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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与倡议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来源：中国政府网 

9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提出，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中国将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

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李克强出席 2021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来源：中国政府网 

9 月 3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视频形式出席 2021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

坛，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秉持科学精神和务实态度，合理推动能源清洁利用和低

碳转型；二是结合历史责任和国情实际，持续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三是强化政策

协调和结构改革，携手实现世界经济均衡、绿色、可持续复苏。同时，他指出，

在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同时，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手做“减法”，

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产能规模；一手做“加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来源：新华网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要聚焦重要生态环境要素，完善分类补偿制度。要求健全以国家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为基础的碳排放权抵消机制，将具有生态、社会等多种效

益的林业、可再生能源、甲烷利用等领域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纳入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 

https://www.mee.gov.cn/ywdt/szyw/202109/t20210922_952183.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03/content_5635201.htm
http://m.news.cn/2021-09/12/c_11278541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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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坚决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来源：中国新闻网 

9 月 11 日，国家发改委发关于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

案》的通知，指出要坚决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明确总体目标：到 2025 年，

能耗双控制度更加健全，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到 2030

年，能耗双控制度进一步完善，能耗强度继续大幅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

控制，能源结构更加优化；到 2035 年，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全面节约制度更加

成熟和定型，有力支撑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目标实现。 

 

中英双方在天津举行气候变化会谈 

来源：生态环境部 

9月 5-7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来访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26）候任主席夏尔马在天津举行会谈。双方

就 COP26 总体安排及重点议题、全球气候行动、中英气候变化合作等重点问题进

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期间，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等分别视频会见夏尔马。 

 

生态环境部：将持续推动地方、重点行业和企业开展碳达峰 

来源：经济参考报 

9月 26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 2021 年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发表主旨演

讲时表示，将持续推动地方、重点行业和企业开展碳达峰行动，实施碳强度和碳

排放总量“双控”制度，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上马，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建立在绿色低碳的基础之上。同时强调，生态环境部将进一步严格生态环境

执法监管，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严惩重罚，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深入

推进生态补偿，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下一步将扩大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chinanews.com/cj/2021/09-16/9566981.shtml
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109/t20210909_914580.shtml
http://www.jjckb.cn/2021-09/27/c_1310211892.htm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10926/herald/80951c12d3e993f004d69cc6a2fb72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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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6日，在举办“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2021年会”上，生

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表示，下一步将继续稳步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上，逐步将市场覆盖范围扩大到其他高排放行

业，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实现全国碳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有效发挥市场

机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生态环境部：聚焦区域、城市和重点行业 开展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 

来源：经济参考网 

9 月 23 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在生态环境部召开的 9 月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对碳监测

评估试点工作进行部署。《方案》聚焦区域、城市和重点行业三个层面，开展碳

监测评估试点，到 2022 年底，探索建立碳监测评估技术方法体系，发挥示范效

应，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监测支撑。 

 

《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将于 11月 1日起施行 

来源：新华网 

9 月 27 日，天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碳

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以促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为立法主旨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条

例》以法规形式明确了管理体制、基本制度和绿色转型、降碳增汇的政策措施，

将为天津市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国合会报告：“十四五”应逐步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来源：澎湃新闻 

9月 8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发布“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

专题政策研究项目（2018-2021年）最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国内经济转型加速，绿色技术产业发展，深

化经济数字化，各相关方积极响应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机遇。另一方面，

http://www.jjckb.cn/2021-09/24/c_1310206836.htm
http://www.tj.xinhuanet.com/jz/2021-09/29/c_1127917217.ht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0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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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不确定，实现碳中和时间周期短，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发展不充分不均

衡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挑战。 

 

蓝皮书：到 2030年我国利用生物质能可减碳超 9亿吨 

来源：新华财经 

9 月 14 日，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等单位发布的《3060 零

碳生物质能发展潜力蓝皮书》显示，若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到 2030 年，我

国利用生物质能将减碳超 9亿吨，到 2060年将减碳超 20亿吨；同时生物质能还

可实现负碳排放，助力环境修复。蓝皮书预计，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不断提

升，我国生物质资源产生量呈不断上升趋势，总资源量年增长率将维持在 1.1%

以上。到 2030年，我国生物质总资源量将达到 37.95亿吨，到 2060 年我国生物

质资源量将达到 53.46 亿吨。 

 

国际航运公会制定全球碳排放征税计划以加速行业脱碳 

来源：航运界 

9月 3日，国际航运公会（ICS）向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IMO）提交了一份

提案，呼吁采取国际公认的市场导向型措施以加快零碳燃料的应用和部署。根据

提交至航运监管机构 IMO 的文件，这项征税将针对全球贸易船舶（超过 5000 总

吨船舶）向每吨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强制性征税。此外，航运业和各国政府还提议

设立一个 50亿美元的研发基金，ICS呼吁在今年 11月即将召开的 IMO 关键会议

上批准该基金。 

 

国际航协：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来源：民航资源网 

10 月 4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第 77 届年会批准全球航空运输业于

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决议。该行业承诺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即全球气

温升幅不超过 1.5°C。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面临巨大挑战。航空业必须在逐

步减少排放的同时，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渴望飞行的的需求。为了满足 2050 年

http://news.xinhua08.com/a/20210914/2001145.shtml
http://www.ship.sh/column_article.php?id=4193
http://news.carnoc.com/list/570/570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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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亿人次飞行的需求，当年必须减少至少 18 亿吨的碳排放。此外，净零承诺

意味着从现在到 2050 年将累计减少 212亿吨的碳排放。 

 

美欧承诺甲烷减排 30%，甲烷或成 COP26谈判重点 

来源：美国环保协会 

9月 17日，美国和有关国家举行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MEF）”。

部分与会的国家和地区支持在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启动全

球甲烷承诺。部分 MEF成员，如欧盟、阿根廷、印尼、意大利、墨西哥、英国和

美国表明要加入这一承诺，部分非 MEF成员，如加纳和伊拉克也表明了加入这一

承诺的意愿。甲烷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

后 20年尺度内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84倍，百年尺度内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8 倍。不控制甲烷，人类将无法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把温升控制在

2℃以内，并努力使温升控制在 1.5℃内的目标。 

 

新加坡人力部长陈诗龙：新加坡致力发展为亚洲领先的碳交易和服务枢纽 

来源：联合早报 

9月 28日，据《联合早报》中文版报道，新加坡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

陈诗龙医生 9月 27 日在第 37届年度亚太石油会议上表示，尽管大宗商品贸易在

过去两年面对新挑战，但新加坡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全球能源贸易枢纽，接下来将

致力于通过提升在能源价值链的能力及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增长，把新加坡发展为

亚洲领先的碳交易和服务枢纽。他谈到新加坡的策略时指出，新加坡积极建立价

值链，例如积极开展项目开发、融资和认证等关键活动，以及扩大自愿碳市场的

规模和提高信用额度的交易量。 

  

https://mp.weixin.qq.com/s/t-RE8ZzrXeWZYjZa7-JD-Q
http://sg.mofcom.gov.cn/article/zcjx/xjpsczc/202109/202109032032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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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动态 

