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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承 上 启 下 ，继 往 开
来。全国碳交易启动，为人类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写下新的篇章！

我们中国碳市场的参与者、建
设者、贡献者——将不忘初心，携
手努力，共同推进全球最大碳市场
的健康发展，推动中国的生态文明
建设。

我们呼吁：各交易平台加强合
作，坚定市场信心，严格交易监管，
提高服务效率，共同维护碳市场的
稳定发展。各市场参与方有序竞
争，重视协作，努力推进碳市场相
关的能力建设，共同提高行业专业
水平。

我们承诺：坚决贯彻国家关于
碳市场的统一部署，配合落实全国
碳市场建设的各项工作。致力于建
设管理规范、功能完善、运行稳定的
交易平台；致力于创建透明、开放、
安全、高效的市场机制；致力于营造
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市场环
境。人们可以期待，我们将不负使
命、攻坚克难、勇往直前，中国必将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齐全、运行
高效的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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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碳奖是首个由国内碳市场
权威机构设立的专业奖项，由上海
环境能源交易所发起，与天津排放
权交易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广
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湖北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和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
共同主办，旨在表彰对中国碳市场

建设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机构和
企业，展示和推广中国碳市场取得
的积极成果，提高全社会对低碳环
保事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绿碳奖评选设有“最佳碳金融
创新奖”、“最佳碳交易实践奖”、

“最佳碳减排贡献奖”和“2016最具

影响力机构奖”四大奖项。其中前
三大奖项由业内 11 位具有重大影
响力的专家评审产生，第四大奖项
由出席绿碳峰会的嘉宾现场投票
选出。绿碳奖候选机构均由各碳
试点交易所推荐，参选对象为 2013
年 6月 1日至 2016年 6月 30日期间
在碳金融和碳交易等方面具有突
出贡献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控
排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事业单位。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碧辟（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荣获“最佳碳金融创
新奖”；上海置信碳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微碳投资有限公司、环保桥
（上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荣获“最佳
碳交易实践奖”；深圳妈湾电力有限
公司、上海吴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天
丰钢铁有限公司荣获“最佳碳减排贡
献奖”；上海置信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荣获“2016最具影响力机构奖”。

本届绿碳奖肯定了中国碳市场
中表现突出的机构在过去三年试点
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为 2017年全国
碳市场启动注入了积极的能量。

首届绿碳奖颁奖盛典
2016绿碳发展峰会上，爱丁堡大学、清洁之路、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三方协议签署，成立“绿碳服务创新中心”和

“清洁之路中国创新中心”。

2016绿碳发展峰会签署协议及举行揭牌仪式

主持人：本次高峰对话，我们要
面对的是两座真正的“高峰”：解振
华先生是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
表，约森·弗拉斯巴斯先生是德国环
保部国务秘书。他对环保工作的关
注和付出，从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
了。他曾经是青年环保志愿者，担
任过德国青年自然保护协会的主
席，此后在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机
构当中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可以
说一直尽心尽力为德国、为全球的
环保事业不断努力。

二位都参加了《巴黎协定》的谈
判和签署。我们先从《巴黎协定》谈
起，首先想请问约森·弗拉斯巴斯先
生，您觉得《巴黎协定》对全球的发
展意味着什么？

约森·弗拉斯巴斯：《巴黎协定》
其实如果没有中国的大力支持是不
会成功的，当然也离不开其他各方
的努力。我们在巴黎促成了全球气
候变化的一些政策改变，比如《京都
议定书》，美国多次降低排放。

《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地设
定目标。《巴黎协定》不同，它是一个
比较中立的协议，涵盖了全球所有
的国家，应如何对全球的气候变化
作出贡献。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协
定，回到一个合作的逻辑，一个多边
的角度。

主持人：但具体到每个国家，现
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
保护之间是有一定矛盾存在的，怎
么样能够协调环保和发展之间的关
系？中国是怎么考虑的？

解振华：应该说德国政府在气
候变化会议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领
导力。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
针对如何协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
系，《巴黎协定》解决了一个减排模
式的问题——从过去的自上而下，
转变为自下而上，由各个国家根据
国情、能力确定自己的减排量，这是
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另外《巴黎协定》确定了一个目
标：到本世纪末，把全球平均气温较

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
之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碳中
和。要实现发展路径的创新，就要
发展低碳、气候适应型，必须走可
持续发展这条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建立
了一个倒逼机制。因为预计 2030
年左右要出现碳排放峰值，因此我
们要尽快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
率，走低碳、绿色、循环发展的道
路。对一系列数据包括碳强度、能
耗强度、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费总量
等，都要进行控制，逐步实现人均
GDP与人均碳排放曲线达到中和。

另外要想控制碳的排放量，应在
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上都要进行调整，
最近十年水电装机容量增加了1.7倍，
风电增加了100.8倍，生物质能发电
增加了3.8倍，核电增加了2.9倍。产
业结构调整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总体上，中国要大力发展，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过去十年，
也就是2005年到2015年间，我们经

