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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市场行情低迷，市场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一季度我国碳市场形势分析

内容摘要：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实

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重要政策工具。一季度，受

上一履约周期结束、新履约周期配额未定的影响，我国碳

市场行情低迷。同时，部分企业和第三方机构违规操作导

致碳排放数据失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试点市场“碳金融”

过度炒作助推区域碳价暴涨，加大企业履约风险。全国碳

市场监管力度亟待加强，建议加快全国碳市场顶层制度建

设，完善市场运行和保障机制，推动全国碳市场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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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一履约周期清缴结束，一季度碳市场行情低迷

（一）全国和试点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均大幅下降

随着 2021 年碳配额清缴完成，2022 年一季度碳市场交易进入淡

季。一季度，我国碳市场配额（CEA）成交量为 1486.1 万吨，环比下

降 91.3%，其中全国市场和七个试点市场成交量分别为 1024.2 万吨

和 461.9 万吨，分别环比下降 93.6%和 52.1%。配额（CEA）成交金额

约为 8.1 亿元，环比下降 88.9%，其中全国和试点市场成交额分别为

5.5 亿元和 2.6 亿元，分别环比下降 92.0%和 26.1%，低迷行情显现。

（二）全国碳市场活跃度陡降，交易价格保持平稳

图 1 全国碳市场配额月成交量和成交价走势

由于部分上一年度未完成履约的企业补缴其履约额，2022 年 1

月上旬全国碳交易市场仍保持较高活跃度。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数

据显示，全国碳市场配额（CEA）成交量于 1 月 7 日达到一季度高点

317.1 万吨后进入下行通道，1 月全月成交量为 786.2 万吨，成交额

4.11 亿元。进入 2 月后，受上一年度履约完成和今年配额未定的影

响，企业对富余配额“惜售”情绪严重，市场成交量骤降。2 月和 3

月成交量分别降至 167.1 万吨和 70.9 万吨，环比分别下降 78.8%和

57.6%，成交金额也同步降至 0.97 亿元和 0.4 亿元，环比分别下降

76.5%和 58.6%，其中 3 月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均为全国碳市场开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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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最低点。然而，交易价格却呈现平稳上升态势。1 月 28 日全国

碳市场成交价达到 61.38 元/吨的历史高点，1 月成交均价达到 57.8

元/吨，环比上涨 23.9%，此后需求减弱但价格依然保持相对平稳。

（三）投资者过度炒作，助推广东和湖北碳价大涨大落

广东和湖北碳市场是全国试点市场中交易最活跃的两个市场。一

季度一般是市场的履约淡季，控排企业参与交易少。但由于 2021 年

广东收紧了多数行业的配额供给，扭转了往年配额大幅盈余的局面，

使得配额价格因供给紧缺而大幅上行。同时，一些机构投资者和个人

投资者借市场情绪炒作配额价格，进一步助推了广东碳价的暴涨。根

据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数据显示，1 月 27 日至 2 月 9 日广东省碳价

累计上涨 38.2%，达到 95.3 元/吨的历史高点，之后大跌 9.78%，2

月和 3 月广东碳市场平均交易价格也分别达到 78.99 元/吨和 73.65

元/吨的高点。湖北碳市场的炒作痕迹更加明显，在无基本面支撑的

情况下，机构和散户过度炒作“碳金融”概念，急切推动碳排放权质

押融资、期货交易和非履约主体交易，助推碳价大幅上涨。根据湖北

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 月 27 日至 2 月 9 日湖北省碳价累计

上涨 48.1%，达到 61.89 元/吨的历史高点，此后碳价持续下跌，截

至 3 月 31 日，碳价下跌至 46.82 元/吨，较最高点下降 24.4%。

图 2 试点碳市场配额月均成交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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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企牵手推广碳普惠机制，碳市场机制创新加速

浙江、上海和广东等多个省市积极探索碳普惠机制的新路径和新

模式。所谓碳普惠机制，是指对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

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建立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

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机制。自 2014 年武汉首次试

点碳普惠机制以来，近年来多个省份相继推出碳普惠应用。今年 3

月 29 日，浙江省推出全国首个省级碳普惠应用—“浙江碳普惠”，

通过建立省级碳普惠核算标准体系和碳普惠技术体系，实现公众低碳

行为的量化和全省标准的统一，为市民和小微企业的节能减碳行为赋

予价值并建立激励机制。2 月 26 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就《上海市

碳普惠机制建设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上海将建立

区域性个人碳帐户，引导碳普惠减排量通过抵消机制进入上海碳排放

交易市场，支持与鼓励上海纳管企业购买碳普惠减排量并通过抵消机

制完成碳排放交易的清缴履约。除了地方政府，企业也自发参与到碳

普惠当中。高德地图近日宣布在国内 14 个城市上线“绿色出行—碳

普惠”平台，通过建立个人交通碳能量帐户，助推绿色出行方式进行

减碳。中信、浦发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机构也纷纷推出个人碳帐户，

为所有减碳、固碳的个人和企业提供差异化的结算和资金服务，并进

一步推动绿色金融服务碳减排。

二、市场运行基础不牢，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凸显

（一）碳交易市场“潮汐性”加剧市场履约风险

不论是试点市场还是全国碳市场，交易“潮汐性”特征明显，履

约期与非履约期之间的价格波动剧烈，导致控排企业履约风险加剧。

试点市场均在履约期临近时出现交易量激增的现象，全年近 30%的成

交量发生在履约当月（每年 6 月），而在非履约期交易投资清淡，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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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天数占比超过 30%。全国碳市场的“潮汐性”特征更为显著。