绿色金融 

中办、国办：建立绿色股票指数 发展碳排放权期货交易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

意见》，意见提出，研究发展基于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各类资源环境权益

的融资工具，建立绿色股票指数，发展碳排放权期货交易。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试验区试点范围，把生态保护补偿融资机制与模式创新作为重要试点内容。推

广生态产业链金融模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符合绿色项目融资特点的绿色

信贷服务。鼓励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和机构发行绿色债券。鼓励保险机构开发

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参与生态保护补偿。 

 

国家发改委：正式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激励用电侧购买绿电积极性 

来源：国家发改委 

2021 年 9月 27 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新闻表示，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正式复函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推动开展绿色电力交易试点

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的背景和出发点及绿

色电力交易如何组织实施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发改委指出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绿色

电力消费，体现出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产生的绿电收益将用于支持绿色电力发

展和消纳，更好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将由国家电网公

司、南方电网公司组织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具体开展。 

 

央行：我国已初步形成支持绿色金融发展政策体系 

来源：新华网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日前在 2021 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

会年会上表示，经过几年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和

市场环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绿色金融产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694224216210531&wfr=spider&for=pc
https://www.ndrc.gov.cn/fggz/fgzy/shgqhy/202109/t20210927_1297736.html?code=&state=12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020120542712839&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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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方面，陈雨露介绍，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到 1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6.5%。今年前 8 个月，我国绿债发行规模超过 3500 亿元，同比

增长 152%，已超过去年全年发行额。其中，碳中和债券累计发行 1800 多亿元。 

在绿色金融标准方面，陈雨露表示，今年 4月，人民银行联合发改委、证监

会发布了新版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推动国内绿色债券标准的统一，促

进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目前，中国与欧洲正在牵头研究可持续金融分类共同标

准，第一版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发布。 

 

助力“双碳”目标 北京基金业协会启动“未来可持续投资”倡议行动 

来源：中国经营报 

9 月 5 日，第十二届全球 PE 论坛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举办。论坛

上，北京基金业协会发起“未来可持续投资”倡议，倡议股权投资机构、金融机

构践行“未来可持续投资”，为“双碳目标”、可持续发展，尽责担当，贡献智

慧和力量。全球 PE 论坛组委会主席邵秉仁，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

王忠民，中国新闻社原社长、中新经纬高级顾问郭招金，北京基金业协会会长、

厚朴投资董事长方风雷，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北京基金业协会轮值主席、

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等与会嘉宾共同启动倡议行动。厚朴投资、弘毅

投资、CPE源峰、中美绿色基金等行业巨擘作为首批创始成员机构联合发起“未

来可持续投资”倡议。 

 

央行王信：探索推出更多碳金融产品 吸引保险公司等长期投资者投资生态项目 

来源：财联社 

9 月 16 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碳中和经济”全球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

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实现碳中和过程中，金融支持非常重要；今年已经发布了

顶层设计《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

碳中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王信指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主要包括两

大类：一类是政府主导型，一类是市场驱动型。碳排放权交易就属于市场主导型。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王信还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二是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产权机制。三是加快市场交易机制建设，除了碳排放权交易市

https://mp.weixin.qq.com/s/1L-CJOkn3mMHo0mt5bWEew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104785238133315&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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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还可以推动排污权、用能权等具有价值、具有金融产品属性。四是完善市

场主体培育机制。 

 

肖钢：建议财政贴息、央行再贷款等激励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来源：第一财经 

9月 16日，在清华五道口“碳中和经济”论坛上，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表示，

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一是要实行正向的激励机制；二是要开展环境风险分析。

正向的激励机制包括财政贴息，扩大对金融对“碳中和”目标贷款的贴息；中央

银行设立支持低碳转型专门的工具；再贷款，或者把绿色债券作为央行放款的合

格抵押品；以及建立绿色担保和项目风险的补偿基金等。 

 

恒丰银行推出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意见 

来源：金融一线 

近日，恒丰银行推出《恒丰银行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意见（2021-2025 年）》，

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政策体系、产品体系等 8大项 27条具体措施，绘制出了“十

四五”期间该行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明确了恒丰银行五年绿色金融发展

的总体要求、目标方向和工作举措，要求全行以服务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和低碳发

展目标为己任，探索建立具有恒丰银行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根据《意见》，至

2025年，恒丰银行计划投放绿色金融专项支持额度不低于 3000亿元，稳步提升

绿色金融占全行资产规模比重，建成被客户和市场广泛认可的绿色金融品牌银行。 

 

湖州市发布全国首个地方性绿色保险推进实施意见 

来源：湖州绿金办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更好地发挥保险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助推绿色发展、参与社会治理、改善和

保障民生等领域的独特作用，2021年 7月 20 日，湖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建设工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了《关于深化绿色保险创新实践推动湖州保险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系全国首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031130284257689&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931186706724189&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iW8QS-bPrLaGxU-2Onc1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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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性的绿色保险推进实施意见。意见要求，各保险机构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

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不断深化绿色保险创新实践，

引导更多保险资金进入绿色经济和低碳转型领域，持续推进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争取通过三年左右的时间，率先建成区域绿色保险体制机制创新高地、区域绿色

保险产品创新实践基地、区域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本，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 

 

浙江衢州成功发放全国首笔“工业企业碳账户”和“农业碳中和账户”绿色贷款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中心支行 

近期，浙江衢州先后发放了全国首笔“工业企业碳账户”和“农业碳中和账

户”场景应用贷款各 500万元，助力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实现固碳减排，加快绿

色转型，为金融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新的实践样板。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杭

州中心支行指导衢州市中心支行在全国率先建立工业企业碳账户、农业碳中和账

户和个人碳账户体系，通过碳足迹核算，为企业、个人进行分级贴标，配套相应

的差别化金融政策。目前，衢州全市已对 125 家工业企业和 179家农业企业进行

核算、贴标。为推进碳账户金融场景的应用，衢州市中心支行加强市县整体联动、

资源统筹整合，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碳账户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金融机

构创新基于碳账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并通过衢州市数字化平台“衢融通”

进行发布，碳账户“绿色”贴标企业可在线上优先快速办理贷款。 

 

低碳环保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 

来源：中国政府网 

2021 年 9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我国能耗双控制度更加健全、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到 2030 年，能耗双控制度进一步完善，能耗强度继续大幅

下降，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理控制，能源结构更加优化。到 2035 年，能源资源

https://mp.weixin.qq.com/s/h7K1rRW2V-NXlOZ278DXNg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17/content_56379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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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配置、全面节约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有力支撑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目标

实现。 

 

能源局：研究出台《能源碳达峰实施方案》 

来源：EESIA 

国家能源局发布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其

中提出深入研究细化能源领域的落实举措，研究出台《能源碳达峰实施方案》以

及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等政策措施。 

 

国家能源局主要负责人视频出席联合国能源高级别对话会 

来源：国家能源局 

北京时间 9月 24日晚，联合国秘书处组织召开联合国能源高级别对话会（峰

会级别），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

拉·沙希德致开幕辞。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以“联合国能源可及领军人物”