济增长了 1.48倍，但碳排放只增加
了 54%，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 64%，
应该说曲线走向已开始往中间过
渡，证明我们这条路还是低碳的。

主持人：这次《巴黎协定》中有
将近200个国家参与达成了这个协
定，这么多国家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
重要，愿意共同采取行动。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感觉到《巴黎协定》的落实
有难度，这么多国家，每个国家国情
不同，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各不
相同，如何在《巴黎协定》这个大的框
架之下，大家共同来采取行动？

约森·弗拉斯巴斯：在《巴黎协
定》中最重要的，也是一个长期的目
标，就是温室气体的中和。我们要
为未来创建一个正确的期望，比如
说碳定价方面，要有企业参与，企业
需要了解我们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领域有很多创业
公司是非常活跃的，这些创业公司
也要考虑一下今后，利用新能源，让
市场发挥自己的活力和创造力，找
到新点子。比如在分享经济、电动
出行领域，中国是非常领先的。我
们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努力朝好的
方面发展。

主持人：办法总比困难多。我
觉得在国际合作当中，特别是这次

《巴黎协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则
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这是
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解振华：《巴黎协定》现在进入
落实行动的阶段。目前将近200个
国家接受了这个协定。为什么？因
为这个协定解决了历史责任，针对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应对气候
变化，在法律问题上进行区分。比
如在减排的问题上，明确发达国家
要率先减排，在全经济领域绝对减
排。发展中国家要努力在全经济领
域实现减排或者限排。限排的概念
就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排放量
还会增加，但到一定阶段到了峰值，
就要降低。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要

有义务，发展中国家可以自愿。在
透明度的问题上，不是一个统一的、
单一的透明度的标准，还要更多考
虑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实际上，在整个《巴黎协定》的
制定过程中，在各个重要要素中都
体现了区分原则。《巴黎协定》考虑
到各国国情、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
承担与自己国情相适应的责任和义
务，这一点解决得非常好。

主持人：这也是《巴黎协定》落实
的非常重要的前提，大家都能够做到，
才能去落实。不管是发达国家也好，
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好，《巴黎协定》要
求所有的缔约方都要提交一份国家自
主贡献行动目标，中国、德国都已经提
交了。接下来我想围绕国家自主贡献
目标请教解先生，我们国家的自主行
动贡献目标亮点是什么？

解振华：我们国家自主贡献的
目标，2030年左右实现中国的排放峰
值，而且争取提前。这是跟我们国家
的人口、经济、城镇化、工业化、农业
现代化整个进程相联系，最后确定的
排放峰值，也是最大的亮点。它实际
上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通过节能、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
源、加强生态建设来实现我们的目
标。应该说中国在努力地采取行动。

最近二十年，全球累计节能量中
国占了50%。当然也说明我们的能耗
水平比较高，但我们的潜力比较大。

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总装机
容量中占了 25%，增量中占了 37%，
而且成本大大降低。中国的人工造
林面积也是世界最大。我们贡献很
大，也说明我国粗放型的增长模式
没有根本改变。和德国相比，我国
能耗、物消都是他们的几倍。我们
的任务还是艰巨的。如果要实现
2030年的目标，中国需要投资41万
亿人民币，但也带来了一些机遇，可
以创造6900万人就业。

主持人：在政策方面，是不是有
这方面的倾斜？

解振华：现在我们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制定了配套的政策，价格、税
收、财政的支持鼓励，还有碳市场，这
都是我们已经制定的相应政策，有这
些政策来保证我们鼓励什么，限制什
么，淘汰什么，我对我们这个目标的
实现还是抱有很大的信心。

主持人：谢谢解先生，我们再来
谈谈约森·弗拉斯巴斯对德国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的解读。

约森·弗拉斯巴斯：德国也有
这样一个自主减排目标。跟 1990
年相比，我们减排幅度达到 40%，
德国减排幅度至少是 55%，要在
2030 年实现。我们履行普遍但有
区别的责任，这个原则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务实的。过去承担责任、更
有能力、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当
然要率先力行。

说到减排的幅度 55%，要求我
们加大努力。最近我们减排幅度是
27、28%左右。为了实现 55%的减
排，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要
推出一些其它政策。

主持人：2030年离现在还有十
几年的时间，感觉这个目标要去实现
的话，还是要不断努力。在《巴黎协
定》当中，美国也是缔约方之一，但自
从川普先生当选了新一届的美国总
统之后，《巴黎协定》是不是能够落
实，因为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就说如
果他要当选的话，会让美国退出《巴
黎协定》。这个《巴黎协定》和美国国
家利益之间难道是有冲突的吗？

约森·弗拉斯巴斯：这个很难
讲，首先我们讲一下中国，已经率先
力行了，我们也听到了大选的结
果。在大选之前，习近平主席表示
中国还会继续履行《巴黎协定》承
诺，特朗普先生也发表了一些言论，
德国、欧洲及非洲一些国家也是做
出同样的表态。这样的表态，让整
个国际社会有点放心了。当然我们
也希望美国还是要遵循《巴黎协定》
的承诺，他们已经是协议签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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