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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变暖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对

此，从上个世纪开始全球各国就已经开始采取

一系列措施，开发并采用一系列减碳固碳技术来减缓温

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权交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

生。近年来，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碳排放权交易

的适用面越来越广，同时法律风险也随之而来。存在于

制度层面、合同制定履行层面的一系列风险，严重影响

到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为了有效降低

碳排放权交易风险，为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必

须积极探索相应的解决方案。

碳排放权交易概述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

碳排放权，一般指与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

相关的权益。碳排放权交易的正式提出是在1997年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在日本京都召开第三次

会议所形成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称“协议”）中。

该协议建立了三种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灵活合作机

制，即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约机制和清洁发展机

制 。 而 国 际 排 放 贸 易 机 制 则 是 最 早 的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机

制，该机制的本质即把碳排放权作为了一种国际商品。

根据协议，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实现一定碳排放减排目标

的国家，可以把减排目标分配到国内的具体企业。当国

家作为减排主体无法实现减排目标时，可以从其他国家

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者排放许可证。同样，政府部门

根据企业的排放情况，规定其合法的排放额度，企业之

间 在 政 府 的 管 理 下 进 行 排 放 权 的 交 易 。 在 碳 排 放 交 易

中，碳排放量是通过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量上限来控制

的。如果企业的碳排放量超过了预定的上限，便需要购

买额外的碳排放权来完成排放。反之，如果企业实际排

放量小于碳排放权，则可将剩余的碳排放权出售给其他

企业或政府，从而获取经济收益。因此，通过碳排放量

上限的设立和碳排放权的购买与出售，碳排放交易促进

了企业的减排行为。当一个国家内部的企业无法完成减

排目标时，也可以从其他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配额或者

排放许可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由此而形成。

（二）碳排放权交易在中国的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因其灵活性高、减排成本低的特

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纳为主要的碳定价

机制。目前全球正在运行的33个碳交易市场已经形成“1

个 超 国 家 级 、 8 个 国 家 级 、 1 8 个 省 级 或 州 级 、 6 个 城 市

级”的全球市场层级，覆盖了全球约55%的GDP和17%的

温室气体排放。[1]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中国彰显大国担当，立

足当前国家发展实际，不断探索温室气体减排路径及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截至目前，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

实践方面共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即以2005年为逻辑起点的CDM项目

推行阶段。

第 二 个 发 展 阶 段 即 以 2 0 1 1 年 为 起 点 启 动 的 碳 交 易

试 点 市 场 建 设 与 运 行 阶 段 。 2 0 1 1 年 1 0 月 ， 国 家 发 展 改

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

知 》 ， 该 通 知 明 确 在 北 京 市 、 天 津 市 、 上 海 市 、 重 庆

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碳排放权交易中的法律风险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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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提出的应对措施。近年来，随着碳排放交易地

方实践的成功以及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运行，我国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在减碳降碳方面

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受全国碳排放交易场所与地方交易场所并行、相关法律法规体

系仍未形成等因素的影响，碳排放权交易也面临着来自于制度、合同等方面的法律风

险。因此，应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交易合同、加强技术手

段的应用等将碳排放权交易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降到最低，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得到相应

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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