的身份视频出席会议并致辞。据悉，联合国能源高级别对话会是 40 年来首次在

联大框架下举办的能源领域高级别会议。会议关注能源可及、能源转型等 5大主

题，联合国为 5大主题分别选定了几位全球领军人物。2020年 12月，经报国务

院同意，章建华参选“能源可及”议题的全球领军人物，并于 2021 年 2 月成功

当选。作为全球能源可及领军人物，章建华分别于 2021年 3月、2021 年 6月出

席了对话会启动仪式和能源可及部长论坛，介绍了中国能源可及领域取得的巨大

成就，分享了中国能源可及工作的成功经验，并就加强能源可及国际合作提出了

具体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要警惕减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来源：新浪科技 

9 月 26 日上午消息，在 2021 中关村论坛的“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谢克昌提出了对于科学实现“双碳”目标

的思考和建议，第一是要开展碳减排措施性能评价。第二是要建立“双碳”技术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695219192575575&wfr=spider&for=pc
http://www.nea.gov.cn/2021-09/25/c_1310208540.htm
https://mp.weixin.qq.com/s/pyo42ygL7F2JY_3d3YS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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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评价体系。第三是要构建碳足迹精准核算方案与平台。第四是要加强基础研

究，为全国一盘棋、全省已排起提供依据。第五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合理引导碳排

放。第六是要坚持共区三原则，强化碳排放责任划分。第七是要加强能源与智能

技术深度融合，全面智慧发展。第八是要警惕减碳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荷兰皇家壳牌将建造大型生物燃料设施 

来源：智通财经 

荷兰皇家壳牌（RDA.A.US）9 月 16 日表示，将在其位于荷兰鹿特丹的能源

和化学产业园建造成一座年产量达 82万吨的生物燃料设施，预计将于 2024年投

产。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设施将成为欧洲最大的生物燃料设施之一。另

外，该公司还希望捕获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并将其储存在北海下方的一个气田

中。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要求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多行动，壳牌正在缩减其传统炼

油厂的投资组合，转而投资低碳燃料。 

 

《3060 零碳生物质能发展潜力蓝皮书》重磅发布 

来源：生物质能观察 

9月 14日，在 2021(第三届）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有机固废资

源（能源）化利用科技装备展筹办期间，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北京松杉低碳技术

研究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3060零碳生物质能发展潜力蓝皮书》发布会。根据预

测，我国 2030年碳排放峰值约在 110亿吨左右。我国承诺在 30年时间内从碳达

峰过渡到碳中和，面临的困难比发达国家大得多。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面临相关产

业投资扩大、技术革新等机遇，而且迎来了传统化石能源体系受到冲击、资源型

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加剧等一系列挑战。我国发展生物质能缓解城乡各类有机

废弃物的无害化、减量化处置问题；实现资源化和能源化利用。生物质能是典型

的生态能源，其环境、民生、三农和零碳价值远大于其能源价值。为充分发挥生

物质能减污降碳、发展现代农业和保障能源安全等综合效益，未来产业将需长期

发展，走一条“农业-环境-能源-农业”闭合循环、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063844458698270&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zghYs2QxGyGfL-DLPlGL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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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强分析报告》发布 

来源：中国科学报 

近日，《2021 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分析报告》在“2021 氢能产业发展论

坛暨第十一届全球新能源企业 500 强峰会”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1 全球

新能源企业 500强总营业收入实现逆势增长，达 4.41万亿元，比 2020 年的 4.22

万亿元增加 1845亿元，同比增长 4.50%。风电三巨头 Vestas Wind Systems A.S.、

Siemens AG 和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占据了“500强”前三的位置，且营

业收入均超过了 1000 亿元，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 

 

普华永道发布《碳资产白皮书》：发掘碳资产价值，推动碳中和实践 

来源：普华永道 

近日，普华永道发布《碳资产白皮书》，提出了数据、技术及交易的碳资产

三要素模型，并深入探讨碳资产管理的现状问题和破局之道。低碳发展已成为新

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全球碳市场空间广阔，在多个地区被验证是重要的市场

化减排工具，通过价格机制引导碳减排技术和资金的优化配置，降低全社会减排

成本，提高政策效率。 

 

科技应用 

智能建筑通过高标准的节能技术实现节能降碳 

来源：安防观察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 25%，建筑在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中，几乎占到了 50%，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运输和工业领域。由此可见，建筑领

域为我国主要碳排放来源之一。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建筑的“节能”和“低

碳”注定成为绕不开的话题。建筑领域推行高标准的节能技术，是目前实现碳中

和目标的重要手段，而物联网与建筑节能技术的逐步融合，大大提升了节能降碳

效果。节能降碳主要实现方式有楼宇自控、能耗系统、远程监测、无线传感器等。

基于物联网技术搭建的建筑能耗系统，通过实时寻优运算，获得当前的最优化运

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122471-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eXjGkmIQfBEqDZwip8miDQ
http://www.qianjia.com/html/2021-08/27_382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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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策略，最快速帮助业主全面实现自身能源管理的信息化、流程化、可视化和可

操作性。 

 

全球首个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 

来源：中国新闻网 

9 月 6 日，全球首个以大数据服务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际科

研机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揭牌成立。这是中国为支

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实质举措，为全球科学家参与和推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的全新平台。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确立有

五大任务，包括研发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平台、开展可持续发展指标监测与

评估科学研究、研制和运行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建设科技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智库、提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和培训。 

 

“双碳”目标之下，机械工业用科技做“减法” 

来源：科技日报 

9月 23—26日，中国（广东）佛山机械工业装备博览会（以下简称广东工博

会）在佛山举行。本届广东工博会上，“双碳”成为热词之一。机械工业等领域

的企业，用科技创新“开路”，通过“互联网+”等手段推动节能降耗，以实际

行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机械工业在全国工业中占的比例是 20%—30%。2020

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 6%，高于 2020年全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

值增速 3.2和 2.6个百分点。全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张克林认为，机械

工业一方面要消化上游产品对机械制造业产生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要担起行业

的责任，为“双碳”战略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装备支持。 

 

物联网发展提速！2023 年底在国内主要城市初步建成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 

来源：新华网 

9 月 29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明确到 2023 年底，在国内主要城市初步建成

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社会现代化治理、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民生消费升级的基础

http://www.fj.chinanews.com/news/2021/2021-09-07/489701.html
http://www.xinhuanet.com/techpro/20210929/c271376554904709965fdb7400f17d7e/c.html
http://www.news.cn/tech/20210930/6f2d004b80bd4f37ae04e9ccbae2bc48/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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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稳固。到 2023 年底，突破一批制约物联网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培育一批

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物联网建设主体和运营主体，催生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

续的运营服务模式，导出一批赋能作用显著、综合效益优良的行业应用，构建一

套健全完善的物联网标准和安全保障体系。 

 

我国研制出智能模块化装配式集成污水处理系统 

来源：科技日报 

由江苏泰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新型智能模块化装配式集成

污水处理系统（TIMP），日前已正式通过技术成果鉴定，并在宜兴、成都等城市

重点工程开始示范应用。这标志着我国水环境治理产业步入装备化、标准化、产

品化发展新阶段，未来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重要的装备技术支撑。 

 

碳中和愿景下，新能源汽车加速向私人消费市场渗透 

来源：盖世汽车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已接近 730 万

辆,今年 1-8月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场渗透率已达 12.8%,私人消费占比提升到 77%。

