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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与倡议 

国家发改委：正抓紧制定完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来源：中新经纬 

8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 8 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

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尽快出台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既要纠正运动式

“减碳”，先立后破，也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国家发改委承担着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完善碳达

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组 

来源：国家发改委 

8 月 31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日前，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成立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组，负责组织协调全国及各地区、各行业碳排放统

计核算等工作。统计核算工作组由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国家统计

局能源统计司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担任组长，工作组日常工作由国家统计局能源统

计司承担。 

 

财政部：将通过绿证和碳交易减轻补贴压力 

来源：财政部 

8 月 5 日，财政部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 9142 号建议中表示，

由于一些地方规模管理失控，装机规模远超国家规划确定的数量，以及电价附加

征收标准未及时调整、电价附加未对自备电厂、地方电网用电严格征收等原因，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入不敷出，存在较大缺口，导致部分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未

能及时获得补贴，已经成为行业广泛关心的重大问题。下一步将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证核发交易管理机制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绿证和碳

排放权交易合理补贴新能源环境效益，为新能源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http://www.jwview.com/jingwei/html/08-17/421506.shtml
https://www.ndrc.gov.cn/fzggw/jgsj/hzs/sjdt/202108/t20210831_1295530.html?code=&state=123
http://jjs.mof.gov.cn/jytafwgk_8360/2021jytafwgk_1/rddbjyfwgk/202108/t20210805_37431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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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正牵头起草《关于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 

来源：财政部 

8 月 5 日，财政部在回复全国人大代表相关建议时称将进一步支持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财政部正牵头起草《关于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

见》，将完善一系列财税支持政策、撬动社会资本，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绿色低碳

发展，7月下旬，财政部已发起设立 885 亿元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出资 100亿

元，重点投向长江经济带地区，支持生态环境修复和绿色产业发展；除此之外，

各地财政部门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已吸引超过 4 万亿元资金

投向污染防治与绿色低碳领域。 

 

生态环境部：稳步提升海洋碳汇能力 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来源：光明网 

8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 8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

张志锋表示，海洋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碳循环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维

护发展海洋蓝色碳汇、稳步提升海洋碳汇能力是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重要工作。 

 

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的通知》 

来源：生态环境部 

8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碳达峰碳中

和相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积极推动示范园区产业结构向低碳新业态发展。

按照增加碳汇、减少碳源的原则，限制和淘汰落后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开展

技术革新、管理创新，实现生产过程节能减排，促进能源结构的调整改善，同时

积极引入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主要特点的低碳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清

洁生产产业，使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生态环境部将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 

来源：生态环境部 

http://zyhj.mof.gov.cn/lh/2021jytafwgk_1/rddbjyfwgk/202108/t20210805_3743253.htm
https://m.gmw.cn/baijia/2021-08/26/35113852.html
https://m.gmw.cn/baijia/2021-08/26/3511385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sthjbsh/202109/t20210901_884575.html
http://www.mee.gov.cn/ywdt/zbft/202108/t20210818_8581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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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问时指出，下

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相关部门，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完

善制度体系，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尽快出台，修订完善相关的配

套制度和技术规范体系，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二是强化市场管理，

加强碳排放数据的质量管理，加强对全国碳市场各环节的监管，防范市场风险；

三是扩大覆盖范围，在发电行业碳市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将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

逐步纳入更多高排行业，丰富交易品种、交易方式、交易主体。 

 

市场监管总局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8 月 19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将充分发挥计量、标准、认证认可、价监竞争、特种设备等多项监管职能作用，

按照职责开展碳达峰、碳中和有关工作，为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重

要支撑和保障。 

 

财政货币政策齐发力 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来源：央广网 

8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1 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中介绍了碳减排政策支持工具设立情况。据央行介绍，该碳减排支持工具提供优

惠利率融资，精准直达支持绿色发展，并能有效撬动社会资金促减排。央行称，

碳减排支持工具可做到“可操作、可计算、可验证”，即明确支持具有显著碳减

排效应的重点领域，金融机构可计算贷款带动的碳减排量，由第三方专业机构验

证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探索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推进林草碳汇交易 

来源：中国证券网 

8 月 20 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司长张炜在发布会上表示，

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鼓励充分利用林草碳汇实施碳排放权抵消机制。探

索建立林草碳汇减排交易平台，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林草碳汇减排行动，助力

http://www.samr.gov.cn/xw/zj/202108/t20210819_333835.html
http://www.samr.gov.cn/xw/zj/202108/t20210819_333835.html
http://finance.cnr.cn/txcj/20210810/t20210810_525558338.shtml
http://finance.cnr.cn/txcj/20210810/t20210810_525558338.shtml
https://www.cnstock.com/v_news/sns_bwkx/202108/47437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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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大型活动组织者、自愿减排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用林草碳汇实现碳中

和，逐步完善林草碳汇多元化、市场化价值实现机制。 

 

中美双方在天津举行气候变化会谈 

来源：生态环境部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应约与来访的美国总

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天津举行会谈。中美双方交流了各自国内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认识到中美气变对话合作对于气变多边进程的重要意义，并

讨论了下一步如何推动双方气变对话合作机制化、具体化、务实化，通过建立相

关机制，在绿色低碳相关领域确定一些合作计划与项目。双方商定将继续进行对

话磋商，持续开展气候行动，促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多边进程，加强巴黎协定

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 

 

解振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须增强公众绿色低碳意识 

来源：第一财经 

8月 25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 2021年“全国低碳日”主场活

动“公众参与低碳发展”论坛上表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增强公众

绿色低碳意识，倡导低碳消费，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新风尚。论坛上，“绿

普惠云——碳减排数字账本”云平台首次亮相，通过计算引擎将碳减排标准模型

化输出，帮助企业量化、记录用户的碳减排行为，输出个人、企业、政府“三位

一体”的碳账本，数字化动态展现所有个体和团体对碳中和的贡献。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发布：气候系统仍在持续变暖 

来源：人民网 

8月 4日，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

（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气候系统变暖仍在持续，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

进一步加剧。中国气候风险指数呈升高趋势，2020 年中国气候风险指数为 1961

年以来的第三高值。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表示，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

