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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及碳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如何管理碳资产、 实现碳资产保值增值成为大型能源

企业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针对大型能源企业面临形势、管理模式现状、管理体系构建方法等方面进

行综述分析，为我国大型能源企业在碳资产管理上提出相关建议。[方法]首先研判了全国碳市场启动与国家核证自

愿减排量 CCER 即将重启背景下能源企业面临形势，而后对当下企业碳资产统一管理模式与分散式管理模式之间的

成本差异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碳资产管理“四统一”原则、“企业总部-碳资产管理公司-控排企业”三级制度、交易风

控“五个原则”体系，通过搭建大型能源企业统一碳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逐步深化数据管理及开发、低碳分析及咨

询、市场交易及碳金融 3 大板块业务，构建碳资产管理业务生态链。[结果]通过对当下能源企业面临形势、发展现

状、政策要求进行梳理分析，理清了碳资产管理体系优化方法与未来业务发展方向。[结论]文章综述了双碳背景下

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管理体系及业务架构，现阶段管理模式上仍存在分散管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从顶层管理、

组织实施、资金保障、风控管理、人才保障、激励考核等多途径逐步优化管理，实现碳资产保值和增值目标，助力

本土区域乃至全国“双碳”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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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and the increasing scale of the carbon market,
how to  manage carbon assets  and realize  the  preserv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arbon asse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acing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energy enterpris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situation faced by large-
scale  energy  enterprises,  the  status  quo  of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management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large-scale  energy  enterprises  in  China  on  carbon  asset  management.[Metho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d  the
situation  faced  by  energy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art  of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and  the  upcoming  restart  of  the
national  certified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  CCER,  and  then  analyzed  the  co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rrent  unified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mode of  enterprise  carbon asset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four  unification"  of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the three-level system of "enterprise headquarters-carbon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control enterprise",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transaction risk control", an ecological chain of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was constructed by building a
unified  carbon  asse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large  energy  enterprises,  gradually  deepening  the  three  majo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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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s of data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low-carbon analysis and consulting,  market transactions and carbon finance.[Resul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olicy requirements of energy enterprises,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of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future business development direction are clarified. [Conclus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and business structure of large energy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problems brought by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in the management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gradually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from the top-leve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capital guarantee, risk control
management, talent guarantee, incentive assessment and other ways, so as to maximize the preserv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arbon assets,
and help the local region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to carry out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work smoothly.

Key words: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platform; large energy enterprises;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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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于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要把碳达峰、碳中

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如期实现 2030年前

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1]，并提出完善绿色

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

极发展绿色金融等重大举措。

2021年 10月，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2]，进一步明确加快

形成具有合理约束力的碳价机制；加快建设完善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完善

配额分配管理[3]。2023年 3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作为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将持续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稳步推进节能降碳，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

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和金融工具。

“双碳”目标的提出及全国碳市场、碳金融市场

的建设，对能源企业在能源低碳转型、新兴低碳技术

发展及碳排放管控、碳资产管理、碳资产金融化发

展等方面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更多发

展机遇。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中，企业需要探索和建立从碳排放到碳需求全周期

的资产管理和运营能力[4]。  

1    形势背景
  

1.1    碳市场政策形势

为实现“双碳”目标，国家以大力推进高耗能、

高碳排行业节能降碳为抓手，积极筹建全国统一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2021年 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启动上线交易，电力行业为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

的行业。2022年 11月，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

示，中国下一步将坚持全国碳市场作为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政策工具的基本定位[5]，在发电行业配额现货

市场平稳有效运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

行业范围和交易主体，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6-8]，

逐步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9]。2023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3—2025年部分

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

知》，将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民航

等 7个重点行业纳入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

工作范围[10]，全国碳市场将进一步扩容。

2021年 2月起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明确了自愿减排交易品种将包括可再生能

源、甲烷利用和林业碳汇等。2023年 8月，全国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系统发布相关服务安排公告，

标志着将散落在全国各地方试点交易所的自愿减排

交易集中至全国统一市场。2023年 10月，生态环境

部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系统规范了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的总体框架