如今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处于用户为主体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是财

政补贴逐步退出,用户需求是驱动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和构筑产业生态,将成为新能源汽车第二个产业规划阶段的主要诉求。上汽提出

力争在 2025 年实现碳达峰,计划 2025 年新能源车销量超过 270 万辆,在新车销

量中的占比超过 32%。除了上汽外,一汽、东风、北汽等纷纷提出 2025 年新能源

汽车销量目标,可以预见,在碳中和愿景下,我国新能源产业正加快进入以用户为

主导的市场化运行阶段。 

 

5G连接使智能变电站成为发展的可能 

来源：中国传动网 

智能变电站将安装在智能控制室和智能充电器之间，使 UK Power 能够控制

和优化能源输送的每个组件。随着英国追求到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借助 5G 连接的新型智能变电站设计可提供比传统变电站更高的效率，从而帮助

http://www.news.cn/tech/20210915/fa571aa9a15c431c9e8b944e6e5bd592/c.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581222470372463&wfr=spider&for=pc
https://www.chuandong.com/news/news2471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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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超过 63.000吨的二氧化碳。利用 5G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并降低了维护这些

变电站的成本。它最终将用这个最新的变电站试验来取代旧的技术。 

 

“光伏＋”模式兴起 光伏电站覆盖率加大 

来源：化工仪器网 

自我国“双碳”目标提出，多个清洁项目相继落成、投入使用，为“双碳”

添风造势。“十四五”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的战略方向，力在推

进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各项政策引导和布局力度不断加大，技术创新是实现

“双碳”目标的关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加快发展绿色、

低碳科技革命，加强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项目攻关。上半年，我国低碳清洁化

进程不断加快。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发电量同比增长 10.2%，水

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完成投资占电源完成投资的 91.7%。我国清洁体系建

设不断完善，建成清洁发电体系不断扩大，在多个项目指标位于世界前列。随着

风能、光伏、水能、生物质等发电站装机量、投入使用量连年增长，我国清洁发

电体系逐渐形成。不过未来，靠近“双碳”目标还得再接再厉。下一步，我国严

控煤电项目，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加快发展风电、水力发电、太阳能等非化石能

源发电，扩大绿色低碳能源供给，为生态文明建设上降碳、清洁双保险。 

 

 

 

 

 

 

 

 

 

 

 

http://www.21spv.com/news/show.php?itemid=98272


 

 
16 

 

三、 深度报道 

 

碳中和的经济影响与实现路径 

彭文生 谢超 

（中金公司）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绿色技术进步不仅能解决碳排放问题，它还是经济增长

的根本动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设备、制

造业环节具有显著优势，预计 10 年、20 年后，中国可能变为世界能源“出口”

国，出口的不是石油、煤炭，而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的清洁发电设备。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活动冲击了原有碳循环系统中碳源（碳排放）和碳汇（碳

吸收）的平衡，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快速上升，引发温

室效应，带来全球气候变暖。来自《自然》的一篇文章表明，与工业革命前相比，

目前地球平均气温上升了将近 1 摄氏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预测，到 2100 年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高 1.5~4.8 摄氏度。

全球气候变暖对整个地球的生存环境造成冲击，从冰川融化到海平面上升，从海

洋生态毁坏到水供应压力日益增大，从极端天气到疾病传播等，气候变化的影响

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进一步引发了对人和自然关系的

反思，使气候变化问题更加受到重视。 

人们意识到，如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现在的趋势，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

济的冲击将日益严重。为此，中国政府宣布力争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

中和的目标，随后，欧美等国纷纷重申或者提高了碳减排目标。不过，社会各界

对于是否应为碳中和付出短期经济代价仍然存在争议。应当认识到，虽然现在难

以准确知晓 50 年、100 年后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但是碳排放影响的存续期超

长，可能长达数百年，如果气温上升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在 50年后才显现，

那时再减排可能已经来不及了。碳减排、碳中和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长远的利益，

今天推进碳中和，实际上是为后代人“买”一个巨灾保险，“保费”就是当前经

济可能会受到的一些拖累。具体而言，碳中和究竟会对经济、政策带来哪些挑战

和机遇，本文将尝试进行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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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需要政策干预 

到目前为止，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有限，与理想的要求相距甚远。一个

关键原因是所谓负外部性。负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的收益由个体享有，而产生的

危害则由社会承担。例如，钢铁厂、化工厂的生产活动为自身带来盈利，但造成

的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由整个社会来承担；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带来的收

益由单个企业享受，过度扩张的成本由社会承担，政府不得不在金融危机发生后

投入公共资源去救市。类似的，碳排放的收益归个人所有，但由此造成的全球气

候变暖却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风险。不同之处在于，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气候变

化是一个超时空的负外部性问题。 

从空间维度看，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人类经济活动有很多负外部性，

大部分外部性是局部的，在一定范围之内，比如金融风险、土壤污染。但碳排放

不仅影响本国，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等损害由全世界承担。从时间维度看，

碳排放对经济的冲击可能在几十年、几百年后才能充分显现。化工厂排放的污染

物，其危害一般当期就能体现，空气质量通常会随着停止排放而改善，但二氧化

碳在大气中的存续时间很长。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影响，

效果的体现形式和程度有很大不确定性。 

纠正超时空外部性需要政策干预。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自发纠

正过度的碳排放行为，自由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很有限。碳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

变暖问题由全社会共同面对，企业没有动力自我约束排放行为；气候变化的影响

是超长期性的，个体没有动力去关心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的人类利益。因此，纠

正这样的外部性，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干预。 

基于绿色溢价的碳中和路径 

传统的分析框架是基于碳的社会成本估算的成本—收益分析，当务之急是转

向成本—有效性分析，即在给定目标下，如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有效实现目标。

在这个方面，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好的政策分析和操作工具。 

（一）绿色溢价概念的优势 

所谓“绿色溢价”，是由比尔·盖茨在《怎样避免气候灾难》一书中提出的

概念，并非争议碳危害的大小，而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零碳排放）能源成

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负值意味着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较高，经济主体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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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减少碳排放。相对于碳价估算，“绿色溢价”框架有如下

三个优势。 

一是在政策含义方面，绿色溢价是比碳价更广的概念。绿色溢价可以提供一

个包含碳价在内的综合考量，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整个经济的转型过程。所谓碳

交易市场形成碳价格，是绿色溢价角度实现碳中和措施的一部分。如果降低绿色

溢价完全靠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可能较大。理想办法是降

低清洁能源成本，这要求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创新，对经济是一个正面的供给冲

击，能够带来发展新机遇。 

二是绿色溢价由近及远，更具有实操性。碳价估算由远及近，把碳排放导致

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折现为当下的成本。在长远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已确定

的情形下，关键问题已从评估气候变化的长远损害转为有效、低成本实现目标。

绿色溢价由近及远，衡量现状，以估算当下的成本差异为基础，分析未来可能的

演变路径。绿色溢价作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强，能够带来更多具有实操性的

政策启示。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还可以帮

助判断实施路径上的一些关键时间点与指标。 

三是绿色溢价可以兼顾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全国整体绿色溢价已从 2015

年的 92%下降至 2021 年的 35%，是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有力支撑。相比于碳价