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http://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109/t20210904_898187.shtml
https://www.yicai.com/news/101152721.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n1/2021/0804/c1004-32181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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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产工业双碳行动方案：拟在重点企业开展碳盘查、碳标签与核查试点 

来源：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8月 3日，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发布关于推进《林产工业双碳战略、促进绿色

发展》的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就以下几个方面扎实开展工作：一是系统开展

专题研究，二是加快推进团体标准研制，三是全面推进行业绿色认证，四是启动

重点领域重点企业试点，五是开展行业转型活动，六是组织与经费保障。《行动

方案》拟在重点行业领域遴选优秀企业开展碳盘查、碳标签与核查试点，指导企

业开展碳盘查、制定碳中和发展战略及实施路径并推动实施，为林产工业企业通

过减排、储碳等方式提供行业技术方案。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发布 

来源：中国气象报社 

8月 9日，在日内瓦发布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评估报

告指出，科学家们一直在观测全球各个区域和整个气候系统的变化，观测到的许

多变化为几千年来甚至几十万年来前所未有，一些已经开始的变化（如持续的海

平面上升）在数百到数千年内不可逆转。这份报告中的创新，以及它所反映的气

候科学的进步，为气候谈判和决策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中国碳卫星获取首个全球碳通量数据集 

来源：新京报 

8 月 15 日，中科院获取了中国碳卫星首个全球碳通量数据集，标志着我国

具备了全球碳收支的空间定量监测能力，是国际上继日本、美国之后第三个具备

该技术的国家，成为国际第三颗温室气体卫星，其目标是实现对全球二氧化碳浓

度的高精度监测，为碳排放科学研究提供卫星材料，未来将以碳卫星的研究成果

为基础，研发新一代的温室气体监测卫星，服务于全球和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天津：锚定“双碳”目标 实现绿色发展 

来源：央视《新闻联播》 

http://www.cnfpia.org/sf_F49D64305C864BAC8D875CDC9F5FE5D0_297_9E5BA0FB363.html
http://www.cma.gov.cn/2011xwzx/2011xqxxw/zwfw/202108/t20210810_582670.html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2893700014899.html
http://tv.cctv.com/2021/08/14/VIDEZpmf08KfJBaQUID6hKUM2108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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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天津市锚定“双碳”目标，在增加生态资源总量、培育壮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上下功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近期，天津排放权交

易所和北京的碳汇审定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绿色生态屏障区内的近 3 万亩储备

林进行二氧化碳吸收量的核证，待相关部门批准，就能作为可交易产品挂牌上市

交易。做好绿色加法的同时，天津市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预计到 2023 年将

带动重点产业规模达到 1.25万亿元以上，为天津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新天津生态城确立“双碳”战略 建一批零碳示范单元 

来源：天津日报 

8月 1日获悉，《中新天津生态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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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发布，确立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沿循“低碳—超低

—近零—净零”的减碳路径，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建筑两个领域打出品牌，建设

一批零碳建筑、零碳社区、零碳园区、零碳岛等示范单元。下一步，生态城将全

面推行 2.0 指标体系，做实做细无废城市、海绵城市、盐碱地治理等发展策略，

实现生态城市内涵升级、标准升级、技术升级、规模升级和示范升级。 

 

二、 产业动态 

绿色金融 

央行力推碳减排支持工具 定向再贷款或率先落地 

来源：证券日报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

有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

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重点领域提供优惠利率融资，引导金融机构

按照市场化原则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家预计，定向再贷款或将是最先落地的碳

减排支持工具。 

 

央行首批绿色金融标准：4类机构强制披露 

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html/2021-08/02/content_151_4830716.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729226654409219&wfr=spider&for=pc
https://www.sohu.com/a/485062850_12119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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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近日，央行发布了首批绿色金融标准，包括《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及《环境权益融资工具》两项行业标准，拉开了中国绿色金融标准编制的序幕，

也填补了相关领域绿色金融行业标准的空白。据记者了解，两项标准由全国金融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管理，均于今年 7 月 22日发布并于当日实施。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明确覆盖商业银行、资管机构、信托公司、

保险公司四类机构，旨在规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引导金融资源更加精

准向绿色、低碳领域配置，助力金融机构和利益相关方识别、量化、管理环境相

关金融风险。 

《环境权益融资工具》则明确了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的分类、实施主体、融资

标的、价值评估、风险控制等总体要求，以及环境权益回购、借贷、抵质押贷款

等典型实施流程，为企业和金融机构规范开展环境权益融资活动提供了指引。 

 

人民银行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21年 8月 23日，人民银行行长、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易纲主持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

析座谈会，研究当前货币信贷形势，部署下一步货币信贷工作。人民银行副行长

刘国强出席会议。 

易纲在总结中强调，要继续做好跨周期设计，衔接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

年信贷工作，加大信贷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强信贷总量

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要坚持推进信贷结构调整，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使资金更多流向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更多流向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要促进实际贷款利率下行，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要继续推进银行资

本补充工作，提高银行信贷投放能力。 

 

合力打造创新引擎 推进绿色金融发展 

来源：证券时报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323641/index.html
https://mp.weixin.qq.com/s/mU7a1C1U7BsGw6nYIJcR4A


 

 
8 

 

8月 26日，首届“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以线上形式举行。沪深港三大证券

交易所代表齐聚，港交所主席史美伦、上交所总经理蔡建春、深交所总经理沙雁

先后就“助力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主题发表演讲。三位代表均表示，将依托自

身优势，多措并举，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2020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 

来源：中国银行业协会 

近日，中国银行业协会正式发布中英文双语版《2020 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责

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中国银行业协会连续第十三年发布该报告。

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潘光伟为报告作序。《报告》向社会大众

全面展现了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践行“责任银行、和谐发展”理念的行动与

成效，以及在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大局中“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行业风

貌。 

 

13家银行签署绿色金融《负责任银行原则》 大银行半数缺席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恒丰银行、吉林银行、中国银行宣布签署联合国绿色金融《负责任银行原则》

