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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2日，福建成为全国第八个碳交易试点地

区。2016年12月16日，四川碳市场开市，成为非试点地

区第一家拥有国家备案碳交易机构的省份。

第三个发展阶段即由2014年推出、2021年7月16日

正式启动的全国碳市场建设与运行阶段。2017年12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

设方案（发电行业）》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全国碳交易

市场。2020年12月29日，生态环境部印发《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

电行业）》，明确了纳入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的标

准、配额总量、配额分配方法、配额发放、配额清缴等

内容。2020年12月31日，生态环境部印发《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2021年2月1日起施行）。2021

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全国碳市场

的正式启动象征着中国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

模最大的碳市场，这不仅可以有效限制碳排放，还能有

效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技术投资。

（三）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类型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碳排放权

配额交易。碳排放权配额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

政府将该控排目标转化为碳排放配额并分配给下级政府

和企业，若企业实际碳排放量小于政府分配的配额，则

企业可以通过交易多余碳配额，来实现碳配额在不同企

业的合理分配，最终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控排目标。二

是项目减排量的交易，是排放单位自愿进行减排的交易，

即CCER，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

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企业通过实施

项目削减温室气体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

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而获得减排凭证。

当前，全国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截至2021年底，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1.79亿吨，累计成

交额超过76.6亿元。截至2022年底，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

额累计成交量约2.3亿吨，累计成交额约104亿元。

碳排放权交易中的法律风险

如前所述，我国已于2021年7月启动全国碳排放交

易市场，但是目前仍呈现全国碳市场与地方交易市场同

步发展的格局，这就使得全国碳市场与地方市场之间，

以及试点省市之间对有关事项的规定和要求不尽一致。

比如对控排企业范围的设定，广东省将年排放二氧化碳1

万吨及以上的工业行业企业，年排放二氧化碳5000吨以

上的宾馆、饭店、金融、商贸、公共机构等单位划为控

排主体。而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调整〈北京市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重点排放单位范围的通

知》规定，控排主体应为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固定设施和移

动设施年二氧化碳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总量5000吨（含）

以上，且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及

其他单位。而且由于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体系尚

未形成，碳排放权交易面临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一）制度性风险

首先，规定错配问题。制定适当的排放配额和碳市

场数量，制度是否严密、行政管理是否完善，这些因素

时常备受关注。政策制定者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考

虑企业需求和实际碳排放程度，并定期更新配额规定，

以确保最大连贯性和协调性。

其次，双边上市机制。参与碳排放交易的各方必须

保证信息的真实合法，并清晰明确制度中的其他要求。

政府管理部门必须开展严格的审查程序，随时监督和检

查 参 与 者 的 操 作 。 对 于 违 反 规 定 的 行 为 ， 例 如 骗 取 配

额、骗取补助金等，发现后可采用惩罚机制处置。

再次，规则制定的透明度。必须确保碳排放交易规

则制定的透明度，并提供各种官方记录和相关透明性规

定，便于交易各方监督和反馈。政府机构必须保证他们

推广碳交易制度的透明度，并且提供反馈机制，在受到

批评的情况下做出改进。

最 后 ， 行 业 自 治 和 穿 透 性 。 随 着 碳 交 易 的 不 断 发

展，各类型机构的累积也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碳

交易的平台应为各类投资者提供舞台，政府机构应该协

调各方，并加强统计和信息披露，确保碳交易是透明公

正的。

（二）合同性风险

合同性风险是指在碳排放交易中，交易双方在签署

合同后存在不能履行、弃权和违约等行为，导致交易合

同无法有效履行，从而给交易各方带来经济损失和法律

纠纷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风险。碳排放交易市场所展现的风险为不可

预见性的，由于碳排放权的价格和市场供求关系不断变

化，交易方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导致违约行为的

发生。

2、合同条款的模糊性。碳排放交易的规则和条款十

分复杂，交易双方在签署合同时容易出现理解不一致和

条款模糊的情况，导致交易合同无法有效执行，从而增

加交易的不确定性。

3、恶意弃权和违约等行为。[2]碳排放交易市场存在

一定的非诚信行为，比如交易各方故意买卖并成交后突

然弃权，或是有违约行为，给交易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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