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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碳市场的先行者，欧盟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可以尝试
摸着“欧盟”过河。

文  |  崔震海

欧盟：经验可参考   模式忌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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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对碳交易市场进行完善不仅解决了

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更能建立稳定高效率

高质量的交易体系。

从市场机制来看，欧盟的总量控制机制

(cap-and-trade) 是在碳市场设定温室气体排放上

限，通过拍卖和免费分配来发放碳配额。其配

额总量上限逐年下降，促使碳减排机构充分认

识到未来配额的稀缺性和碳价成本，进而加大

减排力度。电力行业自 2013 年起停止免费配额

发放，发电企业通过拍卖及二级市场购入配额

用于履约。根据欧盟委员会官方发布的数据显

示，在 2005 年至 2019 年之间，纳入碳交易市场

管理的各类装置减少了约 35％的排放。欧盟排

放交易体系是降低排放成本的有效工具。

哪些经验可借鉴

作为目前规模最大的跨国性碳市场 , 欧盟碳

市场已经逐渐摸索出了相对科学合理的配额分

配、市场交易及风险监管机制 , 并严控市场供给

总量以维持碳交易价格稳定。

在体制机制方面，欧盟市场有其先进性。

欧盟通过碳交易形成市场激励机制，降低

减排成本，实现了碳交易市场的工具价值。碳

市场集聚的大量市场主体通过充分博弈带来强

大的流动性，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碳定价机制。

通过提升市场流动性，企业卖出配额获取经济

收益，实现减排激励；企业通过比较碳价格和

自身减排成本，调整购买配额或进行减排的决

策，大幅降低企业减排成本。

欧盟的市场稳定储备机制 (Market Stability 

Reserve，MSR)，是主要应对需求侧冲击和配额

过剩来稳定碳市场的机制。2008 年后期，配额

过剩导致碳交易价格 EUA（碳排放许可）从最

高 31 欧元下降到 10 欧元以下。2012 年，到第

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全国

碳交易市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启动。运行

一个月以来，碳市场的交易稳定，但活跃度有

待提高。

中国与欧盟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点，如产业

结构比较复杂，产业发展水平和碳减排技术差

异较大，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基于此，

中国同欧盟在碳市场建设上存在相似之处。因

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欧盟碳市场建设的经验，

寻找提升中国碳市场活跃度的方式，以更好地

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欧盟碳市场的四个阶段

欧盟碳市场在建设过程中采取分阶段建设

的策略。

从 2005 年开始，欧盟采取分阶段策略，逐

步建立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活跃度的全球最大

的碳交易体系。

第一阶段是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主要目的是获得运行总量交易的经验，

为后续阶段正式履行《京都议定书》奠定基础。

仅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权进

行交易。所覆盖的产业只包括能源行业、内燃机

功率在 20 兆瓦以上的企业、石油冶炼业、钢铁

行业、水泥行业、玻璃行业、陶瓷以及造纸业等

11500 家企业，二氧化碳排量占欧盟的 50%。

第二阶段是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这一阶段，欧盟借助排放交易体系，

正式履行对《京都议定书》的承诺。

第三阶段是 2013 年至 2020 年。排放总量每

年以 1.74% 的速度下降，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

要比 1990 年至少低 20%。

第四阶段是 2021 年至 2030 年，ETS 框架多次

修订，以使系统与欧盟总体气候政策目标保持一致。

欧 盟 通 过 建 立
统 一 的 碳 市 场
（EU-ETS） 实
现加速碳减排进
程，完成巴黎协
定目标规定，更
提出新的高标准
的减排计划，排
放交易体系是其
应对气候变化政
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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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的 4%，没有一个产业的排放权处于短缺状

态，钢铁、造纸、陶瓷和厨具部门的排放权发

放量甚至超过实际排放量的 20%。碳排放权总

量过多，导致碳排放权价格下降，企业失去采

取措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积极性。为此，欧

盟在碳交易市场发展的第二阶段下调了年排放

权总量（比 2005 年低 6%）。

其次是碳排放权免费分配问题。

第一阶段碳排放权是免费发放给企业的，

并且对电力行业发放过多，结果电力企业并没

有用碳排放权抵免实际碳排放量，而是把碳排

放权放到市场上出售，投机获利。在第二阶段，

监管部门提高了许可权拍卖的比例，并降低了

电力部门的发放上限，导致电力企业获得免费

碳排放权大幅减少，迫使电力企业采取措施降

低碳排放。

然后是监控数据缺失的问题。欧盟碳排放

交易体系试运行时，工厂层面上的二氧化碳的

碳排放数据是缺失的，碳排放权的预测只能根

据监管机构预测发放给企业，导致碳排放权发

放超额，造成交易市场价格大幅波动。

总之，要建立一个高质量、高效率的国际化

碳交易体系，我国可以充分分析借鉴欧盟碳交易市

场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并立足中国经济禀赋、

产业机构以及能源结构来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

同时，更要充分发挥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等技术基础上的优势，利用金融科技，

设计多层次金融衍生品，打造智慧碳交易体系。

充分利用传感器和物联网监测技术，加速对其七

大碳排行业的排放精准测算，并构建相关数据库，

通过大数据系统实现对减排的核查，制定精准碳

配额，推进更多的行业加入碳交易市场。在严格

的碳减排总量下制定市场稳定机制，导入多元化

市场交易主体，推进碳现货交易和多种衍生品交

易，繁荣碳交易市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二阶段结束，碳交易体系相对僵化以及碳配额

发放过量的问题更加显著，EUA 降至 5 欧元以

下。MSR 提升了市场信心，碳价回归。欧盟每

年发布截至上一年年底碳市场的累积过剩配额

总数，即 2020 年以来的配额总供给减去总的排

放量。要将过剩配额总数的 24% 转存入 MSR，

或在年度配额拍卖量中减去相应的数额，以实

现碳价格稳定。

参与主体多和产品丰富，是欧盟碳市场的

另一个优势。

欧盟的交易主体涵盖发电和供热等能源密集

型行业（包括炼油厂、钢铁厂以及铁、铝、金属、

水泥、石灰、玻璃、陶瓷、纸浆、纸张、纸板、

酸和大量有机化学品的生产厂商），及欧洲经济

区内的民用航空业。可以高精度测量相关行业企

业的温室气体减排数据，基于数据提出的报告和

验证的排放量是相关行业进入碳交易市场的前提。

欧盟碳市场金融产品丰富。在 2005 年，碳

交易市场开发了 EUA、CER 和 ERU 的期货、

远期、期权、掉期交易等金融工具。2017 年，

欧洲能源交易所（EEX）及洲际交易所（ICE）

交易量大幅增长，其中碳期货合约交易总量达

到 33.59 亿吨。碳期货使企业可以防范价格变动

风险，为市场带来流动性，并提高了市场有效性。

哪些问题要避免

在借鉴经验的同时，我国还要避免欧盟碳

交易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设计缺陷。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试验阶段的主要目的是

发现并弥补设计缺陷、积累运行总量交易机制的

经验。针对排放交易体系试验阶段中所暴露出的

问题，欧盟对其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加完善。

首先是碳排放权发放超额的问题。

在 2005 年，所发放的碳排放权超过实际排

欧盟碳排放交易
体系试验阶段的
主要目的是发现
并 弥 补 设 计 缺
陷、积累运行总
量交易机制的经
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