（PRB），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UNEP FI）成员。据了解，目前

我国有 13家签署行。这意味着 13家银行将在 18个月内披露《负责任银行原则》

评估报告。 

《负责任银行原则》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UNEP FI）制定，

于 2019 年在联合国年度大会上正式发布，是全球银行业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巴黎协定》的重要标杆。当前，全球已有 240余家银行签署。 

 

广东建立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标准体系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是控排企业将碳排放权作为抵押物实现融资的新型融

资模式。发展基于碳排放权等环境权益融资工具，利用碳资产（碳配额或碳信用）

作为抵质押物，能有效盘活企业碳资产，拓宽企业绿色融资渠道，破解环境权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7248794326094860&wfr=spider&for=pc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651428902/626ece2602000wyuc
https://mp.weixin.qq.com/s/6hnWcXvv2ZD2YkM5Dvbd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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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质押融资难题，完善市场化的环境权益定价机制，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绿色转

型发展。目前，广东省已经成功地开展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实践，建立碳排放权

抵质押融资标准体系，为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标准奠定基础。 

 

低碳环保 

监测碳排放 中国碳卫星获取首个全球碳通量数据集 

来源：央广网 

8 月 15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获悉，基于我国第一颗全球

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中国碳卫星的大气二氧化碳含量观测数据，来自该所

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利用先进的碳通量计算系统，获取了中国碳卫星首个全球碳通

量数据集。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全球碳收支的空间定量

监测能力，是国际上继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个具备该技术的国家。相关研究成

果在线发表于《大气科学进展》杂志。 

 

戴厚良出席中国石油股份公司 2021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并致辞 

来源：中国石油 

8月 26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 2021 年中期业绩发布

会，董事长戴厚良出席并致辞。他表示，中国石油将始终秉持“绿色发展、奉献

能源，为客户成长增动力、为人民幸福赋新能”的价值追求，乘势而上、奋发有

为，努力创造更加优异的业绩。 

 

中海油“双碳”重大动作！启动我国首个海上 CO2封存项目！ 

来源：中国石油化工 

8月 28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对外宣布，我

国首个海上二氧化碳封存示范工程正式启动，将在南海珠江口盆地海底储层中永

久封存二氧化碳超 146 万吨。这是我国海洋油气开发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一步，

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探出了一条新路。 

 

中国石化“官宣”：氢能是新能源业务的核心，今年要建 100座加氢站！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8211638142042052&wfr=spider&for=pc
http://sydj.cnpc.com.cn/sydj/jtyw/202108/52f0488c8cbc461e9a00bbb54339cdbf.shtml
https://huanbao.in-en.com/html/huanbao-2342338.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roll/2021-08-31/doc-iktzscyx14859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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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在 8 月 30 日上午举行的中国石化中期业绩会上，公司总裁马永生在接受上

海证券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全年要新发展加氢站 100座，“十四五”期间规

划建设加氢站 1000 座，未来 5年初步计划总投资超过 300亿元。 

 

国家能源局征求意见：风、光作为并网主体参与电力系统辅助服务 

来源：国家能源局 

8 月 31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对《并网主体并网运行管

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电力系统辅助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并网主体并网运行管理规定》适用于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直接调度的

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发电、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并网主体，能够响

应省级及以上电力调度机构指令的可调节负荷（包括通过聚合商、虚拟电厂等形

式聚合的可调节负荷）、自备电厂，以及可通过市级及以下电力调度机构间接调

度的有条件参与的并网主体。 

其中，还包含了新能源场站风机过电压保护、风机低电压保护、风机频率异

常保护、光伏逆变器过电压保护、光伏逆变器低电压保护、光伏逆变器频率异常

保护等涉网保护应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要求。 

另外，并网主体并网运行管理规定意见稿中还提出建立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

电合同备案制度。合同（协议）双方应定期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并

按照在合同（协议）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国家能源局相关派出机构备案；与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

的，双方直接向国家能源局备案。 

 

大港油田二氧化碳增产技术助力绿色发展走笔 

来源：中国石油报 

8 月 27 日，大港油田确定 2022 年碳捕集、吞驱利用与封存工程年度方案，

将立足“提采增效、减碳增产”高质量发展主题，着力打造百万吨级碳捕集、吞

驱利用与封存全流程产业化模式。 

https://news.bjx.com.cn/html/20210901/1174043.shtml
https://huanbao.in-en.com/html/huanbao-23423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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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新发展阶段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新部署，大港油田应用二氧化

碳吞吐技术助推夺油上产。截至目前，大港油田今年打造 6个二氧化碳采油开发

示范区，完成 82 井次，注入二氧化碳 4．5 万吨，封存 2 万吨，增油 5 万吨以

上。 

 

浙江省碳账户发布，已集纳 1635家重点企业碳排放信息企业 

来源：浙江日报 

8月 25日上午，在 2021年浙江省全国低碳日活动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发布

了浙江省碳账户，目前该平台已集纳 1635 家重点企业碳排放信息。这些企业分

布在发电、钢铁、石化等七大高碳行业，其碳排放量占了全省工业企业碳排放量

的 71.8%。 

 

天津：强化技术创新 推进节能减排实现“双碳” 

来源：今晚报 

天津市科技局通过组织实施科技重大项目、完善创新平台建设等重点举措，

持续强化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助力“双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本市近年来先后组织实施了“京津冀钢铁行业节能减

排示范工程”“重化工业节能减排科技示范工程”“生态环境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等重大项目，支持节能减排关键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示范应用。其中，聚焦大气、

精细化工行业、生活垃圾、农村人居环境等重点领域，支持燃煤设施烟气深度治

理技术研发与示范，精细化工园区清洁生产及源头治理工艺研发与示范，生活垃

圾污染控制关键技术装备与示范及农村人居生态环境治理关键技术与示范 4 个

方向，开展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和示范，共立项 9 个项目，财政支持 1075 万元，

带动社会投资 3920 万元，研发出“钢铁烧结烟气超低排放处理中的余热利用”