格是一个整体划一的概念，绿色溢价还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技术条件、

商业模式、公共政策不同，各行业绿色溢价不同，甚至差异很大。我们对排放合

计占比达全国总排放 88%的八个重点排放行业进行测算，其中非乘用车交运以及

建材行业的绿色溢价分别是 141%、138%，即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化石

能源高 1~2倍。造纸、有色、钢铁、乘用车和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大约仅为 3%~17%。

绿色溢价能够刻画行业技术成熟度，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碳中和政策。 

（二）碳中和之路=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 

目前清洁能源成本高于化石能源，经济主体由化石能源转为选择清洁能源的

动力不足。推动碳中和就要降低绿色溢价，主要路径有三个。 

一是通过碳交易、碳税形成碳价格，提高化石能源成本。与碳的社会成本估

算不同，通过碳税、碳交易确定碳的价格，目的是在操作层面让化石能源的成本

高于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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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快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成本。清洁能源储量大，中国的石油储量

86 亿吉焦，风能储量 2919 亿吉焦，太阳能 796800 亿吉焦。更直观地看，整个

地球的全人类一年所用的能量总和，相当于太阳照射地球 2分钟的能量。太阳能

具有巨大潜力，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低成本使用太阳能的技术手段。 

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实现生活理念的转变。很多时候是生活习惯、文化理念、

社会价值观决定消费行为、影响经济活动。建立碳中和中长期长效机制的一个重

要方面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入手，倡导节能节约的个人生活习惯、城市的规划、

基础设施的设计以及进行绿色标准的制定、监管等。 

碳定价、技术进步、社会治理三个工具之间并非完全割裂，而是高度相关。

比如，技术进步和改进生产工艺离不开财政补贴等公共政策的支持；碳税、碳市

场拍卖则是这些资金的重要来源；碳定价本身就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社会治理

中的宣传型政策有助于提高全民碳中和意识，有助于降低碳定价政策在推行过程

中的摩擦成本。 

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是技术创新 

在上述三个路径中，目前国内外关注程度最高的是碳定价，即通过碳价格来

增加化石能源成本。其中，碳市场和碳税是碳定价的两种基本方式。我们的测算

表明，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仅通过碳定价来推动碳中和，不但作用有限，而且经

济代价较大。要兼顾经济增长与碳中和这两大目标，技术进步是关键。 

（一）仅靠碳定价无法实现碳中和目标，且经济代价较大 

首先，仅靠碳交易来推动碳中和，中国无法实现“30 达峰，60 中和”的既

定目标。如果把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八大高排

放行业在纳入碳市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测算表明，直到 2042年才

能实现碳达峰，且峰值高达 171 亿吨，2060 年也只能回落至 130 亿吨。与此同

时，未来几十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年将会均减少 0.15%，后续也不太可能

通过加速增长来弥补前期损失的 GDP。 

其次，如果仅靠碳税来推动碳中和，经济增长将会遭受较大冲击。与碳交易

下的可变碳价不同，碳税是一种固定价格的碳定价机制。CGE 模型的测算表明，

即便将 2060年的碳税水平提升到 3300元/吨碳，中国的碳排放也仅能于 20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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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平台期，2052 年才会开始缓慢降低。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将承受巨大压

力，GDP 总量在最后十年相较没有碳定价机制的基准情形将损失 3%~5%。 

最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并不能有效促进全球减排。如果将欧盟碳边境调

节机制简化为按欧盟与进口商品来源地的碳价水平之差征收的碳关税，则基于今

年 4月碳价的测算表明，欧盟碳泄露量将仅能减少 0.9亿吨，占当前欧盟碳泄露

量的 14%；全球总碳排放下降幅度仅有 0.3%，对于全球减排几乎没有促进作用。

更重要的是，全球将为此付出远高于欧盟碳价的代价，测算表明欧盟碳边境调节

机制下的实际减排成本为 88美元/吨碳，约为欧盟 4月份碳价水平的 1.6倍。 

（二）技术进步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 

经济层面的技术成熟度是决定绿色溢价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是降低绿色溢

价的重要方式。中国的绿色溢价从 2015 年至今快速下降，主要是光伏、电动汽

车等技术进步的影响。不同行业的绿色溢价存在巨大的差异，最高的建材行业与

最低的有色行业之间差了近 38 倍。理解这种差异，需要将八大高排放行业划分

为三大类。 

一是电力行业。过去 10年，得益于规模效应、材料替换和效率提升，风电、

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零碳排放的电力能源已具备可行性。从发电环节看，绿

色溢价已经为负。但消纳环节碳中和成本较高，据估算，2021年电力行业绿色溢

价比例为 17%。电网接纳新能源，需要在辅助服务市场增加电网灵活性资源调度。

目前火电调峰仍然是成本最低的电网调度消纳方式，在消纳环节出现新技术、大

幅降低成本以前，火电不太可能退出电力系统。消纳成本会随着风力和光伏在发

电结构中占比的上升而增加，但是即使考虑电网消纳成本，清洁能源发电也有望

实现比化石能源更低的成本。 

二是交通运输行业。我们测算发现，2021 年交通运输行业绿色溢价比例为

68%，总体较高。现有技术下，各子行业实现零排放需要采用不同手段。重载领

域（重卡、航空和航运）实现零排放需用氢能替代现有燃油技术，氢能成本远高

于清洁电力成本，降低重载领域的绿色溢价需要氢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成熟。铁

路电气化程度不断上升，绿色溢价比例已经为负。假定乘用车、中轻卡和铁路用

清洁电力，重卡、航空和航运用氢能满足，估计各子行业绿色溢价比例为：公路

客运 18%，公路货运 127%，航空 343%，航运 319%，铁路-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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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制造业。我们测算表明，2021年高排放制造业绿色溢价比例分别为：建

材 138%，化工 53%，钢铁 15%，造纸 11%，石化 7%，有色 4%。建材、化工等制造

业当下绿色溢价偏高，主要是因为水泥等产品的生产工艺不可避免碳排放，需借

助高成本的氢能、碳捕捉等技术实现碳中和，而这些技术尚不成熟，使用成本较

高。 

综上所述，从未来 40 年的角度看，在技术层面上，碳汇大约只能清零 10%

的碳排放，技术上还不成熟的碳捕捉和氢能大约分别能够清零 15%和 7%，节能减

排大约能够清零 17%，其余的 51%要靠“电气化+清洁电”来清零。具体而言，一

方面要实现清洁能源发电，预计 2060 年 70%的能源将由清洁电力供应；另一方

面要尽可能实现工业、交通运输、家庭取暖等所有经济活动的电气化。 

绿色技术进步需要绿色金融支持 

在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下，通过技术进步降低零碳技术的生产成本，是兼顾

两个 40 年约束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可以给

出一些启示：光伏累计装机规模每翻一倍，成本可下降约 13%；风电累计装机规

模每翻一倍，成本可下降约 7%。这体现了清洁能源的制造业属性，也体现了大规

模的投资需求在促进碳中和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从碳中和技术路径的角度对绿色投资需求进行了测算。分析表明，清洁