在第一个履约周期内约 75%的交易量发生在履约当月（12 月），非履

约期日交易量低于 1 万吨的天数比例达到 29.4%。控排企业碳配额的

获得与履约之间存在较短的时间差，真实的供需仅在履约时充分地表

达，交易主体在非履约期缺乏交易动机，从而未形成有效的碳价格，

而基于碳强度的总量设定又是造成供需未能充分表达的根源所在。根

据生态环境部的规定，我国碳市场碳配额总量及企业获得的碳配额总

量是根据履约周期的实际产出进行计算，企业在临近履约时方能明确

最终配额总量，进而导致交易行为集中在履约期前。

（二）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仍较为薄弱

各地区和行业碳排放“家底”不清，各类机构核算数据差异明显，

存在核算边界不清晰、核算方法不健全、数据口径不统一、核算频率

难以满足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求等问题。2015 年我国发布了《工业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以及发电、钢铁、民航、化工、

水泥等 10 个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国家标准，但现有标准已

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无法指导行业和企业进行核算。另外，目前国

内碳核算工作多数借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

核算方法与准则，但国内实际条件的不同造成其针对性和精确性较

差，不同机构核算结果差异较大，导致碳数据偏差普遍存在，数据质

量亟待提高。对于不同地区发展程度不同的企业而言，一套行之有效

且操作便捷的产品碳排放核算方法、制度、数据搜集以及整理的信息

化平台亟待建立。

（三）监管不到位导致碳排放数据质量不高

部分企业、第三方机构存在篡改伪造碳排放检测报告数据及关键

信息、制作虚假煤样、碳排放报告质量不高等问题，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四家机构碳排放报告数据失真等典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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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首先，监管体系不完善和政策标准边界模糊是导致数据质量不高

的主要原因。在监测和报告环节，我国碳排放数据监测、报告的标准

不够稳定，操作性欠缺，企业把握执行难度较大，影响碳市场的公平

性。在核查环节，标准规范不够精准，重要参数灵敏度高，易对排放

数据产生较大波动，核查企业往往存在操作上的困惑，各省对核查的

尺度也有所不同。在监管环节，监管力量不足，碳市场对数据真实准

确的要求较高，但目前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力量有限，且区域差

异较大。其次，监管主体单一与碳排放数据的复杂性不匹配。碳排放

数据既是复杂的核算指标，也是可交易的商品，碳市场监管应该是一

个涵盖市场监管能力的综合监管体系，需要跨部门的合作。而当前生

态环境部既发放配额，又对数据质量和配额履约负责，仅有一个监管

主体，使得监管体系失衡。

三、政策建议

当前全国碳市场还处于建设初期，市场运行仍“地基不牢”，加

快顶层制度建设、避免市场“地动山摇”是当前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

点。建议尽快建立健全碳排放核算体系，强化碳市场运行监管机制，

完善碳交易市场法规制度，加强碳排放数据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快专

业化人才培养，推动全国碳市场行稳致远。

（一）建立健全碳排放核算体系，夯实碳市场运行基础

一是对接国际通行的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完善国家温室气体排

放清单核算工作机制，更新调整方法体系，加强能源消费及部分化石

能源碳排放因子统计基础，提升碳排放核算结果的权威性。二是完善

和细化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

指南，进一步明确核算边界和标准，指导企业开展碳排放全生命周期

核算，构建国家—行业—企业三位一体的碳排放核算体系。三是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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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数据监测、报告和核查的技术规范及标准，推动建立与国际接

轨的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四是大力发展第三方认证，夯实

我国企业碳核算、减排的基础能力。强化国际标准和认证协调，积极

参与国际能效、低碳标准制修订，积极寻求与更多国家在全产业链碳

核算和管理方面的标准互认。

（二）强化碳市场运行监管机制，推动碳市场行稳致远

一是增强碳市场监管力量，形成多部门协同的碳市场监管体系。

基于碳排放数据的复杂性，建议将证监会系统和税务部门等加入碳市

场的监管，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风险防范体系。二是建立定期抽查

机制，强化企业和第三方机构的日常监管，大力提升全国及省级层面

的监管力度。三是完善公开透明的碳信息披露制度，除《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信息披露要求外，还应参照《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在公开每日交易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参与

碳市场交易控排企业的碳排放数据、配额总量和清缴情况等信息，通

过接受更广泛的社会监督来降低企业寻租空间。

（三）完善碳市场法规制度，加强市场运行法制保障

一是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进一步完善

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技术规范体系，进一步健全碳排放监测核查体系的

政策法规，为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二是加

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系统总结碳交易试点及全国

市场的已有经验，明确控排企业、咨询机构、检测机构、认证核查技

术服务机构等市场参与方的责任义务，对第三方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

制定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三是严格现行制度落实，强化《碳排放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和《关

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数据质量监督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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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切实提高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四）推动建立碳数据信息化平台，提升数据管理水平

一是针对碳交易市场中多元化的数据要求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

通过梳理和调整碳排放数据统计口径和方法，建立全行业碳排放数据

库，实现从数据采集、统计到核算的全链条管理，从而有效提高数据

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二是基于信息化平台，引入云计算、大数

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减少数据核查过程中的人为因素，

进而保证数据质量和提升监管效果。

（五）加快专业化人才培养，提高从业人员职业素养

一是加强主管及监督部门在碳数据管理、碳排放核查、碳市场监

督等方面的业务培训和人才培养，提升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二是制定

人才发展规划，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推动不同行业加

强专职碳核算、碳交易、碳数据管理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训。三是加

强碳数据核查、碳资产管理等领域的专业化认证，培养一批熟悉并掌

握碳市场机制与碳交易工具的专业人才，进一步为全国碳市场的建设

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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