和实施流程，在明确总体原则的基础上，梳理了各流

程上的具体内容，涉及项目审定与登记、减排量核查

与登记、减排量交易、审定与核查机构管理等 6大

部分，可对监管部门职责和市场机构行为形成指引。

随后，生态环境部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

学 并网海上风力发电》《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

法学 并网光热发电》等 4项 CCER新方法学，不再

使用原有的 200余项 CCER方法学。2023年年底前，

我国力争重新启动新核证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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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增加碳市场流动性，我国加快碳金

融市场建设，未来，各大期货交易所或将加大对绿色

低碳产业的融资支持力度，支持绿色主题基金产品

的发行。随着未来碳金融市场的建设，我国将通过

市场手段，大力推动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发展[11-12]。

随着碳市场覆盖范围和规模日益扩大， 碳资产

受到广泛关注，如何管理碳资产、 实现碳资产保值

增值成为大型能源企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此

背景下碳资产管理公司应势而生[13]。  

1.2    大型能源企业面临形势

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国家对于碳排放

管控将会更加严格。碳市场是控制碳排放的重要政

策工具，为充分发挥碳市场的市场机制作用助力碳

减排，全国碳市场碳配额发放、履约等政策将进一步

收紧，纳入碳市场的火电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双碳”形势对碳资产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价值及履约成本的逐

年上升，目前分散式的碳资产管理模式将无法适应

碳市场及企业的发展，根据测算，统一管理模式在管

理成本节约及履约成本控制两方面较目前分散管理

模式具有较大成本优势，且随着大企业碳资产价值

上升，差异日益显著。由专业人士统一管理大型能

源企业碳资产，可减少碳资产管理成本，使碳资产管

理更加专业、经济、高效。

实现“双碳”目标，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

军[14]。大型能源企业肩负社会责任，应积极促进企

业自身及下游产业链低碳发展。通过开展碳资产管

理业务，提高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管理能力，推动其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并对下游产业链提出低碳发

展倡议，进一步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和竞争力，助力本

土区域乃至全国“双碳”工作顺利开展。

因此，为应对国家“双碳”及碳市场发展新形势，

大型能源企业需重视碳资产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

碳资产管理水平，有必要统筹开展碳资产管理工作，

构建碳资产管理体系，对碳资产进行统一管理、开发、

规划及交易，为企业减少碳资产管理成本，同时实现

碳资产保值和增值的目的。  

2    碳资产管理概述
  

2.1    碳资产概念

碳资产是指在强制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或者自

愿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下，产生的可直接或间接影

响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的碳排放配额、减排信用额及

相关活动[15-16]。总的来说，碳资产主要包括碳配额及

碳减排信用额。

碳资产作为一种环境资源资产，具有稀缺性、消

耗性和投资性 3大特点：（1）稀缺性，大气中温室气

体容量必须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因此人类排放温室

气体的行为会受到限制，从而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权

（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17]。碳资产的稀缺性

促使碳资产成为一种有价商品，碳资产的价值，可以

通过直接进行碳资产交易和间接通过生产过程中的

消耗这两种方式为企业产生经济利益；（2）消耗性，

由于碳排放权最终的用途是被直接消耗或抵消消耗，

虽然可能在市场上流通交易，但最后还是会被终端

用户所使用，因此碳资产具有消耗性；（3）投资性，碳

资产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可以在碳交易市场上融通，

体现了投资性。欧盟的碳交易市场，美国加州碳交

易体系和中国区域试点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为碳资产

的流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同时，碳资产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具有商品属性

和金融属性。商品属性，碳资产在企业、国家或其他

主体间，可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 [18-19]。金融属性，

碳资产交易行为具有一定风险，为了防范风险以及

维持减排投资的稳定性，一些金融工具也被逐渐开

发出来，如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等。这些用于规

避风险或者金融增值的交易性碳资产表现出金融属

性的特征[20]。  

2.2    配额碳资产

配额碳资产，是通过政府主管部门分配或在碳

市场中进行交易所获得的碳资产。在碳排放总量控

制的基础上，政府主管部门将碳配额总量任务分配

给控排企业，从而形成“碳排放配额”[21]，作为企业在

一个年度内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如果企业在

规定的排放期间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额超过分配的

这一数量，就会受到惩罚，而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数量，

就可以将多余的排放额度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

经济利益的补偿[22]。  

2.3    抵消碳资产

抵消碳资产，也称碳减排信用额，是通过企业自

身主动地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得到政府认可的

碳资产，或是通过碳交易市场进行信用额交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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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资产，它是在“信用交易机制”（credit-trading）下
产生的[23]，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CER）即为我国碳市场中碳信