电气化、节能减排以及氢能、碳捕捉是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技术路径，这将会产生

三个方面的投资需求，即：光伏等成熟零碳技术投资、燃煤发电等高碳技术节能

减排投资以及氢能、碳捕捉等尚不成熟的零碳技术研发、投资。未来 40 年，这

三个层面带来的绿色投资需求将达到 140万亿元，年化来看约占每年 GDP的 2%。 

庞大的绿色投资规模，需要绿色金融大发展与之配套。目前看，这两者之间

的匹配度并不高。例如，2019年信贷在中国绿色融资中的占比高达约 90%，绿色

债券和绿色股权仅占 7%和 3%。对于电力行业而言，它的绿色溢价比较低，可以

采取风险偏好较低的信贷作为主要的金融支持方式。但对于交运、建筑等行业而

言，它们所依赖的氢能、碳捕捉等碳中和技术尚不成熟，更适合采用风险偏好较

高的直接融资方式。因此，绿色股权和债券融资占未来绿色金融的比重，有望从

当前的 10%上升至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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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色投资的角度看，绿色金融除了追求规模进一步扩大外，更重要的是要

加速绿色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加大对氢能、碳捕捉、储能等碳中和技术的研发支

持。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制定统一的中国绿色标准。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存在多头监管、规定

不完善、国际兼容性差的问题，建议从三个方面推进绿色金融标准建设：更加明

确和系统地制定绿色金融产品标准；标准制定和项目认定应逐步与国际标准兼容；

大力发展第三方认证机构，适时引入国际第三方评估机构。 

二是完善激励政策，促进绿色金融市场全面发展。在负债成本端，扩大资金

来源和降低负债成本，解决绿色产品期限匹配和绿色资产定价问题；在信用成本

端，由国家出资发起设立担保基金，降低绿色信贷、绿色信用债违约成本支出，

以保险或担保基金的方式支撑信用融资类绿色产品；在税收成本端，给予绿色投

资者税收优惠，提升绿色投资积极性；在资本成本端，降低绿色产品的资本金占

用；在交易成本端，降低行政环节审批要求和扩大绿色项目退出渠道。 

三是加强绿色金融理念培养，推动金融机构“服务”和“引导”并重。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是需要金融机构“引导”发力的重点领域。从资金

属性角度来看，养老金、保险等长期资金以及主权基金追求长期的稳健回报、关

注投资对象的长期价值基础，且肩负着为可持续社会投资的责任，与 ESG理念契

合，应成为绿色产业等 ESG 领域的重要资金来源。建议根据资金和机构的性质，

综合采用行政监管强制要求和市场政策激励加入等方式，提升公众和资管机构责

任投资和长期投资意识，引导资金流向 ESG 领域。另外，也要鼓励资管机构自愿

加入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 

碳中和的经济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 

应对碳排放罕见的超时空外部性，对全球而言并非易事，对中国而言尤其困

难，推动碳中和意味着发展模式的根本变化，这将会带来 4 个方面的宏观挑战。

与此同时，基于绿色溢价的综合治理方式，将为未来 40 年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其中最重要的机遇来自绿色科技进步。 

（一）碳中和下的四大挑战 

一是平衡短期和长期。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 30年时间，欧洲是 71年，

美国是 45年。在短时间内实现绿色转型目标，难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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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短期和长期是重要的宏观政策问题。短期过于刚性的排放目标约束固然有助

于促进减排，但也容易诱发滞胀。具体而言，碳价在供给端体现为生产成本上升，

在需求端体现为实际收入下降，类似于石油供给减少的影响，在宏观经济上有滞

胀的特征，将带来物价上升，对 GDP增长有负面影响。 

中长期看，实现碳中和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工程，并非需要将所有的转型压

力集中在短期消化，应更多考虑中长期的长效机制。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的

当下，尤其应该谨慎对待直接限产、关停等供给冲击较强的措施，更多地考虑社

会成本更小、更有效率的方式。例如，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调整，通过加大低碳、

零碳产能投资推动高碳产能置换，严格控制新增高碳产能投资等。统筹兼顾的一

个更重要方面是，将碳达峰的峰值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避免过于刚性的供给约

束，有助于改善供给弹性、兼顾经济增长与减排。 

二是平衡全局和局部。由于化石能源的使用同时排放二氧化碳与污染物，因

此从总量来看碳减排通常也有利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二氧化碳的外部性

是全局的，影响整个地球的气温变化，进而影响全人类的福利；污染物的外部性

通常是局部的，一个区域的污染物排放主要影响该区域本身（尽管存在跨界污染，

但其外部性也会随距离的增加大大减弱）。 

因此，当某一区域通过排放权交易大量增加碳排放量时，跟随碳排放转移的

污染物很可能会对该区域的环境造成较大冲击。研究表明，中国北方对化石能源

依赖很强，全国统一碳市场可能导致碳排放向北方集中，北方的空气污染问题有

可能加剧。 

三是平衡效率和公平。碳中和意味着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一些高碳

经济活动、技术甚至行业将被替代，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火电等行业受到的冲

击较大，相关的基础设施、制造和服务部门的产出会下降，清洁/可再生能源及

相关部门的产出则会上升。因此，碳中和本质上是一种卡尔多改进，可能会造成

新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份的经济活动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较高，未来几十年

这些高碳省份可能会经历痛苦的绿色转型，高碳行业的工人存在失业风险。煤炭、

石油等传统能源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上升，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比对中高收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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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大。需要公共政策对这些弱势群体进行补贴或补助，更重要的是在经济转

型过程中促进就业，在生产端提供其他可替代的就业机会。 

四是国际分歧与协作。要纠正气候问题的全球外部性，需要国与国之间协同

应对。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利率高的发展中国家碳价应低一些，利率低的发达国

家碳价应该高些，因此发达经济体若要求发展中经济体碳价格与其一致，是不合

理的。但如果想通过碳价有效抑制碳排放，又要求统一碳价。在一国内部，这个

矛盾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但国家间没有财政转移支付，且经济运行机制、

实现碳减排的手段、方法、路径不同，国际协作面临挑战。 

就下一步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改革而言，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

廉·诺德豪斯建议成立“气候俱乐部”，俱乐部成员通过对外征收碳关税来“引

导”各国一道推进碳中和。对于碳关税，之前主流看法是认为与世界贸易组织（WTO）

贸易规则相悖，很难推进。然而，在全球推动碳中和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以全

球应统一碳价为由，试图推出碳关税等碳边境调节机制，容易变成贸易保护主义

的工具，可能会诱发大国间新的贸易冲突，不利于疫后的全球复苏。 

（二）技术进步是碳中和下的最大机遇 

实现碳中和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是碳中和下的最大机遇。学界

通常将与环境相关的技术创新称为生态创新。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率先实现碳

达峰，不完全是高排放产业国际转移的结果，也与其在生态创新方面的进步有密

切关系。数据显示，1990年~2000年，德国和美国环境技术发明占总发明比例分

别保持在9%和6%左右，而同一时期我国环境技术发明占比从 12.5%下降至 3.7%。

从人均环境发明的数量来看，我国也显著低于德国和美国的水平，这说明我国在

环境技术创新方面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绿色技术进步不仅能解决碳排放问题，它还是经济增长

