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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1年是全国碳市场交易元年。2021年 1月 11日生态环境

部印发《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建设、系统建设和基础能力建设，充分利用

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国碳市场建设不断取得有

效进展。2021上半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

法（试行）》《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四项

新规，搭建了制度框架为全国碳市场健康运行提供指导。2021年

7月 16日，全国碳市场启动仪式于北京、上海、武汉三地同时举

办，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始上线交易。

四川碳市场过去一年整体运行平稳，基础建设日益完善，业

务发展不断取得创新成绩。同时，在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

易和相关利好政策的助力下，流动性和活跃度显著提升。截至

2022年 4 月 30 日，累计成交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近

3500万吨，按可比口径在全国排名第四位。全国碳市场能力建设

（成都）中心（以下简称“成都中心”）业务影响力不断扩大，

累计开展碳市场能力建设活动 180余场次，培训超过 3万人次。

2021年成都中心通过创建的省内外基地，输出培训资源，取得良

好成效。此外，四川碳市场不断提升团队专业水平，在碳中和、



绿色技术及绿色金融创新等方面持续形成比较优势，获得行业内

高度认可。

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在 2022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

日之际编写发布《四川碳市场运行报告（2022）》，从碳市场基

础建设、碳市场交易情况、能力建设、碳中和服务、技术交易、

绿色金融创新等多方面全方位报告过去一年四川碳市场的运行成

绩，总结市场运行经验并做出展望。四川碳市场将继续依托资源

优势、在交易服务、能力建设及环境权益市场建设方面狠下功夫，

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助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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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碳市场运行报告

（2022）

一、四川碳市场基础建设情况

（一）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自 2016年底四川碳市场开市，截至目前已五年有余。五年

间，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以下简称“四川环交所”）结合市场

运行和政策变动情况，对四川碳市场制度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和

优化。在 2021年，配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结合四川碳市

场新业务的开展等因素，对业务制度体系进行了健全完善。新发

布了碳中和、CCER质押融资相关规则。目前四川碳市场已基本

形成了以碳排放权交易相关规则为核心，碳中和、CCER质押融

资等业务标准为支撑，全面覆盖四川碳市场业务的制度体系。

（二）平台系统持续升级

四川环交所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平台系统建设工作，不断强化

系统功能、优化用户体验，为市场参与主体提供稳定的交易系统

和良好的信息及资金资产保障。四川碳市场平台系统功能全面，

不仅有用于公开信息披露、业务介绍、成果展示的官方网站，有

契合用户使用习惯、可实现全国各平台当日交易数据统计即时更

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同时支持“PC端+网页端+手机移动端”功能

统一、运行平稳的交易系统。四川环交所在交易系统 PC端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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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端能满足参与主体交易需求的基础上，一直力求为市场提供更

便捷的交易工具。2020年，交易系统手机移动端 APP正式在苹

果商城和安卓商城上架，成为国内较早推出手机移动端交易系统

的地方碳市场。四川环交所在不断升级高效化、智能化的同时，

始终将系统安全至于首位。为保证客户信息安全，2021年 10月，

在 APP账户开立环节新增了人脸识别功能，系统安全性进一步提

升。目前，四川碳市场平台系统搭建趋于成熟，后续仍将根据碳

市场发展情况和用户反馈不断进行升级迭代，推出系统功能更完

善、人机交互更友好的版本满足广大用户的需要。

二、四川碳市场交易表现良好

（一）成交量逐年上升，2021年度交易成绩亮眼

四川碳市场一直以来表现良好，除 2020年四川碳市场因为

没有强制减排体系，受新冠疫情冲击严重影响活跃度外，总体来

看年度成交量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年度排名稳定在中上游，成交

数量等信息详见下表。

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四川碳市场累计成交 CCER近 3500

万吨，成交金额逾 10亿元，有效交易日比例 56.56%，累计成交

量在全国 9个地方碳交易市场中排名第 5位，累计成交量按可比

口径在全国排名第 4位。

2021年四川碳市场交易全年实现 CCER成交 1799.49万吨，

占累计成交量 50%以上。其中 11月 1日，CCER成交 45.4万吨，

交易额 2031万元，单日交易额超过 2020年全年；11月 5日，C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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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 194.5万吨，交易额超 1亿元，单日成交量和交易额均创四