用标的之一，温室气体控排企业/主体可以通过购买

抵消碳资产，用以抵消其温室气体超额排放量[24]。  

2.4    碳资产管理

碳资产管理是指围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所规定的 7种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

六氟化硫、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三氟化氮)[25] 开
展的以碳资产生成、利润或社会声誉最大化、损失

最小化为目的的现代企业管理行为。

主要的管理内容包括碳盘查、信息公开 (碳披露、

碳标签)、企业内部减排、碳中和、碳交易及碳金融

等。管理包括 3个步骤:碳盘查、企业行动、碳资产

保值增值，图 1为 3个步骤的具体管理内容。
  

基于组织层面的碳盘查

①碳盘查 基于产品层面的碳盘查

信息公开: 碳披露、碳标签

企业内部减排
②企业行动

碳中和: 实现企业的零碳排放

参与顶层设计: 指定行业标准

碳交易
③碳资产保值增值

碳金融

图 1　碳资产管理 3个步骤

Fig. 1　Three steps for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3    碳资产管理模式现状

国际上，大型能源公司壳牌对下属运营公司在

碳交易中的定位是以履约和资产保值为主要目标，

而对壳牌能源（中国）有限公司交易团队则要求除帮

助运营公司履约外还要承担投机的功能。壳牌能源

（中国）有限公司交易团队对各运营公司收取的业务

服务费标准是统一的，交易团队对运营公司和对外

客户：(1)在增值服务方面不收取费用，但在具体交

易方面，则按照市场行情，以每吨来收取费用；(2)对
内客户和对外客户收费标准不同。集团下属运营公

司所有的交易计划（决定是否买进、卖出、价格范围

等）均由各运营公司提出，所有的交易策略（价格水

平、何时操作，怎样操作）均由壳牌能源（中国）有限

公司拟定，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在符合规定情况下，

集团并不做干预。

在我国，2021年以前中大型能源企业的碳资产

业务多为分散式管理，即中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直

接由旗下控排企业管理，缺少企业总部交易策略支

持和统一调控。分散式管理下，各控排企业均需安

排管理资源进行碳资产管理和经营碳市场，专业性

不强，火电厂通常在履约前集中购买配额，配额价格

往往处于市场高点，且无法实现大型能源企业内部

碳资产统一化、最优化调配，各项成本较高。针对目

前尚未统一管理碳资产的能源企业，结合中大型能

源企业的发展特点总结出如图 2所示的 SWOT分析

矩阵与发展战略。

经过对各大型能源企业深度调研可知，目前国

家能源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均采用聚集式管

理碳资产，旗下碳资产公司均按照集团碳排放管理

办法，实施“集团-碳资产公司-控排企业”三级管控

制度开展碳资产管理业务。通过搭建碳资产信息化

平台，成立了专业化的碳资产管理公司，实现“集约

化、专业化、数字化”的统一管理。按照历史实际数

据测算，集中管理在管理成本节约及履约成本控制

两方面都较目前较为分散的体系具有较大成本优势，

且随着资产价值及履约成本的逐年上涨，总成本差

额日益显著。

目前大部分大型省属能源企业业务布局覆盖全

面，基本均拥有火电、水电、风电、新能源、金融等

多个业务板块。由于大型能源企业需保障民生电力

供应，煤电、气电装机布局较多，且其装机短期内不

会减少，碳配额需求将一直存在。随着大型能源企

业所布局建设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大规模发展，可供

开发为 CCER项目的风光项目持续增多，持有的碳

资产也将持续攀升。同时，随着我国碳市场配额的

逐步收紧、碳价逐步走高，预计碳资产价值将有显著

的增长。以某大型能源企业举例， 2020年该企业持

有碳配额资产约 8 000万 t，碳配额资产额约达 30亿

元。随着火电机组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预测

2025年，其持有的碳配额资产将达约 10 000万 t，碳
配额资产额约 70亿元，抵消碳资产约 2 000万 t，抵
消碳资产额 15亿元，这意味着五年内该企业碳资产