的根本动力。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塑，那些通过创

新占得先机的国家，最终都实现了经济腾飞。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率先发明蒸

汽机，促进了其纺织工业、钢铁行业、冶金矿业等工业的发展和快速的城镇化，

使之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者。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率先发明了电力照明系统与

交流电动机，随后，电动机大规模取代了蒸汽机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美国

也因其对电力的广泛使用和内燃机等其他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实现了经济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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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并最终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更是

几乎主导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与其他国家在科学技术

上的差距，进而巩固了其全球大国的地位。 

与一般的技术不同，生态创新是通用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

生巨大作用。通用技术的核心特点在于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往往可以作为投入

品被下游行业采用，并可以在应用领域催生新的创新，与此同时，此类技术本身

也具备极高的改进潜力。因此，当通用技术创新出现时，它往往会比一般技术更

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一些学者认为，生态创新很有可能像蒸汽、

电力的发明一样，成为人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科技变革。 

对于中国而言，绿色科技进步格外重要。传统的化石能源是一种自然禀赋，

中国缺油富煤，难以改变。清洁能源是制造业，具有规模效应，随着光伏、风电

装机容量的增加，光伏、风电技术正在进一步加快，造价也大幅下降。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设备、制造业环节具有显著优势，

预计 10 年、20年后，中国可能变为世界能源“出口”国，出口的不是石油、煤

炭，而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的清洁发电设备。这种规模经济效益是中国未来发展

的新机遇，从长远看，对未来中国的经济结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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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情简报 

（一）全国配额交易行情 

 

9 月份，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成交 9,208,566 吨，成交金额

384,592,370.32元，成交均价 41.76元/吨，其中挂牌协议成交 225,207 吨，成

交金额 9,602,629.76 元，最高成交价 50.18 元/吨，最低成交价 41.00 元/吨；

大宗协议成交 8,983,359 吨，成交金额 374,989,740.56 元，最高成交价 41.79

元/吨，最低成交价 41.09元/吨。9月 30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单

日成交 847.44万吨，单日成交量创历史新高，超过前两月累计成交总量。 

截至 2021年 9 月 30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 1,764.90

万吨，成交金额 8.01 亿元。据了解，全国碳市场约九成的重点排放单位已完成

交易账户的开立。 

（二）国内试点配额交易行情 

9月国内区域配额线上成交情况如下： 

1、线上成交均价 

（1）北京：配额价格跌宕起伏，最高上涨至 107.26元/吨，最低下跌至 66.24

元/吨，月均价 86.93 元/吨，与上月 64.99 元/吨相比大幅上涨，本月价格依旧

试点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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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东：配额价格呈现上涨趋势，从月初 38.22 元/吨上涨至 43.70 元/

吨，月均价 41.25元/吨，与上月 38.72元/吨相比小幅上涨； 

（3）上海：配额价格小幅波动，基本稳定在 40元/吨左右，最高上涨至 41.28

元/吨，最低下跌至 39.08元/吨，月均价 40.09 元/吨，与上月 40.38 元/吨相比

小幅下跌； 

（4）湖北：配额价格跌宕起伏，最高上涨至 44.54元/吨，最低下跌至 36.11

元/吨，月均价 39.89 元/吨，与上月 42.61 元/吨相比小幅下跌； 

（5）重庆：配额价格大幅波动，最高上涨至 38.74元/吨，最低下跌至 34.00

元/吨，月均价 35.72 元/吨，与上月 33.43 元/吨相比小幅上涨； 

（6）福建：配额仅 1天成交，成交均价 14.30元/吨，较上次成交（8月 12

日，线上成交均价 13元/吨）大幅上涨； 

（7）深圳：配额价格分化严重，SZA-2019 最高成交价 31元/吨，SZA-2018

最低成交价 6.69元/吨，月均价 12.88元/吨，与上月 4.99元/吨相比大幅上涨； 

（8）天津：配额本月无成交。 

 

2、成交量和成交金额 

9月，我国 8个区域配额共成交 422.39 万吨，成交金额 2.33亿元，其中成

交量主要贡献来自于北京，占当月总成交量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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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年 9月国内碳市场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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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1 266.28 18,029.84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GDEA 41.25 16.70 688.88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SHEA 40.09 43.06 1,726.49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HBEA 39.89 11.18 446.14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CQEA 32.80 66.67 2,187.11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 FJEA 14.30 0.0001 0.00143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SZA 9.99 18.49 184.78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TJEA -- -- -- 

共 计 -- 55.08 422.39 23,263.2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我国 8 个区域配额共成交 5.08 亿吨，成交金额

123.08亿元，其中线上成交 2.07亿吨，成交金额 55.92亿元。 

（三）国内 CCER 交易行情 

截至 2021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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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我国 9 个区域 CCER 共成交 1,100 万吨。其中，天津、四川、上海较

为活跃，分别成交 414万吨、246万吨、199 万吨。 

截至 2021年 9 月 30日，我国 9个区域 CCER共成交 3.36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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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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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小幅上涨，9 月 30 日收盘价为 61.74 欧元

/吨，较 8月底收盘价上涨 1.61%。 

 

2.韩国排放配额交易行情 

9月，韩国排放配额（KAU）价格稳步上涨，9月 30日收盘价为 30,240韩元

/吨，较 8月底收盘价上涨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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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构动向 

生物质能行业碳交易实践深度精讲培训班（第二期）成功举办 

2021 年 9月 2-3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天排所”）与中国产业

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在天津共同举办的“生物质能行业碳交易实践深度

精讲培训班（第二期）”圆满结束。  

 

 培训班历时两天，特邀四位行业内知名专家进行授课。来自生物质能相关行

业 20余家骨干企业的领导和专业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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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期间，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中

心负责人王军锋老师，针对中国经济脱碳转型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的背景、

国际形势、行动方案进行了深入解读。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

能源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卫权老师，对生物质能项目碳资产开发过程进行了讲

解，并做了详细的案例分析。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技术服务事业部总裁、华测生态环

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璐老师，针对企业碳核查的程序和能源管理的

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详细讲解。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创新业务部总监韩翠莲老师，针对双碳背景下企业该如

何参与自愿减排市场碳交易进行了介绍，并对实战案例进行了分享。  

讲师们精彩而生动细致的讲解使学员们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企业实施碳

资产管理的具体方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对生物质能行业企业进行碳资产开发，

形成低碳发展思维，加快碳管理战略布局起到指引作用。  

课堂上，讲师与学员们就碳资产开发、自愿减排项目、企业碳资产管理、碳

交易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探讨，各位讲师对学员提出的问题逐一耐心解

答，现场学习气氛浓厚，交流热烈。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自 2008 年成立以来，以激发全社会的绿色动能为使命，

致力于提供绿色、数字、科技的解决方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环境权益交易

平台，完成了多项国内市场首笔交易和创举，2020 年碳交易量排名全国第二。

2021 年 4 月 21 日，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印发《天津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总体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支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打造天津碳普惠创新

