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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碳交易市场政策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黄宏斌

一、引言 

碳交易市场作为全球气候变

化应对的重要工具，在全球范围

内引起了广泛关注。随着全球气

温升高和气候变化加剧，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

的责任。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市

场化的减排手段，为各国企业提

供了降低碳排放的经济激励，有

助于实现减排目标并推动绿色经

济发展。碳交易市场的运行机制

涉及碳排放配额的交易和转让，

为企业之间的碳减排行为提供了

经济价值，同时也为政府监管提

供了更灵活的手段。

欧盟碳交易市场作为全球

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之一，具有

丰富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实施经

验。该市场的发展历程、政策

设计以及在减排效果方面的经

验，都对其他国家的碳交易市

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

论文将深入探讨欧盟碳交易市

场的政策和运行机制，以期得

摘  要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欧洲联盟碳交易市场政策，并探讨其对中国构建碳交易市场的借鉴价

值。欧盟碳交易市场作为全球最大、最成熟的碳市场之一，其政策设计、实施经验和成效备受关注。

本文通过分析欧盟碳交易市场政策的核心原则、政策设计框架以及实施效果，总结了其中的成功因素

和经验，为中国未来在碳交易市场建设方向和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并为全球碳减排事业的推进提供

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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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对中国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有益

启示。

二、欧盟碳交易市场政策

概述

（一）欧盟碳交易市场的发

展历程和核心原则

欧盟碳交易市场作为全球

最大、最成熟的碳市场之一，具

有丰富的政策实践和经验积累。

该市场的历程可以追溯到 2005

年，当时欧盟推出了碳排放交易

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 ETS）作为其应

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

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核心原则包

括“固定上限、可交易的排放配

额、市场化定价”，这些原则共

同构成了其碳交易市场的基本框

架。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碳

排放交易体系经历了多次调整和

改进。其中最显著的一次是在

2013 年启动的第三阶段（2013-

2020），在此阶段内，欧盟碳排放

交易体系进一步加强了对碳排放

配额的限制，同时逐步减少碳配

额的总量，以实现更为严格的减

排目标。这些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盟在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的决心和努力。

1. 起源与发展过程

欧盟碳交易市场政策源于

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关注和需求，

旨在通过市场机制促使温室气体

排放减少。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于 2005 年启动，此举是欧盟为

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重要措

施，旨在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经

济和政策的框架中，通过创造经

济激励来实现减排。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碳

交易市场政策经历了不断完善和

调整。在不断的改革过程中，欧

盟碳交易市场政策框架逐渐形

成，包括排放限额的设定、排放

配额的分配方式、市场参与者的

范围等。欧盟碳交易市场政策的

发展历程是欧盟努力探索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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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的