额总量将增长约 1.6倍，统一管理模式与分散式管理

模式之间的成本差异将进一步凸显，有必要进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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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加快碳资产管理体系构建。  

4    碳资产管理体系构建

为积极应对即将启动的全国碳交易市场，充分

利用全国碳市场建设契机，大型能源企业需要适时

成立碳资产管理公司，自上而下建设制度体系，自下

而上报送统计数据，双管齐下建立信息化碳管理

体系。  

4.1    管理体系

为了构建碳资产管理体系:
1）需先确立 “四统一”碳资产管理原则，即：（1）

统一规划，统一制定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开发、管理、

交易规划，为企业风电、光伏发电等企业制定年碳资

产开发规划，为下属控排企业提供每年碳盘查服务，

并根据第二年发电计划及碳排放历史数据，制定第

二年碳排放权交易规划；（2）统一开发，根据大型能

源企业旗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情况，统一将企业的

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项目进行 CCER、绿证、绿电

开发；（3）统一核算，统一对大型能源企业每年碳排

放情况、碳配额、CCER项目交易情况进行核算，分

析和披露企业公司碳排放数据；（4）统一交易，研究

分析碳市场发展形势，统一管理大型能源企业下属

控排企业碳配额，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发电企业

CCER，在碳市场中进行交易。

2）需建立健全“企业总部-碳资产管理公司-发
电企业的碳资产公司”三级碳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企业总部层面，应设立碳资产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建

立健全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管理顶层体系，包括制

定《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管理办法》《自愿减排项目

开发基金管理办法》《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履约管理

服务费取费标准》等规章制度。在碳资产管理公司

层面，应负责制定《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交易工作规

则》《大型能源企业减排项目开发管理规定》《配额履

约及交易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发电企业层面，作

为碳资产管理执行部门，应负责制定《企业温室气体

报告编写规范》《企业碳排放核算规范》《碳资产信息

化管理平台使用办法》等规章制度。

3）企业需遵守“五个原则”搭建碳资产交易风

控管理体系。碳资产交易除了具有市场风险、流动

性风险、政策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等传统金融

行业的风险之外，还具有季节性特点、配额制属性等

独有的风控特点，因此需要加强风险规避措施。分

级管理原则，制定详细的授权管理制度，对预算内外

交易、自主交易额度、交易亏损事项处理等重要事

 

WO (扭转型战略)

利用外部机会，弥补内部劣势

O

T

W S

措：抓住全国碳市场的发展机遇，利用自
身在碳市场各环节的经验积累，在碳市场
和电力市场上产生有效联动，协同推进。

举措：在内部发展上，充分发挥企业的品
牌优势和经验积累，优化碳资产配置，开
展多元化业务，积极争取市场份额。

举措：在内部调整的基础之上，依靠外部
条件来平衡和推进碳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
将有限的资源应用到更适合的领域，以获

取市场竞争优势。

举措：从内部变革，降低劣势带来的
影响，尽可能避开外部威胁。减低企业

的经营压力。

战略特点：挑战小于机遇

S0 (增长型战略)

依靠内部优势，发挥外部机会

WT (防御型战略)

减少内部劣势，规避外部威胁
ST (多元化战略)

利用内部优势，规避外部威胁

战略特点：迅速发展和扩张的有利时期举

战略特点：稳中求进，扬长避“险”战略特点：挑战大于机遇

图 2　SWOT分析矩阵与发展战略

Fig. 2　SWOT analysis matrix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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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采取适度授权、合理决策和分级防范措施。风险

