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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全国碳市场建设
的机遇、挑战和路径”为主题的
2016 绿碳发展峰会暨颁奖活动
2016 年 12 月在上海临港松江科技
城落下帷幕。

作为 2017 年全国碳市场启动
的预热活动，本次峰会以《巴黎协
定》生效后落实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减排承诺为内容，致力于推进全
国碳市场的统一进程，提高全社会
对绿色环保事业的关注度和参与
度。峰会重点关注碳交易和碳定价

机制以及低碳城市的发展，共同探
讨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机遇、挑战和
可行路径，打造专注于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事业的品牌活动。

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
表解振华，德国环保部国务秘书约
森·弗拉斯巴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李逸平，2016绿碳发展峰会组委会
主席、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
周禹鹏，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

孙桢，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
中心副主任莫小龙，上海市政协人
口资源与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孙建
平，上海市发改委秘书长周强，上海
市松江区区长秦健，上海市松江区
委常委、副区长陈宇剑，上海临港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丁
桂康，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领导
赵效定、周伟民、陈振鸿，2016绿碳
发展峰会组委会执行主席陈安杰，
以及来自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部门领
导、中外碳交易机构行业专家、学者

和企业代表等 400 余人出席活动，
并共同见证了“绿碳奖”的颁发。

周禹鹏在论坛开幕式上致欢
迎辞。李逸平、莫小龙在致辞中对
峰会的召开表示支持与肯定。峰
会邀请解振华和德国国务秘书约
森·弗拉斯巴斯等嘉宾，围绕《巴黎
协定》对全球发展的影响、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自主贡献的责任
和义务、如何改变全球发展趋势及
其影响、碳市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的作用等话题进行了主题演讲
和高峰对话。

上海市发改委秘书长周强、同
济大学可持续发展和管理学院院长
诸大建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
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教授从政府
低碳发展引导、城市低碳建设理论、
绿色金融工具等角度探讨节能控排
的多元路径。

陈宇剑介绍了上海市松江区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建设人文科
创、现代化松江的路径与思路。上
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分别根据自
身减排的实践经验，从“低碳城市、
产业与园区融合”、欧洲“清洁之
路”项目、“中国碳交易市场”等方
面展开专题讨论。

本次峰会达成系列实质性成
果，发布了绿碳宣言，揭晓了首届绿
碳奖之最佳碳金融创新奖、最佳碳
交易实践奖、最佳碳减排贡献奖、最
具影响力机构奖的评选结果，签署
爱丁堡大学、清洁之路、上海临港松
江科技城三方协议，成立“绿碳服务
创新中心”和“清洁之路中国创新中
心”等。

据悉，本次会议期间所产生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通过权威的第三方碳
排放核查机构开展独立核算，并由合
作企业提供对应的中国核证自愿碳
减排量并注销，完成会议碳中和。

本次峰会暨颁奖活动由上海市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导，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
会、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主办。（何秀芳 刘 宇）

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机遇、挑战和路径
——2016绿碳发展峰会暨颁奖活动圆满落幕

今年（2016 年）是全球气候治
理进程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11月 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11
月7日到18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公约第22次缔约国大会，也可称
为马拉喀什气候大会。上述会议期
间举行了《巴黎协定》第一次缔约大
会，准备在 2017 年或 2018 年复会。
在这个过程中，要加紧进行谈判和
磋商，最后落实《巴黎协定》，要形成
一系列的制度和细则。我们在此祝
贺缔约国大会能够早日复会，也期
待着《巴黎协定》的最后落实。

《马拉喀什气候与可持续发展
行动宣言》的发布再次向国际社会
传递了向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信
号。这次会议恰逢美国政府换届，
因此，在会议期间大家都有忧虑，一
方面是美国新一届政府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另一方
面《巴黎协定》到底能不能落实，能