过程，也是逐步强化减排目标、

推动低碳技术创新的历程。

2. 核心原则

欧盟碳交易市场政策的核

心原则主要体现在“限额与交

易”机制上。该机制以碳排放限

额的设定为基础，通过逐步降低

碳排放限额，引导市场参与者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市场参与者需

要购买或获得碳排放配额，而这

些配额的总量限制保证了它们的

价值，并在市场中创造了碳价信

号，鼓励企业采取减排行动并投

资于创新的低碳技术，从而在经

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减排目标。此

外，欧盟碳交易市场政策强调了

透明度和可验证性，通过建立完

善的注册和监管机制，欧盟鼓励

市场参与者按照规定报告排放数

据，并接受相关部门的审查和核

实，确保碳交易体系相关数据的

真实性和权威性。

（二）欧盟碳交易市场的政

策框架

在欧盟的碳交易市场政策

框架中，首要元素是欧盟碳排放

交易体系，以该体系为核心，欧

盟构建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化

机制，从而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引

入经济激励，其主要涉及欧盟工

业和能源生产机构。欧盟碳排放

交易体系将这些机构的碳排放总

量纳入总量限制系统，通过将可

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的采用与碳

配额的分配相结合的方式，鼓励

企业实现碳减排。

其次，欧盟在碳交易市场

政策框架中引入了监测、报告

和核查（Monito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MRV）机制，旨在确

保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透明

性。通过强制性的报告制度和严

格的核查程序，欧盟碳排放交易

体系能够提供权威的排放数据，

为政策制定者、市场参与者和利

益相关者提供参考，从而增强政

策的可信度和效力。

此外，政策框架内引入了

创新性的政策工具，如碳价格设

定机制。通过拍卖碳配额和设立

最低价格，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能够确保碳定价反映了环境成

本，从而激励企业采纳低碳技术

和创新解决方案。这种定价机制

促使市场参与者在经济效益与碳

减排之间实现平衡，推动了绿色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欧盟碳交易市场实施

效果

欧盟碳交易市场政策自其实

施以来，产生了显著的政策实施

效果，对欧盟地区的碳排放和经

济发展以及环境、经济以及社会

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1. 碳排放量减少。根据欧盟

2022 年发布的报告，自 2005 年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启动以来，

截至 2021 年，其涵盖的行业总

碳排 放量已从 2005 年的 2.3 亿

吨减少至 1.5 亿吨，实现了相对

较大幅度的减排，达到了政策初

期设定的目标。

2. 清洁能源比例提高。在碳

交易市场政策的推动下，欧盟能

源消费结构逐渐向清洁能源倾

斜。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0

年，可再 生能源在欧 盟总用电

量消耗中的比重达到了 37%，其

中风电和水电占可再生能源发电

总量的 2/3 以上（分别为 36% 和

33%）。

3.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

欧盟的碳交易市场政策表现出了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趋势。

在 2005-2020 年，欧盟经济总量

实现了持续增长，但碳排放总量

却逐渐下降，呈现出经济增长与

碳排放分离的良好趋势。

4. 低碳技术创新。政策激

励了企业投入低碳技术研发与创

新。数 据显 示，欧 洲在清洁 能

源、电动汽车、能源储存等领域

的创新投资逐年增加，为产业升

级和技术进步提供了支持。

5. 就业和经济效益。欧盟碳

交易市场政策的实施为相关产业

创造了就业机会。欧盟碳交易市

场相关的就业机会大幅增加，涵

盖了从碳监测到碳咨询等多个领

域。

这些数据清晰地展示了欧

盟碳交易市场政策在减排、能源

结构、经济增长和创新等方面的

积极影响。这不仅为欧洲的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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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提供了实质支持，同时也为

