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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篇报告总结了“中国碳价格调研”的调研结果。本调研汇总了众多研究中国碳交

易的专家对未来中国碳市场以及 7 月至 9 月碳交易市场中交易价格的预期。调研

结果表明，中国七个碳交易试点均能够在 2015 年前启动，市场交易价格将会持续

增长并且影响投资者的决策，然而在价格水平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调研结

果还表明，中国将会建设全国范围的碳交易市场，并具有较大可能同时引入碳税机

制。中国的碳价格将会逐步上升，并最终超过其在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交易

价格。大部分参与调研的专家预期中国 2020 年减低碳强度的目标能够达到或超额

完成，中国政府还将为 2025 年和 2030 年设立新的减排目标，而新的减排目标极

有可能以控制绝对排放的形式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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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碳价格调研报告”汇总并分析了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经济与政策中心与中国碳

论坛共同发起的“中国碳价格调研”的调研结果。中国碳论坛是一所设在北京的，致力于

加强、促进中国利益相关方间信任与合作，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独立民间交流平台。 

本报告收集了众多研究中国碳交易的专家对未来中国碳市场以及 7 月至 9 月碳交易市场交

易价格的预期。本次调研收集了众多碳交易领域专家的市场预期，其结果具有普遍性，并

可以表明大多数碳交易专家对未来中国碳交易市场价格的预期。 

调研结果显示出了中国将会实施碳交易试点的决心，碳排放权价格将会持续增长并影响投

资行为，然而碳价格的水平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调研结果还表明，中国一定会

在全国范围内引入碳交易机制，并且有可能引进碳税机制。碳价格水平将会持续增长，并

且高出同期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碳价格。绝大部分参与调研的专家预测，中

国 2020 年碳强度下降水平将会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而中国政府将会为 2025 年和 2030

年设立绝对排放的减排目标。 

碳排放交易试点 

调研结果显示，参与调研的专家认为尽管 7 个省市地区的碳交易试点将会推迟启动，碳排

放权价格也会不尽相同，但是在各试点启动后，试点中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均会快速上升。 

80%以上参与调研的专家认为，7 个省市地区的碳交易试点将会在 2015 年年底前全部启动，

其中，接近半数的专家认为部分碳交易试点在 2014 年之前可能不会启动。 

参与调研的专家预测，所有开始交易的碳交易试点中碳排放权平均交易价格在 2014 年为

32 元/吨二氧化碳当量，2016 年为 41 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以及 2018 年为 53 元/吨二氧

化碳当量。然而 20%参与调研的专家认为 2018 年的碳排放权价格将低于 30 元/吨二氧化

碳当量，而另有 20%参与调研的专家认为 2018 年的碳排放权价格将高于 80 元/吨二氧化

碳当量。 

参与调研的专家认为，深圳、上海、北京和广东碳交易试点将会在近期启动，并且相较于

天津、湖北和重庆碳交易试点，这些近期能够启动的试点中将会具有较高的碳排放权交易

价格。 

调研结果显示，碳交易试点的启动将对该地区的投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84%参与调研的

专家认同该观点，然而大部分专家预测该影响较为轻微，并非重大影响。此外，以中文参

与调研的专家们更为确信碳交易试点的启动将会影响该地区的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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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试点的平均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将会上升，但是价格水平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问题：您认为在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已经启动的碳交易试点中的平均碳排放权

交易价格将会分别是多少？ 

全国碳价格 

调研结果明确表示，中国将会通过全国范围内建设碳交易体系（可能辅以碳税机制），来

实现其减排承诺。半数参与调研的专家预测，全国范围碳交易市场将于 2018 年或 2018 年

以前建成，而超过 80%专家认为在 2020 年，全国范围碳交易市场将会建成。 

几乎 60%参与调研的专家预测，全国范围的碳交易市场将会与碳税机制在 2020 年以前实

现共存。仅 1%的专家认为中国不会建立全国范围的碳交易市场，而 15%的专家认为中国

不会采用碳税机制。 

调研结果显示，专家们对碳排放权价格的预测具有很大差异。可以认为，各碳交易试点本

身的性质、建立的迫切性，以及该试点地区的经济体系对该试点的反应具有较大的不确定

性。因此，许多参与调研的专家并未选择对碳排放权价格进行预测。 

调研结果显示，全国范围碳交易市场的平均价格呈稳步增长，预期分别为 2018 年 29 元/

吨二氧化碳当量，2020 年 51 元/吨二氧化碳当量，以及 2025 年 68 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计算数据包括了某些预期市场价格为 0 的调研结果）。2020 年全国范围碳交易市场的

交易价格（相当于 6 欧元/吨二氧化碳当量）比当前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碳排放权现

货价格要高，但是比期货（2020 年）的价格略低。 

调研结果显示，碳税的价格预期为 2016 年 7 元/吨二氧化碳当量，2025 年 32 元/吨二氧化

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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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显示，碳排放权及碳税的综合平均价格在 2020 年为 70 元/吨二氧化碳当量（8.5

欧元/吨二氧化碳当量；11.5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绝大部分参与调研的专家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的碳排放权价格将低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然而到 2025 年，中国的碳排

放权价格将会赶上甚至超过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市场价格。 

此外，三分之二以上参与调研的专家表示，到 2025 年，中国国内范围碳交易市场将会与

一个或多个其他国家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进行对接。 

全国范围碳交易市场与碳税机制将在 2020 年初共同启动 

 

问题：您预期国内范围碳交易市场将在什么时间启动？碳税机制将在什么时候启动？ 

 

中国减排目标 

调研结果表明，中国将能够达到 2020 年的减排目标，并有可能超额完成。所以，中国政

府极有可能在 2020 年后设立新的减排目标，该减排目标将有很大可能以绝对排放的形式

替换目前的碳强度控制的形式。 

调研结果显示，绝大多数（87%）参与调研的专家认为中国能够完成其“到 2020 年，以

2005 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减少 40%‐45%的每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的减排目标。而

以中文参与调研的专家们比以英文参与调研的专家们更为支持此观点。 

调研结果显示，95%参与调研的专家预测中国将会为 2025 年或 2030 年制定新的减排目标。

三分之二以上的参与调研专家认为 2030 年的减排目标将以绝对排放的形式设立，而接近

半数的专家认为，绝对排放的减排目标将会在 2020 年被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