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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年来气候变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愈发引起国际和我国社会的关注：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异象频发、温

度异常等等。而这些极端气候事件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全球人为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因而与

之相应的，各国开始积极采取措施监测、限制碳排，各种通过标准化的程序对提交申请的自愿减排标准进

行审查的工具应运而生，如美国碳登记 ACR，以及中国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机制 CCER。本文将围绕我国的

碳排工具 CCER 展开详述，帮助读者对这一领域有一个初步认知。 

 

CCER-我国碳减排工具 

1. 何为 CCER 

碳交易，即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当做商品来进行买；而 CCER（全称 China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

即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指的是国家发改委记录的、可以在碳排放市场进行交易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通

俗来讲，就是国家主动承诺并采取措施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种行动。 

 
 

2. CCER 作用 

CCER 的主要功能是促进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推进和开展。它鼓励企业和组织采取减排行动，并通过交易

市场进行碳买卖，实现减排成果的转化和共享。此外，CCER 还可以作为减排成果的认证，帮助企业获得

减排奖励和补贴。 

 



3. CCER 特性 

因此，基于 CCER 的功能，它具有这么几个特性： 

可再生性：即减排量是可持续的、可以重复利用的； 

可核查性：即 CCER 的减排成果经过核查后才能正式发行，确保减排量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可比较性：CCER 的标准化使不同项目间的减排成果具有可比性，方便进行交易和评估。 

 

4. 我国碳交易市场规模 

截至 2022 年底，CCER 的累计发行量已超过 3 亿吨二氧化碳；而随着碳市场的逐步发展，CCER 整体市

场规模也会不断扩大。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第一个履约周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覆盖约 45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未来电力、石化、化工、建材、

钢铁、有色、造纸、航空八大行业覆盖之后，据北京绿交所预测，全国碳市场的配额总量或从目前的 45

亿吨扩容至 80 亿吨。2022 年全年，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均价为 55.3 元，在价格不变的前提下，

我国碳交易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400亿元。 

 

CCER 发展回顾&展望 

1. CCER 发展史 

CCER 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起步（2009-2017）：2009 年，国家发改委启动 CCER 交易规范性文件的研究和起草工作，2012 年 6

月《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印发施行。同年 10 月印发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

核证指南》进一步为自愿减排机制的实施和推广提供了系统性的管理规范。2015 年 10 月，“自愿减排

交易信息。平台”上线，发改委在该平台上对 CCER 项目的审定、注册、签发进行公示，并允许签发后的



减排量进入交易所交易。2017年 3 月，发改委暂停受理 CCER项目的备案申请。 

暂停（2017-2022）：CCER 共运行了 5 年的时间，发改委在 2017 年 3 月发布的“暂缓受理”公告中表

示：“《暂行办法》施行中存在着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等问题。 

静待重启（2023）：自 2022 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多部委开始释放出 CCER 市场重启加速的信号。今年 2

月，北京绿色交易所（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心）正式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启动仪式上，北京

绿交所董事长王乃祥表示，CCER 全国统一的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已经开发完成，具备接受主管部门

验收的条件；未来这里将作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心，以及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基

础设施，为更多排放企业或主体提供服务。 

 
 

2. 如何定价 

CCER 的定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受到供需关系、市场预期和政策因素的影响。目前，CCER 的定价

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市场交易：采用市场供求关系决定 CCER 的价格，通过交易平台进行买卖。 

国家指导价：政府设定 CCER 的最低价格或价格范围，引导市场价格的形成和稳定。 

招投标定价：通过公开招标或竞争性报价确定 CCER 的价格。 

行业协商定价：行业内主体通过协商确定 CCER 的价格。 

为了避免碳价出现大幅波动，目前碳市场设置了价格涨跌限制，挂牌协议交易的成交价格在上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的±10%之间确定，大宗协议交易的成交价格在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30％之间确定。从全国 7

个地方试点运行情况看，2020 至 2021年加权平均碳价约在 40 元人民币左右，与发达碳交易市场相比价

格较低，但是长期随着碳容量空间稀缺，价格趋于升高。 

 

3. 其他碳交易方式对比 

除了 CCER，国内外还存在其他碳交易方式，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和联合国碳市场机制

（CDM）等。 

1）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EUETS 是欧盟推行的排放交易体系，涵盖欧洲各国的排放权交易。它采



用固定额度、减量目标和排放许可证的方式进行碳排放交易，具有较高的市场化程度。 

 

2）联合国碳市场机制（CDM）CDM 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个碳市场机制，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清

洁发展机制项目。通过减缓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从而获得减排认证，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 

相较于 CCER，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更加成熟，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和较高的市场透明度；而联合国碳市场

机制则更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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