川碳市场开市以来最高值。2021年度成交量较 2020年同期上涨

8.6倍，成交额 7.6亿元，较 2020年同期上涨 47.6倍。

四川碳市场 CCER年度成交情况表

年度 排名 成交数量(万吨）

2017 6 164.45

2018 4 392.52

2019 3 836.85

2020 5 187.63

2021 4 1799.49

2022（截至 4月 30日） 2 76.99

（二）有效价格机制形成市场情况良性反应

市场表现除了体现在成交数量和市场排名情况外，还反应在

价格机制的有效形成上。国内碳市场建设运行以来，由于 CCER

可用于配额的履约抵消，一直以来 CCER成交价格就与配额价格

密切相关。全国碳市场启动后，CCER价格开始向全国配额价格

靠拢，出现普遍上升的态势，尤其是 2021年 10月 26日生态环境

部发布《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碳排放

配额清缴工作的通知》后，不同类型 CCER项目成交价格在稳步

上升的同时还开始出现趋同现象。截至全国碳市场第一年度履约

工作结束，四川碳市场不同类型CCER项目成交均价已基本一致，

且经历全国碳市场首次履约产生大量市场需求后价格出现大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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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仅略低于全国配额成交价。四川碳市场交易情况真实反应

了政策变动对市场的影响。2021年至 2022年 4月四川碳市场

CCER月度成交均价情况见下图（不包含柜台转让成交）。

（三）交易项目类型多样，项目来源覆盖全国多地

截至 2022年 4月底，四川碳市场挂牌项目数 90个，项目来

自湖北、四川、云南等 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风力发

电、光伏发电、造林与林业经营在内的 11种类型。实际产生交易

的项目共 88个，成交量排名前三的项目类型为水力发电、煤层气

发电和风力发电，合计占总成交量的 80%以上，其中水力发电占

比接近 50%；成交量排名前三的地区分别为四川、贵州和湖南，

合计占总成交量的 60%左右，其中来自四川的项目占比超过 30%。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四川碳市场交易情况呈现项目地区和类型

聚集的情况，CCER项目来源十分丰富。四川作为清洁能源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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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射带动了西部地区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以及林业碳汇项目的开

发，为生态价值转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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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都“碳惠天府”机制核证减排量用于碳中和

2021年5月，成都市“碳惠天府”机制碳减排量（简称CDCER）

在四川环交所平台正式上线，截至 2022年 4月底，四川碳市场共

挂牌 CDCER项目 2个，总量 6万余吨。CDCER目前共有清洁能

源替代、造林管护、天府绿道、川西林盘、湖泊湿地、测土配方

等 8个方法学，签发的减排量主要用于成都市内、四川省内或全

国被认可的范围内大型活动、餐饮、商超、A级旅游景区及其他

类型低碳场景排放行为的碳中和。

（五）投资人市场行为趋于理性

作为非试点地区第一家碳交易机构，四川碳市场自开市以来

便受到广泛关注。截止 2020年底，累计开立碳交易账户超过 1000

户；2021年，受全国碳市场开市等政策利好因素刺激，全年开立

账户 600余户，同比增长达到 35.5%，客户认知度不断提高。截

止 2022年 4月 30日，四川碳市场已开立交易账户 1900余户。

其中，近 4成客户来自外省，遍及 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从交易账户开立情况看，更多机构参与者进入市场，在一定

程度上意味着更多社会资金的进入。然而，从 2021年成交情况来

看，机构账户占比有所上升，交易量占比略有下降。一方面由于

机构参与者拥有更多交易平台选择，另一方面其拥有更多信息来

源需要甄别和判断，部分机构参与者持有较谨慎的交易策略，可

能会对市场产生良性影响引导市场更理性发展。同时，受全国碳

市场开市及第一个履约周期因素影响，四川碳市场交易需求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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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为高占比逐渐转变为刚性履约需求和投资需求并重的阶段，

有利于增强四川碳市场的稳定性。

三、四川碳市场助力全国首年度履约

2021年 7月 16日，全国碳排放权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

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

共计 2162家，涵盖碳排放量逾 45亿吨。2021年 10月 26日，生

态环境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

约周期碳排放配额清缴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重点排放单位须

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履约清缴工作，同时宣布 CCER可

进行无项目区别履约抵消。上述两个时间节点对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产生了巨大的激活动能。

四川碳市场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交易及清

缴工作，将配合重点排放单位开展交易和履约作为年度重点工作

之一。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积极推进，事前组织能力建

设活动提升企业碳资产管理意识，事中为重点排放单位开通绿色

通道，优先办理账户开立、发布需求信息组织交易，从节约企业

时间、节省交易成本两个方面配合做好全国，尤其是四川省内的

履约保障工作。在第一个履约周期，四川环交所共代理 16家重点

排放单位完成国家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账户开立，完成交易账

户开立 24家，促成 CCER交易 92万吨，成交金额逾 7000万元，

为重点排放单位完成全国碳市场首年度履约清缴提供了支撑。截

至 2021年底，四川省共 46家企业按时足额完成清缴履约。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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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数计，履约完成率为 95.8%；按履约量计，履约完成率 99.7%，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除自贡市和眉山市各有一家企业逾期未完

