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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创新型减碳路线
建增长型碳汇市场

 文／刘世锦

“双碳”目标将带来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将实现“双碳”目标

的压力转化为创新增长、绿色转型的动力，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积极探索，并付出艰苦的努

力。综合考虑能源发展、经济转型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中国的能源转型应处理好存量和增量

的关系，坚持激励创新、市场驱动。其中的经济学逻辑是，作为存量的传统高碳能源，尽管

有一定的减碳空间，但其潜力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间越小，难度相应加大，成本将加速上

涨。而作为增量的低碳或零碳新能源，随着产量增加、技术改进，成本加速下降，其代替传

统能源的减碳成本优势会逐渐增大，进而加快新旧能源比例的转换进度。

从市场层面上看，我们需要把关注重心转移到创新型减碳路线上来。要在稳住存量、保

障能源供应的前提下，对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增长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产品给予强有力

的激励。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例，我们已经迈出了从无到有的重要一步，在推动企业

建立碳账户、加强碳核算、推动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第一个履约周期履约完成

率达99.5%；但其也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性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价格发

现、调节供求、促进创新等功能大打折扣。

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初衷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

发展，即将碳排放的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等方式逐步减少碳排放。

但现实情况是，传统生产者往往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缺少兴趣和能力进行技术创新，

而颠覆性创新者大多处在“圈子”之外。这便导致了最有活力的创新型减碳路线很少能得到

市场激励。针对这种情况，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改善。

一是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创新技术的增长型碳汇市场。增长型碳汇市场可以与已有的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并存，前者主要激励增量部分的技术创新，后者则激励存量部分的减排。

二是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制定不同层面的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溯的减排责任要

求。区域或企业完成减排任务既可以通过自身直接减排、生产增长型碳汇产品，也可以通过

市场交易购买增长型碳汇产品。

三是加快以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普遍性地设立碳账户，覆

盖尽可能多的企业和机构，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个人碳账户。在社会各界的主动参与、积

极探索与努力创新下，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引领世界潮流的绿色转型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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