芯-食

安码”。 

在 9 月 22 日举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上，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部基地携手

内蒙古扎赉特旗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北京世贸跨境保税商品生活馆（跨港通奥特

莱斯旗舰店）现场，推出首枚“绿芯-食安码”和数字交易。这枚名为“兴安盟

大米扎赉特味稻数字粮证”的“绿芯-食安码”的推出，标志着以现代农业产业

园总部基地“绿芯”一物一码服务平台为支撑的“扎赉特味稻”公共品牌建设

迈出了第一步，也标志着京蒙两地科技资源流通、人才交流和项目孵化长效合作

平台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绿芯”一物一码服务平台依托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智慧农

业基础平台、透明链品控体系，以区块链技术结合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建

立农产品生产过程溯源管理、农业生产要素交易登记体系，打造农产品“一物一

码”数字身份证，开展生产环境、生产过程、生产主体等的多维度信息追溯，建

立包含食品安全、项目地域特色等多个指标的农产品评价管理体系，实现从种子

到餐桌的“监”“控”“管”“营”一体化管理，为消费者获得安全、绿色的农

产品提供技术增信。 

“绿芯”一物一码服务平台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总部基地提供基础设施。该基

地由北京市房山区现代农业产业园，携手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

津排放权交易所等国家权威机构和行业龙头企业联合打造，是中国农业社会化服

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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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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