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构建

碳交易市场以应对气候挑战时提

供了有益的政策经验和启示。

三、欧盟碳交易政策对

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启示

欧盟的碳交易市场政策设

计框架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通

过市场机制、监测核查、碳定价

等手段，在促进碳减排和低碳技

术推广的同时，也为其经济增长

和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都

可为我国碳市场建设提供有益的

借鉴。

（一）市场机制方面

1. 引入碳定价机制。欧盟采

用的碳市场机制强调了碳定价的

重要性。通过设立碳配额交易系

统，市场参与者在碳交易中需要

支付一定的碳定价成本，激励了

企业在经济效益和碳减排之间做

出权衡。中国可以借鉴此经验，

建立明确的碳定价机制，将碳成

本纳入企业的决策考量，促进碳

减排措施的采纳。

2. 确保透明和监测核查。欧

盟的碳交易市场建设强调了碳排

放数据的透明性和准确性。在中

国的碳市场建设中，建立严格的

监测核查机制，确保企业的碳排

放数据真实可信，将有助于提升

市场参与者对碳交易的信任度，

维护市场的公平和透明。

3. 考虑不同行业的特点。

市场机制在不同行业的应用需要

考虑各行业的特点。欧盟的碳交

易市场政策为不同行业制定了不

同的碳配额分配方式，以反映其

能源密集程度和碳排放特点。中

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根据不同

行业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碳配

额分配策略，推动各行业逐步减

排。

4. 创新金融工具。欧洲的碳

市场建设涉及创新的金融工具，

如碳配额拍卖等方式。这一机制

不仅有助于市场的灵活性，还能

为政府带来收入，用于支持低碳

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中国可以探

索类似的金融工具，以实现碳减

排目标的同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

展。

5. 长期规划与政策稳定性。

市场机制的成功需要有明确的长

期规划和政策稳定性。欧盟的碳

交易市场政策在长期内保持了相

对的政策稳定性，为市场参与者

提供了预期和可预测的环境。中

国在碳市场建设中也应制定长远

规划，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

综上所述，欧盟碳交易市场

政策在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为中

国的碳市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启

示。通过借鉴市场定价、监测核

查、行业特点、金融工具创新以

及长期规划等经验，中国能够更

好地推进碳减排和低碳经济发

展，取得可持续的成效。

（二）碳排放权定价机制方

面

1. 内部碳定价机制的引入。

欧盟通过内部碳定价机制在企业

内部强化了碳减排意识及激励作

用。在碳市场中，企业为碳排放

支付一定的碳成本，而在内部碳

定价机制下，企业可根据内部成

本核算实施碳定价，进一步激励

内部减排。中国可考虑借鉴这一

经验，鼓励企业在内部实施碳定

价，促进碳减排的自主管理。

2. 确定适当的碳价格。欧盟

的碳交易市场政策通过拍卖碳配

额，根据市场供需调节碳配额价

格，实现了碳成本的内在化。在

中国的碳市场建设中，需要根据

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合

理确定碳配额价格，以引导企业

主动减排。

3. 鼓励技术创新与投资。

通过引入碳定价机制，欧盟鼓励

企业投资于低碳技术研发和应

用。这一机制可刺激企业在降低

碳排放方面进行创新，推动低碳

技术的发展。中国在碳市场建设

中可以设置激励机制，鼓励企业

增加在绿色技术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投入。

4. 市场透明与稳定。欧盟碳

交易市场通过定期公开拍卖、碳

排放数据的透明公示等，确保市

场的公开和透明。此外，政策稳

定性也有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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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构建碳定价机制时，应注

重市场的透明度和政策的稳定

性，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

（三）加强监管与执法体系

1. 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

欧盟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

确立了碳交易市场的基本框架和

运行规则。欧盟的法律法规定义

了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为

监管和执法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在中国的碳市场建设中，制定具

体、明确的法律法规，将有助于

保障市场的秩序和公平竞争。

2. 强化数据监测与核查。

欧盟碳交易市场强调了碳排放数

据的监测核查。通过设立严格的

监测核查机制，政府可以验证企

业的碳排放数据，确保数据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中国可以借鉴这

一经验，建立健全碳排放数据监

测与核查体系，为市场监管提供

科学依据。

3. 加强执法力度。欧盟的

碳交易政策在执法方面表现出一

定的严格性。对于违规行为，政

府采取了有效的处罚措施，维护

了市场的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

中国在加强碳市场监管与执法

时，应建立健全执法机制，对违

规行为实施严格的监管与处罚。

4. 提供投诉渠道与举报机

制。欧盟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投

诉渠道与举报机制，使市场参与

者能够及时报告违规行为。这有

助于加强监管的广度和深度，提

高执法效果。中国可以建立类似

的投诉渠道与举报机制，鼓励市

场参与者积极参与监管。

5. 跨部门合作与信息共享。

欧盟碳交易市场政策涉及多个部

门的协同合作，实现了信息共享

与交流。中国在加强碳市场监管

与执法时，应促进跨部门合作，

实现信息的高效共享，提升监管

的协同性与效率。

四、结论与展望

本论文深入分析了欧盟的

碳交易市场政策，并探讨了该政

策对中国在构建碳市场方面的启

示。通过借鉴欧洲的经验，为中

国的碳市场建设提供有益的指导

和参考。

欧盟的碳交易市场政策为

碳减排和低碳经济转型做出了积

极贡献。该政策通过碳定价机

制、碳配额交易和监管体系的建

立，有效地激励了企业减少碳排

放，促进了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

的发展。中国可以从欧洲的经验

中获得借鉴，为自身的碳市场建

设提供坚实的基础。从政策设

计、市场机制、监管与执法以及

教训吸取等角度，中国可以汲取

有益的启示，避免潜在问题发生。

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在

构建碳市场时可以继续借鉴欧洲

的经验，同时适应本国的实际情

况。展望未来，可以加强国际合

作，推动碳市场建设，持续改进

政策措施，建立健全监管与执法

体系，提高公众和企业对碳市

场的认知度，从而推动碳市场健

康、可持续发展，为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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