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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交易市场监测运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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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后，

市场运行情况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运行初期，全国碳市场纳入了

2,162 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覆盖排放量超过 40 亿吨，是全球

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全国碳

市场交易活跃度不高，多个交易日成交量不足 50 吨，成交放量主要

受政策驱动。此外，碳排放配额交易价格也逐步走低，市场流动性严

重不足，难以传递有效的价格信号。 

一、全国碳市场运行现状 

（一）市场基本情况 

截至 10 月 15 日，全国碳市场共运行了 59 个交易日，碳排放配

额累计成交量 1,815.01万吨，累计成交金额 8.23亿元。 

7 月 16 日开市当日交易活跃，单日成交量超过 400 万吨，成交

额 2.10亿。隔日成交量跌落至 13.08万吨，交易活跃度明显下降。 

8 月，碳交易持续低迷。总成交量为 248.85 万吨，其中，挂牌

协议交易日均成交 1.68万吨，最低单日成交量仅 23吨，月成交量为

35.36 万吨；大宗协议交易月成交量为 213.49 万吨，拉升整月交易

量。 

9月前四周成交冷淡，多个交易日单日成交不超过 50吨。截至 9

月 24 日，共计成交碳配额仅 5 万吨。最后一周，全国碳市场成交量



 

大幅提升，单周实现 915.80 万吨的碳配额成交，月末两天单日成交

量超过前两个月累计成交总量。 

价格方面，全国碳市场配额价格以 48元/吨开盘，历史最高收盘

价 58.70 元/吨，最低收盘价 41.84 元/吨，历史成交均价 45.37 元/

吨，自开市以来，碳价呈现缓慢下跌态势。 

整体来看，全国碳交易市场活跃度不高，波动主要受政策驱动，

碳价持续缓慢下行。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难以传递有效的价格信号。 

（二）成交量低迷及价格持续下跌的原因 

1.过度宽松的配额管理 

配额管理是影响碳市场供需和价格的重要因素。碳配额的总量设

定、分配方式、配额有效期等都直接决定了碳市场的供给，进而影响

交易量和价格。 

目前，全国碳市场配额管理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总量管理“自下而上”。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本行

政区域内中重点排放单位 2019-2020 年的实际产出量，核定各重点

排放单位的配额数量，加总得出省级行政区域配额总量，最终汇总形

成全国配额总量。 

二是初期配额实行全部免费分配，初始分配时并不会使企业产生

额外的成本。 

三是对于纳入管控的企业，碳排放超标带来的成本压力并不大。

根据《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

（发电行业）》，不同发电机组对应了不同的清缴方式：燃气机组经核

查碳排放量超过核定的免费配额量，仅需缴纳已获得的免费配额，无

需额外购买配额用于清缴，如果配额富裕，还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常



 

规燃煤机组和非常规燃煤机组的配额履约缺口上限值为经核查排放

量的 20%，当配额缺口量占其经核查排放量比例超过 20%时，其清缴

义务最高为其获得的免费配额量加 20%的经核查排放量。 

对于纳入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而言，目前的配额管理非常宽

松，碳排放带来的成本压力小，排放企业交易动机不足，市场成交冷

清，价格难以上行。 

2.履约期效应催动市场成交放量 

根据地方市场成交发生时间显示，临近年度清缴履约截止日期前，

各市场成交量会显著放大；完成清缴履约后，交易活跃度迅速下滑。 

根据生态环境部要求，全国碳市场在今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了发

电企业配额预分配工作，9 月 30 日前省级部门完成最终配额的核定

工作，核定结果和预分配存在差异的话，以最终核定配额量为准。9

月最后一周交易数据显示，受到配额最终核定结果的影响，部分控排

企业根据核查结果进入市场参与交易，全国碳市场成交量大幅提升。 

3.企业开户进展慢，碳资产管理意识不足 

全国碳市场的开户工作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截至 7月末，仍有约

20%的企业未开户。为了督促企业尽快参与市场，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要求企业在 9月 30日前完成开户操作。 

同时，由于市场制度仍在不断完善，企业对碳市场规则认识不足、

对自身配额盈缺情况了解不充分，不敢轻易开展配额交易。更重要的

是，国内企业没有形成将碳资产视为可以主动管理的资产的意识，大

多数都持谨慎观望的态度。 

4.政府避免碳价剧烈波动、过高及过低运行 

生态环境部此前表态，“碳价过低，将挫伤企业减排的积极性；



 

碳价过高，也将导致一些高碳企业负担过重”。对于我国而言，由于

起步慢，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压力较欧美国家更大，最初采用严格

的管控可能会打压企业碳交易的积极性，叠加疫情及供应紧张的局面，

甚至会对企业经营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稳定的碳价走势是政府和

企业更希望看到的。 

5.运动式减碳抑制碳排放需求 

随着今年“双碳”目标的提出与全面推进，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执

行减排工作，导致出现运动式减碳，以“一刀切”的形式对燃煤发电

厂、炼钢厂等高排放企业进行关停或者限制生产，人为抑制了煤炭发

电供给及相应的碳排放，对碳价形成了一定的压制。 

此外，市场参与主体同质化、交易品种单一也都限制了整体市场

的活跃度。 

二、全国碳市场后市展望 

（一）成交量方面 

根据地方市场历史交易情况，配额年交易量占配额发放总量的比

例在 5%-8%，以此计算，初步活跃状态下，全国碳市场配额在 40-50

亿吨（假设配额数量和实际碳排放量基本一致或者略低于实际碳排放

量），配额年交易量可能在 2-3亿吨，而目前累计成交量仅为 1,815.01

万吨，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在今年 12 月 31 日之前，企业需要完成

2019、2020 两个年度的配额清缴工作，在逐渐接近年终履约时点的

过程中，市场交易量预计会出现明显回升。 

（二）价格走势方面 

从长期来看，碳价必然会抬升。根据《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到 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20年下降 18%；到 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随着我国“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碳价长期将处于上升通道。此外，各国碳市

场要在规则、标准和价格上实现一致性。全国碳市场开市以来的成交

均价在 45元/吨左右，和国际碳市场价格相差甚远。未来，国际统一

碳定价意味着国内碳价需要抬升价格，和国际碳价接轨，以避免出现

国际碳市场套利现象。短期内，碳价会受到能源价格、宏观经济环境、

季节性波动和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冲击，呈现一定的波动性。 

 

（已于 2021年 11月 4日在《建行报》专版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