不能顺利进行下去的疑虑。现在大
家将关心的目标转向了中国，关心
中国能不能坚持自己的自主贡献的
决定，从而推动整个进程。在达成

《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生效的过
程中，中美发挥了领导作用，所以现
在美国存在不确定性时，中国的行
动，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

在最近召开的国家环境与发展
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国务院
副总理张高丽代表了习近平主席、
李克强总理发表讲话时，提到“中国
的立场非常重要，G20峰会期间，习
主席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式交
出了中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批
准文书，这表明中国人言必信，行必
果。中国《“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到 2020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要比 2015 年下
降 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的控
制，我们将积极落实中国理念和中
国行动，推动环保国际合作，并积极
地融入国内环保工作，将国际上的
环保合作与国内的环保工作相结
合；推进绿色的“一带一路”建设，加
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
环保合作，开展面向发展中国家的
环境与发展的援助，构建南南合作
网络。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
的事业，中国将积极参与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推动构建公
平合理、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体系，
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工作作出更大
的贡献”。这一讲话给与会代表和
国际社会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国能
够坚持《巴黎协定》，继续兑现自身
承诺，而且还会做得更好，通过南南
合作来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
对于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中国态
度，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向国际社
会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决心。

随着各国落实自主贡献的目
标，预计未来每五年进行一次全球
性的盘点，盘点之后要提高各国的
落实力度。在这样大形势之下，排
放的空间将会越来越成为稀缺的战

略性资源。现在全球的目标是要控
制在 2 摄氏度之内，各国的自主贡
献目前只能控制在2.7摄氏度以内，
与2摄氏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
且《巴黎协定》要求努力控制在1.5摄
氏度，如果这样，碳排放的空间越来
越小，也就意味着将来这个市场会越
来越大，碳的价格可能也会越来越
高。最近我到欧洲访问，法国和德国
的部长估算未来全球碳市场的价格，
可能要到每吨100美金，最高到150
美金，现在的碳价是20、30美金一吨，
因此，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

我们建立碳定价机制，让市场在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当中发挥
决定性的作用，将会有效地降低全社
会节能降碳的成本，同时促进制度创
新、技术创新，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我们的生
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高度重视运用碳定价的政
策来促进低碳发展。碳定价有三种
形式：收费、收税、进行排放交易。
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作为中国重要
的改革任务，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
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曾郑重地
宣布，我国将在 2017年启动覆盖钢
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
属等重点工业行业的碳排放交易市
场，《“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要建立健全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
制度。《“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工作方案》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建立、运行和基础支撑的意见做出
了明确的部署。

当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全国
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工作，在七
个试点几年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基
本上做到了以下五个点：

一是基本建立了碳排放监测、
报告和核查制度（MRV 体系），使
得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配额为市
场所接受。因为要形成真金白银的
交易，必须建立能够保障数据质量
的MRV的体系。国家发改委已经
陆续发布了 24 个行业企业排放核

算的报告指南，组织建设了温室气
体排放数据的报送系统。在支撑机
构建设方面，通过七个试点地区五
年的探索，以及清洁发展机制和自
愿减排交易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开
展，目前已经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咨
询和核查机构。非试点地区在组织
落实碳市场建设的工作中，也培育
了一批地方的核查机构。

二是组织开展了重点企业历史
碳排放数据的报告与核查。今年初
我们组织开展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启动的重点工作，明确了数据
报送的范围、核查的要求及工作安
排，由各地方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
会和中央管理的企业，组织了八大
行业耗能1万吨标煤以上的重点排
放单位开展历史碳排放报告与核查
工作。各地方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
金，遴选了 100 余家第三方核查机
构，对全国约 8000家重点排放单位
的历史排放数据进行了核查，预计
近期将完成最终数据的上报。

三是制定了碳市场配额总量设
定和分配方案，确定公平合理的配
额总量及分配方法，是碳市场建设
的核心条件。在深入研究七个碳交
易试点及专家调研的基础上，我们
起草了全国碳排放全交易总量设定
与配额的分配方案，已经正式报国
务院。国务院批准之后，将由国家
发改委印发实施，下一步确定总量、
分配配额的工作即将开始。