“节能型空气处理机组”等一大批关键技术、“杀手锏”产品及新工艺，建设了

“互联-物联-智能控制一体化的建筑热网节能管理系统的研发”等一批互联网

跨界融合创新示范工程。同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发的扬尘在线监控系统，已经

在全国 15个省区市近 3000个工地、堆场、码头等场站使用。 

 

钢铁生产碳排放巨大 欧洲钢企竞相研发绿色钢铁 

https://huanbao.in-en.com/html/huanbao-2342230.shtml
https://huanbao.in-en.com/html/huanbao-2342012.shtml
https://huanbao.in-en.com/html/huanbao-23420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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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日报 

据德国《商报》报道，钢铁行业未来的画卷正在德国萨尔茨吉特市徐徐展开。

萨尔茨吉特钢铁制造公司最近宣布，计划今年向 4 家梅赛德斯工厂提供绿色钢

铁。与传统钢铁相比，绿色钢铁的碳足迹将下降 66%。 

随着世界各国纷纷制订碳中和目标，人们对绿色钢铁的需求正与日俱增。欧

盟也在向钢铁生产行业施加压力，促使其竞相转型研发绿色钢铁。 

 

科技应用 

科技助力服务贸易转型升级 

来源：人民日报 

坚持自主创新，以数字技术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就能进一步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

险能力。 

科技赋能产业。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不断成熟，正在为生产性

服务业、基础设施与公共环境类服务业注入动力。一位展商向笔者介绍了最新开

发的智能巡检系统，利用 MR（混合现实）技术，能实现采煤工作面涉及的机电设

备全景展示教学与智能诊断，还能远程协助处理故障。井下工人可通过 MR 眼镜

同手机、大屏远端的专家联系，实现现场与管理平台高效沟通，节省运营成本。

从智慧工地系统，到短临气象预报，再到零接触无人化配送，科技对接千行百业，

助力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数字人民币进一步助力普惠金融服务 

来源：人民日报 

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

参与运营，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与实物人民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

作为一种新的通用支付方式，数字人民币设计兼顾了实物人民币和电子支付工具

的优势，既具有实物人民币的“支付即结算”、匿名性等特点，又具有电子支付

工具成本低、便携性强、效率高、不易伪造等特点。 

http://www.news.cn/tech/20210907/de79a364dbb34c98ba319a88e112377e/c.html
http://www.news.cn/techpro/20210906/f84a1607ef1744c2a0a107f515e45b07/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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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数字人民币在满足公众对数字形态法定货币需求的同时，将进一

步助力普惠金融服务。数字人民币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众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

未开立银行账户的公众可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享受基础金融服务。“支付即结算”、

低成本特性也有利于企业及有关方面在享受支付便利的同时，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进一步降低支付成本。 

 

智能绿色低碳 多项建筑“黑科技”亮相服贸会 

来源：科技日报 

正在举行的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多个建筑“黑科技”集中

亮相。9月 6日，在总面积超 1000平方米的中国建筑展区，科技日报记者看到，

一个个充满科技感的智能硬件体验区，通过大屏、沙盘、实体模型和智能装备，

为观众带来一场身临其境的智慧建造、绿色建造和低碳体验之旅。 

大厦外立面采用全玻璃幕墙结构，确保室内自然采光效果，并使用固定遮阳

和遮阳卷帘，减少室内眩光；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光伏发电量占建筑总

用电量的 1.51%；内部设置二氧化碳控制系统，对人员密集区域进行空气调节，

保障室内空气质量；采用综合节能的外围护结构措施和高效的空调系统、照明系

统等，建筑总能耗降低 27.94%。 

 

“智慧”赋能助力现代农业 

来源：安丘市委宣传部 

在安丘智慧农业三产融合大数据中心，技术员通过安装在长生源农场传感器，

可以实时监测作物的生长情况。 

作为全国首个县级“空天地一体化立体感知”现代化农业数据平台，通过大

数据分析融合，能够精准掌握农业生产情况，科学判断农产品价格趋势，打通“种

产加销”全产业链，有效推动三产融合，称得上是“最强大脑”。 

安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顺明表示，安丘依托全市大数据平台，积极探索

“大数据+农业”深度融合新路径，通过为农业发展各环节嵌入“智慧芯”，助

力现代农业发展，以新业态和新希望描绘出未来农业发展的美好图景。 

 

一颗蓝莓如何被注入高科技元素 

http://www.news.cn/energy/20210907/243833fdddab4100be9b6bb9cf52b5e2/c.html
http://www.sd.xinhuanet.com/wf/2021-09/05/c_1127829885.htm
http://www.news.cn/food/20210907/0a577882fa404f91ac3184f70767e7bf/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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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工人日报 

一盒 125 克的蓝莓在超市售价 20 余元，折合 1 公斤 200 余元，即便价格并

不便宜，但市场仍面临供不应求的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蓝莓能在市场上如此脱

颖而出？。 

眼下，把科技力量投入到传统农业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曲靖佳沃公司打造了

集现代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技术与传统农业相结合的智慧农业平台，利

用智慧农业云平台溯源系统对蓝莓的种苗选育、生长过程、环境数据、加工分选、

质检流程等进行全程追溯。 

记者注意到，每一盒即将走向市场的蓝莓包装上都印有一个溯源二维码，消

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就能查看蓝莓的“成长档案”，从种苗、开花到采果，每一

项农事操作的时间均有记录。 

 

孙宇晨公布 BTTC 跨链解决方案 开启万链互联新时代 

来源：中国网 

9月 3日，波场 TRON创始人孙宇晨在微博上发布了公开信，宣布将会在 2021

年 10月 30日正式发布波场协议将启动第二层（Layer 2）扩容跨链解决方案—

—BitTorrent Chain（BTTC），并表示将投入十亿美元的总资金来鼓励以太坊项

目迁移到 BTTC上。 

未来诞生的 BitTorrent Chain（BTTC）将是横跨波场、以太坊、BSC 的跨链

扩容解决方案，为世界主流区块链提供扩容方法，实现去中心化无信任异构区块

链跨链通讯，开启万链互联的新时代。 

 

