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累计成交 430.3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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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杭碳”绿色金融品

牌发布会暨杭州市绿色金融支

持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发布会

在杭州举行。本次大会发布了

两项助力碳达峰试点建设的关

键数字化工具：“碳账户”与“碳

效码”。

记者了解到，企业“碳账

户”是杭州市发改委联合国网

杭州供电公司，以国网（杭州）

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为建设

单位，按照“看碳-析碳-管碳-
降碳”工作思路构建的覆盖“三

端四级”的立体式碳管理平台，

在扎实的碳账户数据库基础

上，打造了政府治碳“一站通”、

企业减碳“一网清”的“双碳”智

治架构体系。“碳效码”则是由

杭州市统计局编制，计算各规

上工业企业生产（创造）的单位

增加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即

碳效，再通过规上工业企业的

碳效与规上工业企业平均碳

效、企业所属工业行业平均碳

效的分类对比，对该企业进行

等级区分。按照规上工业企业

碳效分级结果，赋予相应的碳

效码标识码。编制“碳效码”旨

在进行碳数据利用的积极尝

试，利用碳效码推动工业企业

节能减碳，推动基于工业碳效

码的金融产品创新。

会上，多家主要金融机构

代表相继介绍了服务国家碳达

峰试点建设的服务方案，优秀

企业代表纷纷分享他们在绿色

金融领域的实践经验。此外，活

动还公布了 2024 年度杭州市

十大低碳应用场景评选结果，

这些场景不仅体现了设计者和

建设者的智慧结晶，更为杭州

市乃至全国提供了宝贵的低碳

发展参考案例。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

颎赵 表示，在绿色低碳转型之

路上，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紧跟

浙江省新能源产业、绿色低碳

产业发展大势，积极发挥兴业

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先发优势，

持续探索绿色金融的新模式、

新产品、新服务。截至 2024年
末，兴业银行已为杭州地区企

业提供绿色资金支持达 450亿
元，涉及绿色建筑、生态治理、

新能源发电、清洁生产以及绿

色交通等板块。

渊据叶每日商报曳冤

杭州发布野碳账户冶与野碳效码冶

近日，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获悉，2024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配额交易及清缴工作顺

利结束。截至 2024年底，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

交量 6.3 亿吨，累计成交额
430.33亿元。

我国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发

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

工、造纸、航空等重点行业，上

述八个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占全国总量的 75%。目前，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纳入的发电

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国

总量比例约 40%。
根据《2023、2024 年度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

量和分配方案》，纳入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 2023 年度配额
管理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共计 2096家，年覆盖二氧化碳
排放量约 52亿吨。方案将 2023
年度的履约截止时间定为 2024
年底，实现一年一履约。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 12
月 31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 2023 年度配额清缴时限截
止。一年来，市场运行平稳有

序，市场活力进一步提升，重点

排放单位碳减排意识持续加

强，配额清缴完成情况全面趋

好，推动全社会实现低成本减

排功能不断显现。通过配额交

易，前两个履约周期推动电力

行业总体减排成本降低了约

350亿元。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

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绿色低碳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

创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于 2021年 7月 16 日正式启动
交易，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

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据介绍，

2024年全年配额成交量 1.89亿
吨，成交额 181.14亿元，交易规
模持续扩大；交易价年底收盘

价为 97.49元/吨，较 2023年底
上涨 22.75%。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

晓菲说，3年来，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主要取得四个方面的

进展：一是建立了一套较为完

备的制度框架；二是建成了“一

网、两机构、三平台”的基础设

施支撑体系；三是碳排放核算

和管理能力明显提高，目前所

纳入企业均建立碳排放管理内

控制度，管理水平和核算能力

显著提升；四是碳市场活力稳

步提升。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

围工作正在加速推进。生态环

境部继去年 9月正式印发水泥
行业、铝冶炼行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等 4项技术
规范后，日前又发布了钢铁行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

南等征求意见稿。

裴晓菲说，下一步，生态环

境部将持续完善相关配套政

策，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

易主体和产品，探索推行免费

和有偿相结合的配额分配方

式，深化碳市场国际交流与合

作，着力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

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更大

贡献。 渊据叶科技日报曳冤

据悉，青岛市市场监管局和

青岛市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

布了《青岛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2.0版）》（以下简
称《指南（2.0版）》），以青岛市优
势的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海

