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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碳排放贸易体系(EU ETS)自2005年至今已运行了8年。在体系不断成熟的同

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本文总结了EU ETS 2012年度的运行情况，回顾了年度主要政策，对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经验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为我国推进碳排放交易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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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U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 ETS)has been operated for 8 years since 2005．While the

system continues tO mamre，it is also facing a series of problem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operation of the EU

ETS in 2012，analyzes its main problems and experiences according tO the main policy of this year，and finally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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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 2年欧盟碳市场概况

经过交易额与交易量均创历史新高的2011年，

欧盟碳交易市场在2 0 1 2年陷入价格低谷。全年交

易额从2011年的1480亿美元跌到不足1000亿美

元，是2008年以来最低点。但交易更加活跃，欧盟

主要碳交易平台交易量达到创纪录的92．5亿t，比

2011年增长22％。其中欧盟排放配额(EUA)交

易量72．1亿t，同比增长l 8％，CER交易量16．2

亿t，ERU交易量4．1 6亿t。

在价格方面，EUA价格经过2011年底重创，2012

年持续低迷，年平均交易价格仅为7．0欧元。作为CER

的主要交易市场，受EUA和CDM总体供大于求的影

响，欧盟市场上CER价格几近崩溃，从年初一度超过

5欧元，到年底跌至0．3欧元左右。二级市场CER年

平均交易价格仅为2．5欧元，比上年降低70％。

欧盟碳市场低迷主要原因是欧债危机造成经济

衰退，能源消费随之下降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降低，

因此出现配额过剩、市场严重供大于求的局面。根

据各成员国提交的清单数据，2011年欧盟温室气体

排放量为45．5亿t二氧化碳当量，比l 990年下降

了18．6％。因此，欧盟目前已基本实现原计划到2020

年在1 990年基础上减排20％的目标。

虽然碳市场价格信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经

济危机成为欧盟大幅减排的主要因素。这一状况同

时说明欧盟目前的减排目标力度不够，有待提高。

较低的减排目标造成市场需求乏力不足，影响市场

参与方的积极性，价格下跌和市场低迷在所难免。
2 年度主要政策事件

201 2年的欧盟碳市场不仅受到宏观经济的拖累

造成市值下降，国际和欧盟层面发生的若干政策事

件也正在影响欧盟碳交易政策和市场的未来走向。
2．1 航空排放贸易

根据欧盟2008年11月通过的航空排放贸易指

令，20 l 2年1月1日起所有进出欧盟的航班须纳入
EU ETS。这一单方面举措招致各国强烈反对和抵

制，几乎引发贸易战。在各方强大压力下，2012年

11月欧盟宣布将国际航空碳排放纳入EU ETS暂缓

一年执行(不含欧盟境内航班)。但条件是20 l 3年

9月国际民航组织(I CAO)应出台符合各方利益的

全球航空减排方案，否则欧盟将恢复将国际航空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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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纳入EU ETS的指令。同时，欧委会要求欧洲

能源交易所(EEX)暂停拍卖2012年航空排放配额。
2．2 与澳大利亚连接碳市场

欧盟是碳市场的坚定拥护者和推动者，其明确表

示希望在20l 5年形成OECD各国连接的碳排放权贸

易市场。201 2年8月，欧盟高调宣布将与澳大利亚连

接彼此碳市场。澳欧双方就测量、报告、核查(MRV)

制度、允许进入两个排放贸易体系中的第三方碳单位

类型和数量、国内土地利用抵消配额的作用、扶持欧

盟和澳大利亚易受碳泄漏影响行业的措施，以及可比

的市场监管等方面达成一致。第一个跨洲的澳欧排放

贸易体系将在2015年实现欧盟与澳洲的单向连接，不

晚于201 8年7月1日将实现完全双向连接。

2．3 结构性改进措施

在配额过剩、供需失衡等问题目益突出的严酷

形势下，欧盟委员会于20 1 2年1 1月提出了若干措

施建议，其中包括推迟拍卖201 3—201 5年约9亿t

配额。其他结构性改进措施包括：(1)将欧盟到2020

年的减排目标提高至30％，此举可减少14亿t配额；

(2)在第三阶段从预计拍卖的配额中永久取消一部

分；(3)修改年度线性减排系数。提高目前的配额

总量每年1．74％的递减系数，与减排30％的目标

相一致；(4)将排放贸易体系的覆盖范围扩展至其

它行业；(5)限制使用国际碳信用；(6)适情采取

价格管理机制，包括设置碳底价和配额储备两种方

式。以上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减少配额供应，从而刺

激碳价格上升，使碳市场的价格信号足以促进低碳

技术的发展和投资。
2．4 整合国家登记簿

欧盟碳排放贸易体系下的国家登记簿曾发生过

较严重的配额盗窃和安全事件。为了更好地控制和

统一交易记录标准和安全，欧盟于2 0 0 9年修订了

ETS指令，规定ETS操作集中到统一的欧盟登记注

册系统中，即欧盟登记簿(Union Regi Stry)。欧

盟登记簿由欧盟委员会管理，于201 2年6月正式全

面运行。超过30000个国家登记注册系统中的账户转

移至欧盟统一登记注册系统，就此取代了之前独立

运行的各成员国登记簿。

3 问题分析

经历了8年的风雨考验，欧盟碳排放贸易体系

于2012年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实施。这一年中出现的

动向有些是积累产生的，代表了交易体系的普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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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些动向则指向了未来，因此是承前启后的一