区块链技术为雄安税务电子凭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赋能 

来源：中国雄安官网 

雄安新区区块链税务电子凭据公共服务平台以区块链技术为引导，打通发票

申领、开票、报销和报税全流程，实现税收票据电子化、税务文书电子化、税收

证明电子化。该平台通过区块链记录上传的电子凭据数据的生成、流转、作废等

状态信息，构建绿色、高效全程无纸化的电子凭据服务体系，有效节约了资源，

提升了工作效率。 

http://www.jjckb.cn/2021-09/06/c_1310170897.html
http://www.xiongan.gov.cn/2021-08/31/c_12113517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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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税务电子凭据公共服务平台定位是政府各部门及各

单位为公众提供一致的、规范的电子凭据的统一平台，可以集各类政务数据于一

体，进一步减少了企业和群众办事流程手续，夯实了智慧政府基础，为企业和群

众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办事工作效率，为推进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

次”改革起到促进作用，全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激发数字经济的增长潜能 

来源：人民日报 

挖掘数字经济的增长潜能，首先要发挥数据新要素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人类所能利用的生产要素范围不断扩大，从劳动、土地扩大到资本，时至今

日，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成熟又使得

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从数字技术应用的角度看，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产业领

域深度应用，可为既有产业赋能，提高生产率水平。 

最后，需求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市场需求既包括消费者对绿色、健康、安全、

品质、个人发展等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括企业追求利润的产业需求。发挥数字

技术的增长潜能，需要在这些方面挖掘新的市场需求。从全球范围看，直播、短

视频等新应用场景的出现带动了 4G投资和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未来 5G、虚拟

现实、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规模应用场景的出现，也有望为经济增长提供

巨大动能。 

 

北京发布“十四五”高精尖产业蓝图 

来源：新华社微博 

在 27 日举行的北京市“十四五”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北京

正式发布高精尖产业发展蓝图，将推动产业“换核、强芯、赋智、融合”，力争

到 2025 年，高精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30%以上，培育形成 4-5 个万亿级

产业集群，基本形成以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医药健康等为新支柱的现代产业

体系，将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区块链、创新药等打造成“北京智造”“北

京服务”新名片。 

 

http://www.news.cn/2021-08/30/c_1127807327.htm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08/27/c_11278013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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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国网”用“计算器”厘清“碳排放”的帐 

来源：新华网 

“碳足迹计算器”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在 2021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节能

降碳，绿色发展”主题系列活动中发布的一款创新小工具，通过量化的方式，帮

助用户更加直观地了解个人碳排放情况，引导用户自愿践行节能低碳生活理念。 

用户登陆“网上国网”APP，进入碳足迹计算器功能板块，输入用能情况、

饮食习惯、出行方式等生活数据，即可自动生成个人的碳足迹明细，从衣食住行

用多角度展示个人碳排放行为及其占比，以及年碳足迹量、消除碳足迹需要植树

棵数等信息。 

据悉，自 8 月 20 日碳足迹计算器在“网上国网”APP 上线应用以来，点击

访问次数已超过 10万人次。据了解，国网天津电力还将建立完善低碳任务体系，

通过发放“网上国网”APP奖励积分等方式，吸引更多用户自愿践行低碳生活理

念，开启绿色生活模式。 

 

 

 

 

 

 

 

 

 

 

 

 

 

http://www.tj.xinhuanet.com/xhvision/2021-09/03/c_11278234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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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深度报道 

陈迎教授解读碳中和 1+N 政策布局几项重点 

陈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综合专题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2060 零碳企业行动倡议的专家顾问陈迎教授多年致力于环境经济与可持续

发展、能源与气候政策、国际气候治理等方向的研究工作，在今年 6月底举行的

圆桌论坛上就分享过她对碳中和“1+N”政策的看法。为此，我们也专程邀请她

对解振华先生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2021 北京峰会上关于“1+N”的发言进行了

要点解读。 

 

Q1 

为什么此次特别说明达峰单指二氧化碳，而碳中和包括所有温室气体？这其

中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陈迎：对于这一点，在此之前一直有不同的理解，在此之前官方一直都没有

说清楚。这次讲话是首次明确指出，达峰指的是二氧化碳，碳中和包括所有温室

气体。为什么达峰只包括二氧化碳，我理解是因为之前《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

贡献中只包括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过程的二氧化碳，这次是对国家自主贡献的一

次更新，所以还是延续了之前的气体范围。 

但是碳中和是为了消除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而其他的温室气体也有

气候效应，所以碳中和应该将其他温室气体也包括在内，这样才是合理的。这也

意味着，如果碳中和包含所有的温室气体，我们就需要更早地实现二氧化碳的中

和，所以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任务会更加艰巨。 

 

Q2 

1+N 政策体系的 “1” 与 “N”分别具体指什么？您觉得为什么要选取

1+N这样的模式？ 

陈迎：中国很多的改革方案都是以“1+N”的形式推出的，比如说国企改革

方案、生态文明体系建设，这是中国做重大决策时的惯有方式。所谓“1”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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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总体性的指导意见，“N”就是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配套政策方案。比如，

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四梁八柱”就有一个《总体方案》，提出来八项制度，包

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开发保护、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节约、

资源有偿使用和补偿、环境治理体系、市场体系、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采取“1+N”模式，也是先要有一个总体目标，明确基本原则，

设定总体框架，然后再分领域分部门，推出一系列相关配套的方案，共同形成一

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Q3 

第一点提到了“十四五”期间能源结构的发展规划。那么您觉得继煤炭之后，

哪类能源可能会占主导地位？还是可能一直维持多元化的能源结构？ 

陈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必须先行，这是共识。能源转型对碳

达峰、碳中和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的能源系统以化石能源为主，核能和可再生能

源等非化石能源占比还不够高。未来，在煤炭之后谁占主导地位，从国际经验来

看，是先用石油、天然气来替代煤炭，再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天然气。但中国的发

展途径有可能跟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有所区别。因为中国只有 30 年的时间从碳达