四是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
监管的体系，明确碳市场建设的管
理模式，有利于划定各方的权责，保
障碳交易制度顺利进行。全国碳市
场将主要采取属地化管理模式，依
托省级主管部门，建立国家和地方
两级管理体系进行管理。按照在

“放、扶、管”的改革精神，国家只负
责确定市场的覆盖范围、数据标准、
配额分配方法、交易规则、各方权责
义务等重要制度的顶层设计，不参
与直接的配额分配，到重点企业的
配额还是由地方政府进行分配，省

级政府依规对所辖地区的企业进行
分配，同时省级主管部门要按属地
化原则对企业的履约情况进行监
管。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互相监
督，互为支撑，共同构建构成有效的
监管体系。随着各地方推动碳市场
数据报告与核查，相关的监管模式
也正在逐步的形成。下一步待国务
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出台之
后，将进一步的加以完善。

五是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的立
法。碳市场是利用市场的手段实现
碳减排的一种政策工具，属于强制
性的市场，必须通过立法对参与主
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作出明确的
规定。在 2014年出台的《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
国家发改委于 2015 年组织起草了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完
成了送审稿。按照有关的立法程
序，已经列入了国务院 2016年立法
计划，法制办已经按照立法程序开
展立法的审查。在此基础上，我们
还起草了关于《企业碳排放报告管
理办法》和《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
管理办法》，《碳市场交易管理办法》
将结合条例的出台进展情况，适时
进行发布。

下一步按照 2017 年启动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要求，国家还
将抓紧推进四项工作，打好全国碳
市场建设的攻坚战：

一是积极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立
法，争取 2017年上半年能够出台条
例。结合条例出台的进度，及时地
印发《企业碳排放报告管理办法》

《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的管理办
法》和《碳交易市场交易管理办法》，
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的立法体系。

二是完善监测报告与核查制
度。在已经发布了 24 个行业企业
排放核算报告指南的基础上，我们
再会同国家标准委，将相关的行业
核算指南以国家标准的形式联合发
布；会同国家证监委，依据《全国碳
市场第三方核查指南》出台专门的

规则，统一各地第三方机构资质和
核查工作的程序。

三是开展配额分配工作。待国
务院批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
量设定及分配方案后，根据各地方
报送的企业历史碳排放数据，组织
专家团队开展实地调研，出台与方
案相配套的操作指南，在充分征求
地方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重点企
业的意见后及时发布，指导地方完
成 2017配额分配工作。结合“十二
五”期间各地节能的分配工作，配额
的分配将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因为
配额就意味着真金白银。

四是深入开展基础能力的培
训，拓宽培训渠道。针对政府管理
部门、交易企业、第三方核查认证、
交易机构等不同的对象，组织开展
多层次、大范围的能力培训活动，加
强专业人员的培训和储备，切实提
高各方对碳排放权交易的认识水平
和参与能力，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
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对碳排放交易
认识水平和支持力度。

目前正处于全国碳排放交易市
场建设的冲刺阶段，首届绿碳峰会
的召开，恰逢其时。本次峰会也是
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在本次峰会
上大家能够围绕全国碳市场的发
展，特别是碳市场发展过程中所面
临的碳定价的机制、配额分配、监测
报告、核查制度等关键议题进行踊
跃的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
同将碳市场打造成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精品工程。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碳定价机制，贡献中国方案。
最近，我到日本参加东北亚名人会，
在这个会上中日韩三方明确提出在
东北亚地区建立统一的碳市场。近
日参加国合会，各方的代表对能不
能在全球建立统一的碳市场也进行
了探讨。实际上要建立全球的碳市
场，还有很多具体问题要进行讨
论。所以希望中国在做好碳市场建
设的基础上，参与讨论全球市场的
游戏规则，为全球市场作出贡献。

解振华在2016绿碳发展峰会暨颁奖活动上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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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副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
代表解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