成履约外，其它市均在规定时间完成履约。27户控排企业参与碳

排放配额交易，买入 275.3万吨，成交额 1.3亿元；卖出 78.5万

吨，成交额 0.4亿元。

四、四川碳市场能力建设

成都中心依托四川环交所设立，截至 2022年 4月底，累计

开展碳市场能力建设活动 180余场次，涉及 23个国家和地区，27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培训超过 3万人次。为更好服务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抢抓“双碳”目标背景下的战略机

遇，成都中心 2021年积极探索能力建设品牌效应打造，以立足四

川，服务西部，辐射全国为基本目标建设“培训基地”模式，先

后设立了凉山、杭州及江苏基地，力求由点及面，将成都中心辐

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到最大。2021年底，成都中心承办了成都市第

七届青年技能竞赛首届“碳排放管理员”项目，并取得圆满成功，

为助力碳市场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四川碳市场助力碳中和

四川碳市场在 2019年自主研发上线了“点点”碳中和服务

平台，推出了支付宝和微信小程序，截止 2022年 4月 30日，累

计开展碳中和 3315次，累计中和量 18470吨，其中 CCER中和

量 2197吨，CDCER中和量 16222吨，VCU中和量 51吨，场景

涉及会议、婚礼、演唱会、低碳景区等，镇江国际低碳大会通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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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施碳中和。2021年，碳中和业务快速发展。2021年至 2022

年 4月底期间碳中和量占历史累计中和量 90%左右。四川环交所

助力低碳责任企业通过购买 CER 用于中和产品碳足迹形式完成

了产品碳中和 2.8万吨。“点点”碳中和平台引发联合国发展计

划署（UNDP）的高度关注。2021年 12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

华代表处、普华永道中国、中国国际商会共同编制发布了《走向

零碳——在华企业可持续发展行动——2021 在华企业与可持续

发展基线调研》，“点点”碳中和平台成为报告中唯一引用的碳

中和案例。此外，四川环交所中选成为成都第 31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碳中和服务商，为大运会低碳办赛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和技术支撑，将继续为延期后的大运会做好碳中和准备。四川碳

市场碳中和服务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在国内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

升。

六、四川碳市场绿色技术交易发展

2018年，四川环交所搭建了绿色技术交易平台，建立了绿色

低碳专利技术数据库，助力全省节能环保科研成果推广转移应用。

绿色技术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保护

与修复、城乡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等领域，涵盖产品设计、

生产、消费、回收利用等环节的技术。平台上线以来，累计成交

158个绿色技术专利项目，完成 24宗绿色技术咨询服务。2021

年平台发布专利技术等项目总计 358个，签订绿色技术交易合同

4份，涉及专利转让 1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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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川碳市场绿色金融创新纷呈

四川碳市场践行绿色金融创新，持续优化“绿蓉融”绿色金

融综合服务平台。截至 2021年 4月 30日，平台入驻 60家机构、

2671家企业，发布绿色金融产品 121个，实现融资逾 60亿元。

2021年，四川环交所牵头编写了《四川省绿色企业/项目服务导

则》《成都市气候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及认定规范》等多项地方

标准，为地方企业、金融机构提供方案编写、碳减排效应评估、

环境信息披露、近零碳网点建设、绿色金融产品设计等咨询服务，

配合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省金融局等开展了多次绿色金融能力建

设培训。四川碳市场还积极与金融机构开展环境权益质押融资业

务探索。2021年 9月，促成江西省首笔林业碳汇远期收益权质押

融资 2000万元。

八、四川碳市场未来展望

2022年，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及政策推动下，国内碳市

场的发展全面提速。四川碳市场正逐步成为国内碳市场的重要力

量，为建设西部环境资源交易市场持续奠定坚实的基础，为西部

乃至全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贡献力量。

（一）对接全国碳市场。四川碳市场将加强服务重点排放企

业，继续强化与其他 8家交易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密切关注全国

碳市场动态，积极筹备，依托专业优势，为纳入全国碳市场的重

点排放企业参与全国碳市场提供优质服务。

（二）探索成渝共建区域市场。四川碳市场将依托成渝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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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和制度体系，共同探索推进成渝区域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基本思路，积极推动区域碳市场建设。

（三）优化区域环境权益市场。四川碳市场将继续发挥资源

优势和先发优势，依托 CCER重启之势，推动项目资源储备和开

发，同步推进用能权交易、生态产品交易等市场的建设，充分发

挥各市场有机融合，促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整合区域资源优势，

充分发挥四川碳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利政府更好发挥

作用，共同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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