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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月 6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首批

核证自愿减排量（以下简称 CCER），总计 9个项目

的 94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完成登记，随后从 3月 7日起首批

CCER启动交易。到 4月 7日，CCER交易已经“满月”。自愿

碳市场目前覆盖了哪些领域？各类主体参与交易将带来什么

效果？未来自愿碳市场将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记者进行了

相关采访。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野满月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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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开局良好
成交较为活跃

目前，我国已建立重点排放

单位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的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激励社会

自主减排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市场。强制碳市场实行

配额制，从 2021年 7月开始交
易，最初覆盖火电行业重点排放

单位，近期实现首次扩围，新增

了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

自愿碳市场，是指符合条

件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经第三方机构审定与核查、注

册登记机构审核后，可将减排

量登记为核证自愿减排量，通

过全国统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平台开展交易，获得减

排收益。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总经济师张

昕介绍，目前，参与 CCER 交易
的以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主。9个
已经完成减排量登记的项目中，

7 个是并网海上风电项目，2 个
是并网光热发电项目。

自愿碳市场从今年 3 月 7
日起开始交易，到 4月 7日累计
成交量超 139 万吨，成交额超
1.11 亿元。记者注意到，3 月中
旬，自愿碳市场的成交出现“双

破百”，即碳价超过 100元/吨，成
交总量突破百万吨，高于同期强

制碳市场的碳价。

“这说明市场各方长期看好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前景。”张

昕说。他表示，在强制碳市场方

面，未来企业获得的碳排放配额

会逐渐收紧。根据相关文件，纳

入强制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

每年可以用 CCER 抵销年度应
清缴配额量的 5%。考虑到强制
碳市场纳入钢铁、水泥、铝冶炼

行业后，覆盖碳排放量超 80亿
吨，对 CCER 的需求量也会增
加。但与此同时，当前 CCER的
稀缺性仍比较明显，目前登记的

只有 948万吨。在供需两端的共
同作用下，CCER 受到市场追
捧，成交比较活跃。

发挥市场作用
推动更多主体自愿减排

企业参与 CCER 交易将有
哪些效果？以中广核公司为例，

该企 业有 多个 项目参 与了

CCER，其中中广核惠州港口一
期 25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于 3月
6日完成首批 CCER登记，目前
已经有部分 CCER顺利售出。

中广核（广东）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售电公司负责人冯时

雨告诉记者，企业通过开发

CCER 项目，将减排量进行交
易，可以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

同时，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针

对 CCER 作为金融资产进行质
押开展深入研究，探索拓展企业

融资的新渠道。

此外，冯时雨还表示，积极

参与 CCER交易，也体现了企业
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的积极态度和行动，有助于提升

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增强社

会认可度和公信力。

张昕指出，与强制碳市场实

行国家配额不同，自愿碳市场要

建立在企业自主自愿的基础上，

且一定是有减排成效的项目，体

现了对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的市

场化激励。

推进“双碳”目标的一个重

要方面是能源绿色低碳化。张昕

说，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一些

项目的设备和运维成本高，通过

CCER 交易可以提升项目运行
的经济性，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经过测算，一

些并网海上风电项目 CCER 交
易的收益，可补贴度电成本大约

0.12元至 0.18元，能有效缓解企
业运营成本方面的压力。

专家还表示，自愿碳市场也

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随着未

来覆盖领域的扩大，将引导更多

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善制度设计
增强全社会减排合力

自愿碳市场在启动初期，涵

盖了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

力发电、造林碳汇、红树林营造 4
类方法学，意味着这 4类符合相
关规定的项目可以参与 CCER
交易。2024年底，自愿碳市场扩
大了支持领域，将公路隧道照明

系统节能、煤矿低浓度瓦斯和风

排瓦斯利用类项目纳入。

目前，只有上述 6类项目可
以参与 CCER交易，与我国推动
“双碳”目标的需求难以匹配，需

要继续加强方法学开发，将更多

减排项目纳入，为相关企业主动

减排、参与交易提供机会。

今年 3月，生态环境部发布通
知，开展新一轮方法学建议公开征

集和评估遴选，这将鼓励全社会广

泛深入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张昕表示，自愿碳市场建设

还处在起步阶段。从制度体系看，

目前支持自愿碳市场建设的相关

文件可用于指导项目设计、实施、

登记、交易、结算等运行，但文件

层级相对较低、制度体系尚不完

善，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提

升政策的效率和震慑力。从系统

建设看，目前自愿碳市场的交易

系统、注册登记系统已经上线运

行，完成了基本功能，还需要通过

机构建设进一步加强监管。

记者采访了解到，从项目的

审查登记到减排量的审查核算

等，都需要有相应资质的审定与

核查机构和人员来进行。眼下，

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审定与核

查机构只有中环联合（北京）认

证中心有限公司等 5家，有资质
的核查员只有 40人。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CCER
的扩围，涵盖领域拓展，希望吸

引更多有资质的机构和个人加

入，共同为减排贡献力量。

渊据新华网冤

日前，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
平行论坛“ESG协同创新助力美
丽中国建设论坛”在京举办。论

坛以“新质生产力创新驱动绿色

转型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

化”为主题，生态环境部、北京市

等相关领导出席并致辞。

论坛期间，中国标准化协会

发布了《企业环境、社会、治理

（ESG）绩效评价导则》团体标准。
该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联合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

心、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中心等 30余家单位共同
研制。该标准旨在为企业 ESG绩
效评价提供一套科学、规范且可

操作的评价体系，引导企业强化

ESG管理，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助力环保信用体系与生态圈

建设。

据中国标准化协会绿色低

碳与 ESG 专委会常务副秘书长
刘明艺介绍，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

指导下，该协会将国际标准化组

织的要求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此

前已发布《企业环境、社会、治理

（ESG）信息披露指南》和《企业环

境、社会、治理（ESG）管理体系建
设指南》。此次《企业环境、社会、

治理（ESG）绩效评价导则》的实
施，标志着协会初步构建起“三

位一体”的 ESG标准体系。
这套“三位一体”的 ESG 标

准体系采用“1+N”模式。“1”为通
则，即信息披露指南、绩效评价

导则和管理体系建设三个通用

标准，为各行业制定自身 ESG标
准提供参考；“N”代表各行业的
ESG标准。其中，信息披露指南
指导企业规范披露 ESG信息，为
行业制定披露标准提供指引；绩

效评价导则明确各项指标的评

估要求、依据及得分标准；管理

体系建设标准则为企业提升

ESG管理绩效提供具体指导。该
体系的建立，旨在推动中国 ESG
标准的发展，助力绿色低碳转型

与美丽中国建设。

《企业环境、社会、治理

（ESG）绩效评价导则》设置了 3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43
个三级指标和 129个四级指标。
在环境维度，涵盖 17个三级指标
和 56个四级指标，围绕资源消
耗、污染物排放及生态环境保护

等议题，引导企业实现绿色低碳

转型；社会维度包含 13个三级指

标和 40个四级指标，聚焦员工权
益、消费者权益及社会责任，推动

企业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统一；治理维度设有 13个三级指
标和 33个四级指标，针对公司治
理结构与机制，助力企业提升治

理水平。各行业可根据自身特点，

选择适用的评价指标。

《企业环境、社会、治理

（ESG）绩效评价导则》的发布实
施，将对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助力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重

要作用，为构建中国特色 ESG标
准体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渊据叶中国城市报曳冤

叶企业环境尧社会尧治理渊ESG冤绩效评价导则曳实施
助力构建中国 ESG标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