洋碳汇等领域为切入点，收录

“双碳”领域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 4414
条，进一步明确和突出青岛市

“双碳”标准化工作建设重点和

方向，为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提供了标准“一本通”。《指南

（2.0版）》明确提出，到 2030年，
制修订不少于 100项标准，其中
实质性参与绿色低碳相关国际

标准不少于 1项，绿色低碳国际
标准化水平明显提升。

从 2012年成为全国第二批
低碳试点城市，到 2021 年获批
全国首个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

点，到 2022年成为全国首批气
候投融资试点，再到 2023年入
选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在

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上，先行先试

已深入青岛这座城市发展的肌

理。而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

征途中，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成为

引领生产生活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抓手。2022年 12月，
青岛市在国家“双碳”标准体系

未发布的情况下，依据青岛实践

经验，探索制定了全国首个“双

碳”地方标准体系，从“基础通

用”“碳管理”“碳减排”“碳清除”

“市场化机制”五个标准子体系

构建顶层设计，以国内外碳达峰

碳中和标准化成果全收录、青岛

市各产业低碳发展标准化需求

全体现为导向，收录“双碳”领域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等 5098条。
《指南（2.0版）》以此为基础，

结合《国家碳达峰试点（青岛）实

施方案》《青岛市城乡建设领域

碳达峰工作方案》《青岛市碳普

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等具体文

件要求，在与现行国家“双碳”标

准体系一级子体系保持一致的

前提下，从“基础通用标准”“碳

减排标准”“碳清除标准”和“碳

市场标准”四个标准子体系构建

顶层设计，聚焦青岛市“双碳”相

关各行业或领域实际需求和重

点应用，针对性缩减“双碳”领域

标准明细至 4414条，突出青岛
“双碳”标准化工作建设重点和

方向。这一标准体系覆盖青岛市

能源、工业、建筑、交通、海洋、居

民生活、金融等重点领域，可满

足区域、行业、园区、组织、产品

等各类场景的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开展。

《指南（2.0版）》制定的主要
目标是围绕基础通用标准，以及

碳减排、碳清除、碳市场等发展需

求，基本建成青岛市碳达峰碳中

和标准体系，并提出四方面重点

任务。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跨

行业、跨领域标准协同，实现各级

各类标准的衔接配套。二是加快

完善基础通用标准，聚焦青岛市

绿色低碳建设的重点领域，加强

节能降碳标准制修订，及时将相

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以

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三是锚

定零碳目标与发展需求，加快标

准更新升级，扎实推进标准研制。

四是推动标准化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规则制定，加

大青岛市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与国

际、国内标准对标达标。

“怎么计算排放的碳有多

少、减的碳有多少，这就需要统

一的标准，除了基础的碳排放、

碳减排标准体系外，《指南（2.0
版）》也把啤酒、家用电器、橡胶

轮胎等重点行业的标准以及新

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化石能源

清洁利用等能源减排标准纳入

这一框架体系内，让大家有一个

统一标准去衡量工作成效。”青

岛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一指南还紧密围绕青岛市

重点发展的海洋碳汇、林业碳汇

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领域的

碳清除技术，推动相关标准制修

订和完善，体系的搭建对推动具

有青岛市特色的新能源和新型

电力系统等多领域深度碳减排

技术，林业碳汇、海洋碳汇和碳

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高质量碳清

除措施创新发展，建立健全资源

循环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

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低碳标准体系搭建是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不可或缺的技术基

础，大力推进低碳标准体系建设

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

结构、减少能源消耗、减少碳排

放的重要手段，为率先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明确了目标与路径。

下一步，青岛市市场监管局将充

分发挥技术标准体系对青岛市

碳达峰碳中和领域的基础性、引

领性作用，依据《指南（2.0版）》，
鼓励引导有关部门和单位、企业

等开展双碳标准研制工作，为青

岛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技

术支撑。 渊据叶青岛日报曳冤

推进野双碳冶
青岛有了标准化野一本通冶

青岛高新区加快打造近零碳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