隔离原则，交易策略制定、交易审核、交易实施和交

易评估的主体应相互独立。分散投资原则，科学制

定交易策略，宜采用组合投资策略，避免将鸡蛋置于

同一个篮子中。强制留痕原则，完善过程管理，各项

审批流程应采用线上或线下方式强制留痕。保密原

则，加强人员保密意识，制定保密管理制度，强化相

关人员和资料的保密管理。

4）企业需搭建内部各类碳定价体系。碳资产管

理公司为大型能源企业内部子企业开展碳资产日常

管理、履约交易、CCER开发及经营托管服务，需搭

建与大型能源企业内部火电厂、海上风电等发电企

业开展碳资产管理业务的定价体系。日常管理服务，

按照企业当年碳资产规模收取固定单价服务费用。

履约交易服务，面向火电厂采取锁定与市场价格对

标模式，如最终交易价格高于碳资产公司承诺价格，

由碳资产公司按承诺价格兜底，碳资产公司独立承

担相应亏损；如最终交易平均价格低于碳资产公司

承诺价，碳资产公司获得收益，并将部分收益返还电

厂。CCER开发及经营托管业务，面向海上风电、光

热发电等发电企业采取锁定与市场价格对标模式。

如最终交易价格低于碳资产公司承诺价格，由碳资

产公司按承诺价格兜底，碳资产公司独立承担相应

亏损；如最终交易平均价格高于碳资产公司承诺价，

则碳资产公司获得收益。  

4.2    业务架构

大型能源企业应充分利用全国碳市场建设契机，

统筹开展碳资产管理业务。搭建大型能源企业统一

碳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逐步深化数据管理及开发、

低碳分析及咨询、市场交易及碳金融 3大板块业务，

构建碳资产管理业务生态链，全面提升碳资产管理

能力，为大型能源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动能。除了开展配额履约、CCER开发、碳核查、碳

资产交易等较常规业务，碳资产公司应探索开展各

类低碳、碳金融相关业务，包括低碳课题研究、低碳

相关科研、低碳标准编制、碳标签评价体系建设、节

能减排项目投资、节能改造咨询服务、碳金融业务、

绿电开发业务等。业务架构及具体业务内容如图 3
所示。  

4.2.1    数据管理及开发业务

1）日常管理服务

全面梳理大型能源企业水电板块、风电板块、
 

碳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

碳排放信息管理、配额管理、CCER 管理、交易决策管理

基础

数据管理及开发 低碳分析及咨询 市场交易及碳金融

碳市场政策形势研究

碳资产交易服务

碳资产交易服务

碳金融

低碳咨询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

标准制定

碳披露

碳普惠及宣传服务

日常管理服务

低碳资产开发

日常管理服务

低碳资产开发

碳标签体系搭建

拓展

深化

图 3　碳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

Fig. 3　Carbon asse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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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板块、天然气板块、燃料板块、航运板块各企

业碳排放情况，生成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并进行

内部碳盘查，摸清大型能源企业整体碳足迹。

依托碳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为控排企业制定

年度碳排放数据核算、分析、排放报告及监测计划

上报，配合控排企业对外完成碳盘查工作。结合历

年实际履约情况，及进行下一年度配额盈缺情况分

析，制定大型能源企业各控排子企业履约策略并及

时履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为大型

能源企业外部控排企业提供第三方碳核查、碳资产

日常管理服务。

2）低碳项目开发

深耕 CCER开发业务。由大型能源企业总部设

立 CCER项目开发专项资金统一开发，由碳资产公

司统一将企业的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等可产生减

排量、可用于抵消国内排放配额的节能减排项目进

行备案，为大型能源企业参与国内碳市场减排量交

易做储备。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为

大型能源企业外部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发电企业

提供 CCER开发服务。

探索绿证、绿电开发业务。积极追踪国家绿证、

绿电交易最新政策形势，全面评估大型能源企业风

电、光伏、光热发电等项目参与绿证、绿电交易的收

益与风险，制定最优开发策略。协助大型能源企业

旗下风电、光伏等发电项目完成绿证、绿电开发，展

现企业电能的绿色价值和环境价值。在此基础上可

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为大型能源企业外部风电、光

伏等项目提供绿证、绿电开发服务。

积极推动碳普惠及宣传。深化低碳分析及咨询

业务，建立微信资讯平台，定期发布碳市场、“双碳”