示范中心”。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已与国内多家知名行业协会、机构等达成深度合

作的意愿和共识，未来将针对各个重点行业逐一推进碳管理培训，最大程度帮助

企业认识碳、了解碳、减少碳，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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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创新发展局副局长刘宇到访天排所 

9月 8日，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副局长刘宇

一行到访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天排所”），调研双碳背景下环境权益

要素市场建设工作，听取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工作汇报。 

 

会上，天排所总经理李天介绍了天排所近期重点业务推进情况，并对利用市

场机制推进天津双碳工作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刘宇局长表达了双碳目标下碳市场

建设的重要意义，对天排所在服务碳市场、开展碳交易、绿色金融创新等方面的

工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充分发挥天排所的金融基础设施平台作用，增强

在要素市场的定价、调配功能，并希望借助天排所的专业力量和平台优势，加强

双方合作，研究推动共同建设自贸联动创新示范基地，促进天津要素市场发展，

加速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未来，天排所将在政府指导下，加快创新步伐。一是持续深化天津市环境权

益市场的创新，积极代表天津参与全国碳市场联建，研究探寻新标的，打造特色

环境权益平台，为天津碳达峰碳中和贡献力量；二是建设天津市绿色金融基础设

施平台，积极探索碳金融创新，深度参与绿色金融标准制定；三是积极建设碳普

惠创新示范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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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建立健全林业碳汇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推动建立政

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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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证监局、知识产权局、金融局等领导到天排所调研 

9月 13日，由海南省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钢，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

局长肖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周立超带队的调研团一行 14 人到访天津排

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天排所”），就碳市场、碳金融及环境权益类交易场所

发展前景等进行调研考察。天津证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胡经生、天津市金融局

副局长黎红陪同调研。天排所总经理李天及相关业务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会。 

 

 天排所总经理李天介绍了国内外碳市场发展现状，以及全国碳市场联建、碳

普惠、碳金融服务等业务发展情况。与会人员针对碳市场交易机制、政策、双碳

相关技术热点等展开了充分交流。 

海南省市场监管局、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海南省委深改办、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海南农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单位相关人员

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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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银行首笔碳配额质押融资业务成功落地 

9月 14日,天津银行与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

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绿色银行建设、ESG 指数共建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共同

为天津市碳交易重点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在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支持下，该行滨海

分行为渤化永利化工公司成功发放了天津银行首笔碳配额质押贷款，当日完成押

品登记、授信审批及贷款发放，高效盘活了企业碳资产，是金融机构助力“碳达

峰、碳中和”的一次成功实践。同日，天津银行第二中心支行与荣程集团也签署

了绿色金融战略合作协议。 

天津银行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响应中国人民银

行和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相关政策要求，在“十四五”发

展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深化绿色金融专业服务，搭建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

系”的工作目标，持续建立并完善绿色金融的战略规划、组织体系、政策引导、

资源配置以及考核评价体系，绿色金融业务规模稳步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应。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中国首家综合性环境能源交易平台，也是天津市碳交易

试点的指定交易平台，在双碳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渤化集团、荣程集团是

天津市知名企业，均树立了绿色发展的愿景，并在实际生产中切实落实环境保护

和节能减排的理念。此次合作将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下，四

方携手、强强联合，共同践行“绿色发展、服务双碳”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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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企业碳管理师”线上培训（第一期） 

成功举行 

2021 年 9 月 22 日-24 日，由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中国能源研究会环境与能

源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北京大兴区未来碳中和研究院支持的 “企业碳管理师”

线上培训（第一期）成功举办。本次培训旨在帮助学员掌握碳管理思维和碳资产

管理工具，以便提升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竞争力，为企业全面参与碳市场建设提前

谋篇布局。 

 

为期三天的课程由来自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

中心、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北京中创碳

投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超腾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的资深专家组成导师团

队。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理

事李俊峰主任在培训班开始前做开班致辞，并欢迎企业学员参与本次培训学习。 

●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柴麒敏先生详细解读了碳达峰与碳中和宏观政策、全球和国内碳达峰碳中和趋势

及宏观背景形势，并梳理了政府（地方）双碳政策。 

●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环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卫权先生重点介绍了碳

资产管理的理论概念，开发案例及碳资产管理策略。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刘亮先生重点分享了国内外企业在

碳中和目标下的具体行动方案，以及企业在碳资产管理中的交易案例以及风险防

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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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超腾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黄思琦女士详细讲解了温室气

体清单编制、排放报告核查要点、以及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法解释。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业务部总监刘诚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创新业务部总监

张顺深度解读了国内外碳排放权交易的背景和发展历程，帮助学员理解全国碳市

场的运行机制。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自 2008 年成立以来，以激发全社会的绿色动能为使命，

致力于提供绿色、数字、科技的解决方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环境权益交易

平台，完成了多项国内市场首笔交易和创举，2020 年碳交易量排名全国第二。

2021年 4月 21日，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印发《天津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总体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支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打造天津碳普惠创新

示范中心”。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已与国内多家知名行业协会、机构等达成深度合

作的意愿和共识，未来将针对各个重点行业逐一推进碳管理培训，最大程度帮助

企业认识碳、了解碳、减少碳，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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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排所参加昆仑信托“我来讲党史”青年演讲比赛 

暨国庆文艺汇演 

9 月 28 日下午，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2

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响应党的号召，激发青年担当，昆仑信托青工委、团

委举办了“征程万里风正劲，使命在肩再出发”主题演讲比赛。来自 8个党支部

选送的 10个演讲作品 16名青年参加比赛。昆仑信托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增

业，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高正琦，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宣力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万钧等在京公司领导出席了现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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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比赛中，来自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孙伟凡和阿珊分别以《心念鲜红旗帜，

手持不灭火炬》和《延续红色血脉 砥砺奋进前行》为主题，结合岗位实际，以

声情并茂、慷慨激昂的演讲，讴歌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丰功伟绩，真情讲述了

天排所人立足岗位、锐意进取、担当使命的感人事迹，并最终分别荣获三等奖和

优秀奖。 

比赛结束后，昆仑信托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增业对比赛进行了点评，他

指出，通过本次比赛在公司青年人身上看到了昆仑信托的希望和未来，大家对党

的历史的学习，对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学习，对监管政策的学习，对集团公司总

体发展战略的理解和领悟都非常到位。他要求全员在下一步的党史学习教育过程

中要做到：学史明理，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学史崇德，要做党让

我们做的事，做党让我们做的人，以德为先，忠诚担当；学史增信，要增强“四

个自信”，坚定信心，心怀信仰；学史力行，要落实到行动上，“干”字当头，

“实”字托底。王增业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入党誓词，做一个真正有理想、有信念、

有思想、有行动的共产党员。他呼吁公司青年人要勇挑大梁，担当使命，尽快把

昆仑信托建设成为与集团公司行业地位相匹配的一流财富管理机构。 

 

演讲最后，天排所全员合唱《万疆》作为整场比赛与文艺活动的压轴节目，

为了此次合唱演出，天排所全员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准备、排练月余，并在舞台效

果、服装造型方面精心安排，把天排所人对祖国的满腔热爱和爱国主义情怀充分

融入在悠扬的歌曲旋律中。辛苦付出终获回报，天排所的靓丽演出获得了昆仑信

托各级领导以及台下观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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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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