峰到碳中和，比发达国家都要短。我认为中国不可能重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路子，

可能会来不及。而且中国的天然气资源也不够丰富。未来中国的能源结构会是多

元化的，核能、天然气要发展，更要大力发展新能源。 

天然气的发展可能在未来 10-15年内是有生命力的，但是长期来看，天然气

最终是要被新能源替代的。天然气的发展也必须因地制宜。我刚参观了江苏镇江

天燃气发电厂，江苏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电力需求旺盛，采用燃气发电取代

煤电，虽然成本较高，但也有相对清洁、高效、灵活等方面的好处，政府也给得

起补贴，但不是每个地方都给得起。天然气发电在广东、江苏等地发展较快，适

合了当地的需求就有发展空间，但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可再生能源丰富

的西部省份，直接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更符合当地的发展状况了。未来，在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约束下，能源结构多元化是大方向，各地要根据自己的资源

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探索能源转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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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强调的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约束下，未来控煤、替煤、减煤、

全面弃煤的大方向是不会动摇的，但是步伐、节奏和促进转型的配套措施必须精

准，必须跟上，尤其在转型过程中的公正转型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要多关注

受影响的弱势群体、失业人群，进行必要的安置、补偿、培训等等。煤炭转型必

然有社会经济的成本，但尽可能要少付出一些代价，毕竟中国的煤基产业涉及范

围很广，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千家万户。 

 

Q4 

1+N 设计中强调创新科技对节能减排有重要作用。您可以举例详细说说新技

术对低碳绿色的作用吗？ 

技术创新是有全局性作用的，在能源领域，城市治理、交通领域都发挥重要

的作用。比如说前段时间发布的《能源领域 5G 应用实施方案》中就提到过很多

5G应用的场景：智能电厂、智能电网、智能煤矿、智能油气、综合能源、智能制

造与建造等等，就是技术创新在能源领域的广泛应用。除了能源领域，在城市治

理方面，智能化、数字化的新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例如移动支付、远程办公、

智能家居等，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未来发展前景非常广阔。未来智能化

的技术可以让电力系统更有柔性，既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也是低排放的。 

以往的电力体系，是假定消费需求不能动的，依靠发电端去跟踪用户的用电

需求，用户多用就多发电，少用就少发电。但是当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加入电力

系统的时候，调控就变得很困难。太阳能发电只能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发电，风

能要看什么时候有风什么时候发电，发电系统的稳定性就难以维持。这时候就有

人说新能源发电不行，不用煤电就不稳定了。其实，如果智能化的技术跟上，不

仅智能电网的调节能力增强，而且消费端的需求也是可以动的。建筑不仅是耗电

的，也是发电的。如果将来电动汽车都很普及了，峰谷调节的时候，家家户户的

电动汽车就是很好的微型储能设备。科技创新可以把这些需求调动起来，把减排

的潜力挖掘出来。所以，智能化的技术在能源供需端的调节方面能发挥特别大的

作用，使得供需双方能够更好地达到平衡，既能满足需求又低碳零碳。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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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建筑领域的低碳应该如何发展？老旧建筑应该何去何从？ 

建筑领域最终是要电气化的。建筑节能最主要是全面电气化。电力系统要先

行，供应绿电。如果建筑直接烧化石能源，就产生本地排放了。如果能够更高程

度电气化，能源系统又供应绿电的话，建筑系统的零碳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多年来，我们都只控制了新建建筑的标准，控制新建建筑是比较容易的，相

比而言，老旧建筑的改造是比较难的，因为很多城市是没有条件再推倒重来的。

所以老旧建筑的改造是一定需要的。最近还新出台了关于城市更新的文件，要求

防止大拆大建，同时要进行城市的更新、服务功能的提升等等。所以，解决新建

建筑是解决增量部分，更新老旧建筑是解决存量部分。建筑的低碳、节能、零排

放，要涵盖新建建筑和老旧建筑。老旧建筑改造有很大的节能潜力，但改造的难

度也挺大，不仅是成本，还有政府、开发商、物业公司和业主共同讨论的决策的

过程，非常复杂。 

除了电气化，我认为，建筑领域的减排从源头上来看，是应该解决大量空置

的问题，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建筑房屋需要消耗大量钢筋、水泥和建材，都是

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产品。建了很多房子却空置不住，或者使用仅二十年的建筑

就要推倒重来，这背后都是大量的碳排放。国家一直说房子是用来住而不是用来

炒的，但是过去二三十年，房价上涨很快，房屋具有保值增值的投资功能，所以

有很多炒房的现象存在。 

 

Q6 

最后，想听听您对企业的低碳转型怎么看？率先主动投入这场转型的企业较

之落后的企业会得到更多回报吗？ 

陈迎：企业对于长期趋势的把握，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要充分认识到

碳中和是全局性、长期性、协同性的目标，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企业在大浪

潮中必须要提高认识，把握好长期趋势。其次，要处理好企业治理的方方面面，

既要遵纪守法，完成国家的任务，同时也要寻找新的商机，对得起投资人。总之，

企业要从碳资产管理的角度管理碳，从制度、战略、未来发展等方面，在碳中和

的背景下进行企业能力的建设，加强碳资产管理。要认识到，如果跟不上浪潮，

必将遭到市场的抛弃；跟上这个浪潮一定会得到回报，而且越早行动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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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目前出台的大多数政策措施都是针对部门的，我也希望国家可以

制定出台更多针对企业的配套措施，同时调动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社会力量，

针对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具体需求，给予企业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来源：零碳圈 

 

四、 行情简报 

（一）全国配额交易行情 

 

8 月，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成交 2,488,492 吨，成交金额

116,550,926.36 元，成交均价 46.84元/吨，其中挂牌协议成交 353,636吨，成

交金额 18,837,232.64 元，最高成交价 59 元/吨，最低成交价 44 元/吨；大宗协

议成交 2,134,856 吨，成交金额 97,713,693.72 元，最高成交价 51.50 元/吨，

最低成交价 41.50 元/吨。 

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 8,440,429

吨，成交金额 416,136,314.6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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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区域配额交易行情 

 

