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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负责
任的的大国，
中国会承担在
能力所及的范
围内应该承担
的义务和责任
。

从维护国家发
展权益的为基
础出发，毕竟
我国仍然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
，需要足够发
展的空间。

在上述两个基
本视角的下，
确定中国应该
如何发展和完
善碳交易制度
。

研究立场

国家利益 国际责任 应对策略



研究思路

解决办法

利弊权衡

国际经验

背景研究

中国是否发展碳交易？如何发展

对中国影响是什么？机遇？挑战？

对各国影响是怎么样？如何应对的？

提出背景是什么？理论基础是什么？



研究思路

碳交易在中国

应对策略

优势和劣势

发展现状

必要性 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是否需要参与碳交
易？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现状是怎么样
的？

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存在哪些优势和劣势？

中国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应
对？



研究内容

中国如何参与国际碳交易并设计排放权交易制度

国际气候合作和碳交易的发展趋势

各国气候合作和排放权交易的实践

分析国际碳交易中各国的利益关系

分析《京都议定书》国际排放权交易制度



碳交易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决定将管制“人为温室气体”的全球性排放， 我国在《公约》上签
字，《公约》已经于 １９９４ 年生效 。

《京都议定书》
到 ２０１０ 年， 所有发达国家排放要比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５．２％，由于不同

国家的减排成不不同于是产生了碳交易。

三种碳交易机制：排 放 贸 易、联 合 履行、清洁发展机制



碳交易机制

1

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e

2

联合履行机制
Jointly Implemented

允许附件Ⅰ国家从其
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
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
量中获取减排信用,
实际结果相当于工业
化国家之间转让了同
等量的“减排单位”

3

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允许附件Ⅰ国家的投资
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
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
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
排量”(CERs)

国际排放贸易

允许附件Ⅰ国家(主
要是发达国家)之间

相互转让它们的部
分“容许的排放
量”(“排放配额单位”)

CDM是《京都议定书》中唯一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
机制。即允许附件Ⅰ国家出资支持无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
工业技术改造、造林等活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抵
顶附件Ⅰ国家的减排指标

《京都议定书》国际合作减排机制



碳交易市场机制

项目市场
缺乏相应的管理机构和实体的市场，在买卖双方自愿的条件下

,通过项目级的合作,买方向卖方提供资金支持,获得温室气体减排
信用指标 。

代表：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

准许市场
在有关机构控制和约束下的市场， 这些市场中的排放许可(配

额),是由相关机构规则约定的。
代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澳洲新南威尔士体系、芝加哥气候

交易所和英国排放体系



欧盟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问题进程的主
要力量,因其清洁能源在本国能源构成中比例
较大,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较充足的资金,
极力要求立即采取较激进的减排、限排温室
气体措施。同时大力推行议定书中确定的排
放贸易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欧盟比较积极,带
头承诺减排。比如德国不久前通过了一项减
排政策,承诺2020年以前在1990年的基础上
减排40%。

各国利益的博弈



碳交易市场机制



CDM对于中国的意义

机遇
（1）减排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融资机会
（2）出售CERs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加速传统能源工业和高耗能工业的技术改造
和换代更新
（3）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我国对付和适应气候

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
（4）可使得环境效益良好但是经济效益差的

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CDM对于中国

风险
(1) CDM的前期时间和资金投

入量巨大。
(2)减排量的科学估计。
(3)市场上价格竞争激烈。
(4) CDM未来政策不明朗。



CDM项目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碳交易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东道国CDM项目注册情况（2008年4月14日）



碳交易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图2：东道国注册的CDM项目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
（ 2008年4月14日）



CDM项目在中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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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的潜在领域

中国CDM潜在开发领域主要有

（1）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新能源的开发；
（2）提高能效的项目；
上述三大行业的部分能效总减排CO2潜力达1亿t这方面的开发研究将大有
作为。

（3） 垃圾填埋气(LandfillGas, LFG)的收集利用:据估计,全国城市垃圾收运
量约为1. 5亿t/a, 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以8% ~10%的速度递增。目前全国约
650座垃圾处理处置设施,其中有580多座垃圾填埋场,平均处理能力为26
万t/a。

（4） 煤矿瓦斯、煤层气回收利用:目前,全国煤矿开采过程中的煤层气绝大
多数都是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如能加以开发利用,在带来经济价值的同时,还
可使甲烷温室气体的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5）动物废弃物管理,特别是屠宰场、养殖场粪便及污水处理。
（6）工业过程N2O的分解与减排:生产1 k己二酸,约产生0. 3 kgN2O;生产1 t

硝酸,约产生4. 05 kgN2O。
（7）工业过程的HFC-23、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的减排及其相

关替代品的开发、生产。与此相关行业有氟化工业、铝生产、镁及电网
高压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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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hemegallery.com

国内碳交易市场现状

与国外进行的碳交易价格过低

企业圈钱思想严重，减排结果难过审定关

存在极其严苛的进入壁垒

不进行利益规避

市场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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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碳减排压力

中国政府不应轻易承诺碳减排的义务。这是因为，气候变化虽然是对全

球都有重大影响的环境问题，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发展问题。中国必须坚持 “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根据历史责任应当在降低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

动中起表率作用；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更好地满足后
者在技术转让与合作等方面的需求。

中国政府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务实的

态度。目前，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位居世界第二，并有可能很快成为世界第
一排放大国。届时，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并且有可能转移并影
响到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对于中国来讲，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应当坚持
至少从2012年至2020年，继续保留CDM机制。

从目前的谈判形势来看，中国政府在2020年前承诺减排限排义务的可能
性不大，但是从2020年以后中国政府承诺碳减排的义务却并非没有可能。因
此，提出“有承诺预期”的概念，对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而从
经济学的角度看，把从2020年起承诺碳减排的义务，作为我们的政策预期，

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



策略选择

未来未来

有减排承诺有减排承诺

无减排承诺无减排承诺



未来中国碳交易的策略选择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制度安排，我国在2012年之前

不需要履行碳减排义务。按照我国当前的能源利用情
况和经济发展态势，我们还具有较大的CO2排放空

间，因此在这一阶段，只要能够提高我国可供交易的
碳排放权供给总量Ct，我国就可以通过CDM机制获得

巨大的经济收益。
因此，在我国永远不承诺碳减排义务这一假设下，若
发达国家维持现有的技术条件不变，我们就应尽一切
可能将工作重心放在寻求碳减排项目的国外买方和交
易谈判上，在CDM市场中尽量扮演卖方的角色。政府
则应不遗余力地大力支持相关企业加入CDM交易市场

中。

在无承诺预期条件下的我国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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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碳交易的策略选择

在有承诺预期条件下的我国策略选择

如果中国于2020年起承诺碳减排义务

情况下的对策。我国将不再能按照
CDM机制向发达国家出售碳排放权，
而是在新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中进行交易。
因此相关碳交易策略的选择是需要研
究的。



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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