年。本节对发生的主要问题和事件进行分析和总结，

以正确理解碳交易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3．1 总量目标宽松与配额过剩问题

EU ETS运行以来一直存在总量目标宽松导致

配额过剩的问题，但不同阶段的原因不同。第一阶

段(2005—2007年)，因为是试验期，本底排放源

数据缺乏以及成员国争取配额最大化的政治努力，

使第一阶段制定的总量目标(每年22．99亿t)显

著超过实际排放年均约20．3亿t。第二阶段(2008—

20 l 2年)虽然将年度排放上限削至到20．8 1亿t，

比2005年排放量下降了2％，但由于200 8年的全

球金融危机和2 0 1 0年的欧债危机使欧洲能源消费

产生的碳排放量下降，更加衬托出配额总量过剩明

显。第三阶段(2013～2020年)配额剩余将更加突

出，可能累计达到20亿t。

美国实施SO：排污权交易的初始阶段、东北部十

州CO：排放交易(RGGI)都出现了配额过剩的情况，

因此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主要说明三个问题：

(1)数据的重要性。碳排放控制目标需要科学、准确、

坚实的数据支撑和长期的数据积累。真实准确的数据

来自于自底向上报告的个体排放源数据，以及自上而

下编制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清单。只有积累和分析这

两种渠道的数据才有可能制定符合实际排放状况和趋

势的总量目标；(2)量化目标的不确定性。温室气体

排放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可预见的天气变化和经济周

期等因素使科学合理确定总量目标难度加大。预先设

定总量目标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3)政治可行

性。各国在强制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政策上都会受到来

自各方面的阻力，因此在政策初期会选择较宽松目

标，旨在树立总量约束意识、逐步使企业适应和接受

管制，提高新政策手段的政治可行性。

任何一个上限一交易体系在制定总量控制目标

时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以上困难。解决之道是除了必

须建立坚实的数据基础并完善科学的预测方法外，

还须政府采取灵活措施，根据动态变化对总量目标

和配额发行量进行宏观调整和改进，不能僵化政策。
3．2 碳价格问题

除了减少碳排放，欧盟排放贸易政策的另一个

目的是形成碳市场和碳价格，以刺激低碳能源和技

术的投资。据测算，EUA价格需分别达到25～30欧

元和90欧元左右时，才会使电厂将发电燃料从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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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天然气，或投资碳捕集和封存技术的燃煤电厂。

然而，2008～201 2年期间EUA配额年平均价格分

别为22、13、14、13和7欧元，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当前的低位价格不利于低碳能源和技术投资。