线上成交均价方面，8 月，在二级市场价格方面，北京配额价格跌宕起伏，

最高上涨至 71.39 元/吨，最低下跌至 61.49 元/吨，月均价 64.99 元/吨，与上

月 50.51 元/吨相比大幅上涨，本月价格依旧试点最高；湖北配额价格稳步上升，

最高上涨至 46.50 元/吨，最低下跌至 38.51 元/吨，月均价 42.61 元/吨，与上

月 37.91 元/吨相比小幅上涨；上海配额价格小幅波动，从月初 40.70元/吨上涨

至 40.99 元/吨，月均价 40.38 元/吨，与上月 39.61 元/吨相比小幅上涨；广东

配额价格小幅波动，最高上涨至 42.88元/吨，最低下跌至 37.11 元/吨，月均价

38.72元/吨，与上月 43.45元/吨相比小幅下跌；重庆配额价格跌宕起伏，最高

上涨至 37.41 元/吨，最低下跌至 32.50 元/吨，月均价 33.43 元/吨，与上月

32.48元/吨相比小幅上涨；天津配额价格小幅下跌，从月初 32.73 元/吨下跌至

28.32 元/吨，月均价 28.78 元/吨，与上月 32.60 元/吨相比小幅下跌；福建配

额价格稳步上升，从月初 10.20元/吨上涨至 13元/吨，月均价 11.06元/吨，与

上月 9.80 元/吨相比大幅上涨；深圳配额价格分化严重，SZA-2019 最高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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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5 元/吨，SZA-2014 最低成交价 4.93 元/吨，月均价 4.99 元/吨，与上月

11.44元/吨相比大幅下跌。 

成交量和成交额方面，8 月，我国 8 个区域配额共成交 415.92 万吨，成交

金额 1.27 亿元，其中成交量主要贡献来自于广东、上海，分别占当月总成交量

的 24%、21%。 

表 1 2021年 8月国内区域配额成交情况 

（按成交均价由高到低排序） 

交易所 交易品种 

成交均价 

（元/吨） 

成交量 

（万吨） 

成交金额 

（万元） 

北京绿色交易所 BEA 46.46 47.06 2,186.31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HBEA 42.61 13.79 587.73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SHEA 39.92 87.08 3,475.99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GDEA 37.80 99.96 3,778.87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TJEA 28.78 5.21 150.03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CQEA 27.00 46.12 1,245.09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 FJEA 11.13 110.22 1,226.28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SZA 4.83 6.48 31.33 

共 计 -- 30.49 415.92 12,681.62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我国 8 个区域配额共成交 5.04 亿吨，成交金额

120.75亿元，其中线上成交 2.05亿吨，成交金额 54.88亿元。 

（三）国内 CCER 交易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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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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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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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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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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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我国 9 个区域 CCER 共成交 899 万吨。其中，广东、上海、四川最为

活跃，分别成交 296万吨、193万吨、177 万吨。 

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我国 9个区域 CCER共成交 3.25亿吨。 

（四）国外碳市场分析 

1.欧盟排放配额交易行情 

8 月，欧盟排放配额（EUA）价格稳步上涨，8 月 31 日收盘价为 60.76 欧元

/吨，较 7月底收盘价上涨 13.93%。 

 

2.韩国排放配额交易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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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韩国排放配额（KAU）价格稳步上涨，8月 31日收盘价为 28,044韩元

/吨，较 7月底收盘价上涨 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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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构动向 

天津高院赴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开展“双碳”调研 

8月 4日，为助力天津绿色发展和地区“双碳”目标实现，不断完善天津法

院环境资源司法审判执行机制，创新修复性司法举措，天津高院环资审判团队赴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开展“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调研。 

据了解，天津是我国碳市场建设七家试点之一，2020 年天津碳市场交易量

达到 2909 万吨，位居全国第二。7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正式启动，对我

国“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也对司法服务保障碳排放交

易市场健康有序运转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工作人员围绕碳排放权交易的国际国内背景、面临的形势

与任务、企业碳排放的行业分布情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内容进行了详

细介绍，并讲解了碳移除（CDR）、碳捕获碳利用（CCUS）等专业技术。天津高

院环资审判团队针对用能权纠纷、碳汇交易纠纷、排放权交易纠纷中可能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询问，并就修复性司法在碳排放领域的应用，以及裁判规则、

政策法规、市场技术、资本发力的协调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来源：天津高法 

 

 

天排所总经理李天陪同天津市委领导深入中石油驻区企业调研 

 

8 月 11 日上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有总经理李天受邀陪同市委常委、滨海

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深入中石油驻区企业调研。连茂君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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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企业意见建议，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推动绿色石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集团公司下属的大港油田公司、大港石化公司、渤海钻探工程公

司、渤海石油装备制造公司、渤海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研究院、大港油田公司

采油工艺研究院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节能减排、转型

创新等工作情况。 

连茂君指出，石化产业是滨海新区规模最大的优势支柱产业，是新区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他希望中石油驻区企业主动抢抓机遇，加快推动转型升级，

突出绿色化，大力发展风、光、地热等新能源产业，全力推动 CCUS 技术示范应

用，努力为实现“双碳”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下一步天排所将按照茂君书记的指示，发挥带头引领和绿色低碳智库作用，

扎实推进“双碳”工作，力争推动新区“双碳”工作走到全市乃至全国前列。 

 

 

天排所总经理李天陪同天津市委领导深入中石化驻区企业调研 

 

8 月 17 日，天排所总经理李天受邀陪同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连茂君深入中石化驻区企业调研。 

    连茂君强调，石油化工及相关产业是新区支柱产业之一，在全区产业结构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希望中石化驻区企业坚持目标导向，加快推进石油化工产

业向下游延伸，进一步提升上下游一体化水平，全力打造新时代绿色石油精细化

工新材料领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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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落地“双质押登记”碳配额质押贷款 

 

8 月 26 日，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及滨海新区中心支行的指导下，工商银行

天津市分行创新碳资产押品管理模式，在业内率先采取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天津

排放权交易所“双质押登记”风控模式，成功为天津市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办

理碳配额质押贷款。该项创新业务对于金融机构加快推进碳金融业务发展具有一

定参考借鉴意义。 

 

 

碳中和与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在津成立，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智库 

