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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1044、金其辉

关于优化上海市碳配额分配方案的提案

※背景情况※

自 2010年中国首次提出建立碳市场以来，中国碳排放

交易体系已发展超过十年，作为七个地方试点碳交易市场

之一的上海碳交易市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收集各种历

史数据，研究方法学，制定配额分配方案和碳核查方法，

建立碳交易平台，并于 2013年 11月 26日完成碳交易首日

交易。九年来，上海碳交易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在试点第

一阶段（2013-2015年）结束后，2016年起对配额分配方

法进行了优化调整，优先采用基于碳排放效率的分配方法，

但配额分配方案持续改进和创新力度不够大，未能将碳交

易对控碳减排的市场机制发挥到极致。

――――――――――――――――――――――

※问题及分析※

主要有三方面：

1、碳排放配额下降不明显。

2016年-2022年碳排放交易体系配额总量（含直接发

放配额和储备配额）见下表 1：

表 1：2016年-2022年上海碳排放交易体系配额总量控制情况表

单位：亿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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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55 1.56 1.58 1.58 1.05 1.09 1.0

说明：2020年开始总量明显下降是由于电力行业由于

进入国家碳交易系统而被移出上海碳交易市场。

从上表 1配额总量控制数据变化看，总量碳配额总体

有下降趋势，但下降趋势线性不强，局部年份总量上升，

未真正达到总量控制或者减排的初衷。

2、配额分配方案督促高排放企业减排力度不够

历史排放法计算配额可能会保护历史碳排放量大的排

放强度高的落后企业，无需实施减碳技改和效率提升，只

需按减排系数安排生产负荷，减碳毫无压力。历史强度法

计算配额在企业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时，对配额分配的影响

可能超过减排系数的影响，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3、可抵销配额偏少

市场上可用于履约的 CCER极少，且价格与配额相当，

既不能降低控排企业履约成本，也不能鼓励自愿减排企业

的积极性。

――――――――――――――――――――――

※建议※

为更好发挥碳交易在完成“双碳”目标过程中的市场

调节机制，结合中国国情，完善碳分配体制和核算方法学，

减少碳泄漏和碳转移，在落实控排内企业总量控制和低成

本履约的同时，鼓励控排企业积极实施自愿减排项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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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下建议：

1、结合中国国情，实行行业碳排放量目标控制

结合经济形势制定行业碳排放量控制目标，明确行业

碳排放量目标上限，且各个行业碳排放总量逐年下降。根

据各个行业特点，在行业内推行行业基准法分配方案，实

行碳排放强度末位淘汰制，尤其是要充分考虑煤炭和天然

气在国民经济中的不同地位，在天然气主要依靠进口的背

景下，需要区别对待它们在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解决煤

制天然气或进口天然气存在碳转移的问题。

2、建立双碳队伍，夯实数据基础，增加基准法分配比

例，兼顾效率优先

建立双碳队伍，通过研究科学的方法学，收集行业完

整数据，建立合理核算方法，减少碳泄漏和碳转移。结合

行业历史核查数据和总结评估报告，夯实数据基础、科学

合理设定参数、测算不同方案影响等方面开展前期研究和

准备工作，切实提高分配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公平性。

选取行业先进水平为制定基准依据，以行业基准法为

主，基准定期更新，控制拍卖比例，提升碳价，只有在碳

价提升到企业在作减排决策时需要充分考虑碳排放成本时，

才能发挥碳交易市场调节机制。通过行业基准定期更新来

分配碳配额，既能起到鼓励先进企业不断实施减排新技术

应用，享受富裕碳配产生的经济效益，又能鞭策淘汰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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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积极实施低碳技术升级，减少额外的碳排放成本。

3、重启并打造全国统一的 CCER市场。

重启 CCER能让更多碳减排项目参与碳市场，同时完善

相关配套机制，逐步打造全国统一的 CCER市场，充分激发

企业开展自愿减排项目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降低

控排企业碳市场的履约成本。碳交易市场可循序渐进采用

核证减排量、农林业碳汇等抵消机制，减少控排企业的履

约成本，刺激未纳入碳市场企业的减排，降低社会减排总

成本，并建立科学的核证方法，控制抵消比例，稳定碳交

易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