宏观经济衰退造成配额过剩、碳价低迷，欧盟

迫切需要内外部力量提振碳市场。原计划2012年将

非欧盟航班强制纳入欧盟碳排放贸易体系，8月份

宣布与澳大利亚进行碳市场连接，以及年底提出的

结构性调整措施都会向疲软的市场注入活力和生机。

但这些措施不会在近期扭转碳价，碳价格将在一段

时期内持续低位(20 l 3年1月曾一度跌破3欧元)。

据德意志银行研究预测，如果不采取削减配额措施，

到2020年碳价仍将低于1 0欧元。因此，欧盟急需

采取政策调控和市场手段提高碳市场价格。
3．3 国际碳市场连接问题

作为碳市场的坚定拥护者和推动者，欧盟在国

际气候谈判中毫不掩饰将碳市场推向全球的政治决

心。将非欧盟航空公司纳入其排放贸易体系正是其

付诸行动的表现。欧盟还通过其他国际组织和双边

渠道力图扩大排放交易范围，包括与澳大利亚政府

建立第一个跨洲的澳欧排放贸易体系。与此同时，

新西兰正在着手修改国内碳交易规则，以尽快与澳

大利亚连接。韩国与澳大利亚政府就两国排放贸易

体系互通进行磋商。美国加州与加拿大魁北克省将

在20l 3年进行彼此碳市场的连接。各国正在稳步向

欧盟提出的“20l 5年形成OECD各国连接的碳排放

权贸易市场”的目标迈进。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着手

进行市场机制的准备。不断前进的政策进程表明，

碳排放交易措施从自上而下(国际气候谈判)，和自

底向上(区域／国家／地方层面实施)两条途径并行

前进。虽然不会很快形成互联的全球碳市场，但碳

市场最终的全球化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变为现实，中

国难以独善其身，将主动或被动参与全球治理。

3．4 碳交易政策的阶段性和长期性

碳交易是新型的政策手段，需要经过学习、试

验、摸索、修正、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欧盟选

择了“边干边学”、分阶段制定排放目标、逐步扩大

实施范围等方式，不断改进深化，体现了政策的阶

段性。另一方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还是一项长期

任务。“上限一贸易”作为一项重要的减排措施，将

为实现中长期减排目标做出重要贡献。欧盟表示其

排放贸易体系在2020年后将继续实施，2050年减

排目标的69％要通过排放贸易实现，体现出政策的

长期性。

4 结论与建议

(1)构建坚实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和数据基础，

为科学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技术支撑。温室气体

排放数据包括自上而下编制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排

放清单，以及自底向上报告的个体排放源数据两类

来源。科学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需要来自这

两个渠道的真实准确的排放数据，这也是中国目前

非常缺乏的。因此，国家应加大相关投入，建立宏

观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制度以及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送制度，为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和实施碳交易体

系提供基础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2)加强对国际碳交易体系的研究。以欧盟为

代表的碳排放交易政策和市场不仅是其应对气候变

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政策措施，也成为影

响其他国家乃至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日

新月异的国际进程要求中国必须长期跟踪并深入研

究国际碳交易政策和市场运行，分析其对中国的利

弊影响，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国内相关政策制定

提供借鉴。

(3)启动对国际碳市场连接的研究。国际碳市

场、区域碳市场的连接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国家应超前组织实施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工

作，识别碳市场连接的构成和关键内容，研究和分

析现有主要区域排放贸易连接机制的设计方法、框

架要素、实施效果和影响等。还应透彻研究并认识

碳市场连接在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供应

安全、汇率自由化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保护我国

未来与区域和国际碳市场接轨中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I】Point Carbon．EU carbon market seen shrinking by a third in

2012【EB／OL】．http：／／WWW．pointcarbon．corn／hews／

reutersnews／1．21 10591．

【2】Point Carbon．Traded volume surges as carbon prices fall in

2012【EB／OL】．http：／／www．pointcarbon．tom／news／1．

2121731．

[3】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EB，OL】．http：／／about．bnef．com．

【4】Point Carbon．EU emissions fell more than expected in 201 1：

data【EB／OL】．http：／／www．pointcarbon．corn／news／1．

2158869．

(下转第3 4页)

一J’—舟二上，舞第35卷第2期2013年2月丫唰旬br劬
1 3

万方数据



硪袜键潞 ‰JA．e鱼蕾e=hA．，。

2017批z}}，“|_慢{々㈠：， ¨ {+u h T “弹毂} 电¨ ～11他 己H 埔·jK 2020

图1 201 2～2020年英国电价增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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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新能源财经、欧盟统计局、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

1 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

关于2020年之前更多采用核能、碳捕获以及生物质

能等较昂贵技术发电的假设。

由于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发电原料的成本

上升，英国消费者的电费账单金额自2005年以来已

上升逾70％。我们认为未来7年推动价格上涨的主

要因素很可能是天然气发电取代燃煤发电导致批发

能源成本的上升、“碳价下限”的引入以及随着可再

生能源使用量的上升而日益增多的补贴。

彭博新能源财经的分析显示，从目前到2020年

英国家庭电费预测增量的40％将归因于低碳政策(包

括从2013年4月起推出的碳价下限以及可再生能源补

贴)。低碳政策将是2020年前推动电价上涨的最大单

一因素。目前，在典型英国家庭电费账单中该因素的

贡献不足10％，而到2020年将增加到21％。

另外，批发电价对价格上涨同样起到了相当

大的推动作用。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发电结构的

变化(如老化的燃煤发电厂让位于天然气电厂)等

因素的推动，批发电价对消费者电费增量的贡献

将达到2 8％。

价格增量的另外32％的原因则归

因于电网改造成本以及增值税和公司

利润率等的乘数效应。

电价的上涨同样反映出英国的发

电结构正在发生转型。可再生能源发

电到2020年将上升到近30％，煤电将

逐渐被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天然气发电

所取代。

由于发电结构的转型，我们估计

英国电力消费者将会多付一些电费——到2020年每

人每天多花10便士，不过他们也在将本国的一部分

能源需求与全球天然气价格的波动分隔开。家庭及

企业能够借以缓解上涨的电费账单影响的唯一途径

将是提高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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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价格改革首先是实现市场定价，其次是外

部成本纳入产品价格。

煤炭价格改革。外部成本内部化，将煤炭资源

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用、环境治理费用、煤矿转产

基金等纳入生产成本。

电价改革。常规电力上网电价由市场定价，逐

步形成独立的输配电价，销售电价制定各类用户的

合理比价和差价，推行峰谷电价，完善可再生能源

电力定价和分摊机制。

油、气价格改革。改进成品油定价机制，构建

竞争性市场，实现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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