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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国碳价调查——执行摘要 

本报告总结了《2018 年中国碳价调查》的结果。该调查由中国碳论坛、ICF 国际咨询公司、中创碳投、清华大学中

国碳市场研究中心、挪威环境局和荷兰碳排放管理局联合开展。 

本项目建立在 2013 年、2015 年和 2017 年类似调查的基础之上。调查从 2018 年 3 月下旬持续到 4 月下旬，共获

得 317 位利益相关者对中国未来碳价的预期。本调查展示了这些利益相关者总体的“最佳猜测”，虽然无法宣称

具有代表性，但清楚反映了主要利益相关者对中国未来碳价的预期。 

本次中国碳价调查是 2017 年 12 月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后项目组开展的首次市场调查。

该建设方案概述了中国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路线图，将碳市场建设工作划分为基础建设期、模拟运行期

和深化完善期三个阶段，稳步推进碳市场建设工作。有关市场设计的重大决策将于今年（基础建设期）陆续出

台，市场体系建设也将在未来三年内进一步完善，并将逐渐纳入其他行业。此外，当前国际社会正围绕落实《巴

黎协定》的具体细则进行谈判，中国又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职能调整到由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来承担。因此，

本次调查的开展正值国内外对中国的气候行动愈发关注之际。 

受访者 

本调查共收到 317 份各行业专业人士的反馈，包括有关行业（67%）、咨询机构 （10%）、学术界 （6%）、碳金

融 （4%）、地方政府和研究机构（各占 3%）。其他受访者来自非政府组织 （NGO）、碳交易所和行业协会。半

数受访者已被纳入试点地区碳市场，或者有可能被纳入即将启动的全国碳市场。在 2017 年、2015 年和 2013 年的

调查中，这类受访者分别仅占 16%、18%和 7%。大多数行业反馈通过行业协会向其成员分发调查获得，包括电力

行业给出的 90 份反馈、水泥行业给出的 47 份反馈以及有色金属行业（铝和铜）给出的 46 份反馈。其余 31 份行

业反馈则通过项目合作伙伴网络收集。总体而言，尽管接受调查的行业受访者为加入碳市场所做的准备可能比未

参与此次调查的行业受访者更加充分，行业协会的参与意味着相关偏差比之前的调查更小。 

中国碳市场的发展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期间，试点碳市场在五个市（北京、重庆、上海、天津和深圳）以及两个省份（广东和湖

北）推出。近年来，试点地区通过采取扩大行业覆盖范围、改善配额分配机制和引入衍生产品等措施，使得碳市

场进一步发展。福建省也在 2016 年末启动了碳排放交易。 

2017 年 12 月宣布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提出分三个阶段实现市场的全面运作，前两个准备阶段将分

别持续大约一年。在被问及中国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将在何时“完全运行”时，只有 19%的受访者预计会在

2020 年或更早时间实现（相比 2017 年的 47%有所下降）。1 这一下降可能是因为在等待全国 碳市场开始交易。

72%的受访者预计碳市场能在 2025 年前实现全面运行。 

截至目前，全国碳市场的法律依据仍在制定中。国务院预计将在 2018 年出台一份全面规定。39%的调查受访者认

为该政策文件足以确保履约，但大多数受访者（55%）更希望全国人大能够进行相关立法。不过，行业受访者对此

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上述两种看法各占 46% 和 44%）。 

  
                                                           
1 完整问题：“您预期什么时候中国国家碳交易体系能够完全运行起来？包括：法律法规、总量和配额管理、完善的检测、报告、核

查和认证体系、注册登记系统、交易平台和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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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预计未来几年碳排放交易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会越来越大。34%的受访者认为在 2018 年投资决策将受到很大

或相当程度的影响，而到 2025 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 75%。 

预计碳排放交易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图 1 问题 3-1：您预期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是否会影响 2018 年/2020 年/2025 年的投资决策？（N=304, 292, 285） 

碳价预期 

全国碳市场的平均碳价预期为：2020 年为人民币 51 元/吨；2025 年为人民币 86 元/吨。然而，碳价水平仍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更远的未来。按照统计学模型，2025 年的第 20 百分位数和第 80 百分位数分别为人民币 35
元/吨和人民币 158 元/吨。本次调查的未来碳价预期低于 2017 年的调查。2  

预计中国碳价将稳步增长 

 
图 2 试点市场的实际价格范围以及调查受访者对全国体系的碳价预估 

                                                           
2 在 2017年中国碳价调查中，平均价格预期为：2017年人民币 38元/吨，2018年人民币 51元/吨，2020年人民币 74元/吨，2025
年人民币 108元/吨。2025年的 20分位数和 80分位数分别为 50元/吨和 2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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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受访者和非行业受访者之间存在差异：行业受访者预期的碳价更高。虽然国际开展的类似调查显示，行业受

访者预期的碳价往往更低，但是我们 2015 年和 2017 年在中国开展的调查均显示行业受访者预期的碳价更高。 

碳价与相关政策工具 

受访者被问及其预计未来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最重要的政策是什么（图 3）。结果显示，受访者预计，随着时间的推

移，政策重点将转向碳市场、环境税、信息披露和能源补贴交易等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 

预计基于市场的措施将成为主要政策工具  

 
图 3 问题 3-3：为了激励企业在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不同时期，哪些是最重要的政策？（N=314, 295, 284） 

中国的排放目标和排放峰值 

87%的受访者预计中国将在 2030 年达到碳排放峰值，48%的受访者预计将在 2025 年或更早的时间达到。 

预计中国将在 2030 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 

 
图 4 问题 3-5：您预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什么时候到峰值?  (N=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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