 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推进落实天津市“双碳”工作目标，8月 12日下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与天

津建筑设计研究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建行天津市分行联合成立“天津市碳

中和与绿色金融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天津建筑设计研究院举行，天津市发改

委、住建委、生态环境局、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经济开发

区金融局、市勘察设计协会、城投集团、天津绿色供应链服务中心的有关领导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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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中心的成立将围绕天津市碳中和与绿色金融主题，充分发挥平台作

用，融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碳资产开发及低碳产业生态与绿色金融资源优势，天

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绿色低碳专有技术与咨询服务优势，以及天津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低碳理论与技术研究优势，南开大学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绿

色金融理论研究优势，建行天津市分行绿色金融与碳资产金融产品优势，从低碳

建筑、绿色金融领域，积极落实开展双碳研究和实践，注重挖掘优秀绿色项目，

推进建筑减排和绿色金融标准建设，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建筑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研究中心将秉承生态优先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理念，在绿色低碳咨询、低碳运

维管理、碳核查、绿色金融服务、国家核证自愿减排（CCER）项目开发等领域开

展全面合作，为企业转型升级、政府深化改革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库支持与

赋能服务。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李天在现场对公共建筑参与碳市场的现状和趋势

进行了分享，他指出当前建筑运行能耗约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20%，建筑全过

程能耗占我国总能耗比例达 45%。因此，未来发展绿色建筑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的必由之路。 



 

 
30 

 

仪式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与天津建筑设计院、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三方将在建筑与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绿色建筑项目绿色贷款申请评

估与审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金融支持、绿色低碳金融产品、绿色资金、绿色保

险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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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现场，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为建行天津八里台支行颁发碳中和证书。建设

银行天津津南支行通过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购买 CCER，用于中和 2020年 1月 1日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建行天津八里台支行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打造天津市首

个碳中和银行网点。 

2020 年，天津碳市场成交量 2909 万吨，试点碳市场成交量排名全国第二。

今年上半年，交易量同比增长 137%。未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将在政府指导下，

加快创新步伐。一是积极对接全国碳市场联建，同时，进一步深化天津市环境权

益市场的创新，为天津碳达峰碳中和贡献力量。二是积极建设碳普惠创新示范中

心，通过打造碳市场能力建设中心和数字化碳中和平台，调动全社会践行绿色低

碳行为的积极性，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三是积极探索运用区块

链和互联网技术，与政府和金融机构一道打造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平台。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与 SGS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携手共促碳中和 

8月 18日上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排所”）与 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天排所总经理李天、SGS

知识与管理服务事业群中国区总经理辛斌等出席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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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国家“30 碳达峰”的战略目标、“60 碳中和”的伟大愿景，双方

本着“长期合作、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充分发挥各自的平台优势，在

碳中和碳减排标准制定、碳中和碳减排项目开发、碳资产管理咨询服务、产品碳

足迹以及生命周期评价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未来，双方将深耕碳中和综合服务

领域，挖掘共同客户的多层次需求，提供科学碳目标专业咨询服务，为企业的绿

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作为国内最早建立的环境权益交易所，天排所经历了中国碳市场从无到有的

探索历程，在 2009 年就完成了中国首笔基于碳足迹盘查的碳中和交易，并于近

期发布了全国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碳中和存证产品。2021 年 1 至 5 月，天排所

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量全国排名第一。 

SGS 是国际公认的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由 SGS 集团和中国标准科技集团共同于 1991 年成立，是中国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温室气体核查机构和国内首批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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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排所与农行天津滨海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绿色津城 

 8 月 27 日下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排所”）与中

国农业银行天津滨海分行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天排所总经理李天、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分行行长胡文哲等出席签约仪式。 

在“碳达峰”“碳中和”双碳战略引领下，低碳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而绿色金融是经济结构调整、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力和调节杠杆。在此背景

下，双方本着“长期合作、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将充分发挥各自的平

台优势，共同致力于自愿减排项目联合开发、碳普惠服务、减排方法学、碳中和

服务、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绿色金融课题研究，助力全民参与“双碳”行动，

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津城。 

作为国内最早建立的环境权益交易所，天排所经历了中国碳市场从无到有的

探索历程，在 2009 年就完成了中国首笔基于碳足迹盘查的碳中和交易，并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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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布了全国首个基于区块链的碳中和存证产品。2021年 1 至 7月，天津碳市

场成交量在全国试点碳市场中排名第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分行是中国农业银行在天津滨海新区

设立的重要分支机构，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农业银行始终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

理念，深入实施绿色金融发展规划，着力打造绿色金融领军银行。 

 

 

天津市碳中和与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受邀参加天津新闻广播 聚焦

双碳目标 倡导低碳生活 

2021 年 8月 23日至 29日，是我国第三十一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

能降碳，绿色发展”，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30碳达峰、60碳中和国家战略后

的首个节能宣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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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之际，8 月 27日，由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天津建院、天津大学、南开大

学、建行天津市分行联合成立的“天津碳中和与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受邀来到天

津新闻广播《创新治理大家谈》直播间，聚焦碳达峰碳中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总经理李天作为研究中心主任与嘉宾共话“双碳”工作目标如何影响经济生活。 

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节目中，各位嘉宾围绕什

么是 “碳达峰”和“碳中和”、影响碳排放的具体因素、“双碳”工作目标的

目的和意义、实现“碳中和”的现有技术和实践成果、普通市民如何参与建设“双

碳”目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嘉宾们精彩而生动细致的讲解使 “双

碳”理念更加贴近百姓生活，从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到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利用，

从绿色建筑到绿色行为，从低碳企业到绿色金融，嘉宾们围绕天津市“双碳”目

标提出了建议和倡议。 

随后研究中心举行了第一次主任会议，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研究中心

主任李天同与会嘉宾围绕年度重点工作目标、战略路线、职能分工进行了商讨，

并达成了初步共识。  

绿色低碳，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更是一种生活理念。中国科学院日前发布

的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 53%。因

此，开展形式多样的低碳宣传活动，提升公众的低碳发展意识，加强有关碳减排

的传播与宣传，在双碳背景下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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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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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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