相关信息，为大型能源企业及各企业宣传低碳政策、

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相关资讯。积极试行碳普惠制

度，倡导员工低碳生活。  

4.2.2    低碳分析及咨询业务

1）低碳咨询服务

一方面，为大型能源企业内部控排企业提供碳

减排咨询、节能技改方案制定等常规咨询服务，实现

大型能源企业整体碳排放量下降。另一方面，针对

大型能源企业外部高碳排企业及生产环节，积极跟

进工业园区、会展区等大型园区项目，为企业和园区

提供碳减排咨询服务。

2）能源管理服务

借助低碳咨询服务基础，拓展能源管理业务，为

高耗能企业提供低碳节能技改方案。保证项目在合

同期内实现所承诺的节能量，与其分享节能收益，并

从根源上实现企业碳排放量的降低。

3）标准制定服务

制定电力行业标准，积极参加全国碳市场电力

行业配额分配基准线测算工作、参加行业碳排放配

额分配方案讨论及配额试算工作。制定企业温室气

体清单编制标准，借助大型能源企业旗下火电厂管

理、碳资产管理经验，参与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指南编

制、碳市场顶层设计。制定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量化

标准，探索开发与大型能源企业业务相关的 CCER
方法学，为后期 CCER业务发展提供支持。

4）碳披露服务

依托碳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将自身碳排放情

况、能耗、碳强度、碳减排方案、执行情况、与行业

标杆水平的对标等内容，适时适度向公众披露，强化

企业社会低碳形象，提升大型能源企业市场竞争力。

5）碳标签体系搭建服务

依托碳资产信息化管理平台，配合大型能源企

业物资采购部门开展采购工作，为采购产品制定碳

标签，并将“低碳”相关指标要求及相关工作纳入物

资采购和供应商管理体系中，促进企业及下游产业

链低碳发展，为实现大型能源企业整体运营碳中和

奠定基础。  

4.2.3    市场交易及碳金融业务

1）碳市场咨询服务

跟进全国碳市场及各试点地区配额分配管理办

法、CCER市场动态、绿证、绿电交易等最新政策及

形势，并研究其对碳资产管理业务产生的影响，为大

型能源企业碳配额履约、CCER开发等业务发展及

决策提供参考。

2）碳资产交易服务

由碳资产公司碳资产公司统一管理控排企业碳

市场交易账户，并统一管理大型能源企业旗下控排

企业配额碳资产和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等项目产生

的 CCER，建立大型能源企业“碳池”。由碳资产交

易专员负责捕捉碳市场需求，制定配额交易策略，以

实现最低成本履约为前提，赋予碳配额金融属性进

行策略性交易。同时，建立大型能源企业内部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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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及 CCER调剂系统，必要时由为控排企业进行调剂。

依托专业碳交易团队，拓展碳资产交易服务范

围，基于配额盈缺情况分析，为本土电力行业控排企

业制定配额交易策略，提供配额交易服务。采取锁

定与市场价格对标模式，为企业锁定履约成本。远

期，可为钢铁、石化、水泥等行业控排企业提供配额

交易服务。同时，以最优价格从外部购入碳配额、

CCER，进一步扩大大型能源企业“碳池”。

3）碳金融

进一步深化市场交易业务，以碳配额、CCER等

碳资产为标的资产，采取多样化手段进行盘活，开展

远期、抵押、融资、投资等业务，实现碳资产增值。

积极寻求与银行、证券投资商等金融机构合作，探索

开展碳金融业务，包括碳中和信贷、绿色债券等；为

控排企业提供碳资产托管、碳资产售出回购、碳资

产拆借、配额与 CCER互换期权等服务，并和金融机

构合作开发碳基金，增加碳市场中配额流动性，提升

碳资产价值。同时，制定合理的会计管理办法，针对

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情况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控

制体系，保障碳金融业务深度发展。  

5    结论

基于目前形势和体系构建，我们需要从数据管

理及开发、低碳分析及咨询服务、市场交易及碳金

融服务等方面开展工作，从顶层设计、组织实施、资

金保障、风控管理、人才保障、考核激励等 6个方面

提出建议。

1)加强顶层管理。注重发挥大型能源企业化管

理的协同效应，挖掘各板块之间的协同、互补效应，

通过战略规划、经营计划、内部交易价格干预等手

段统一所属公司战略行动，实现企业整体战略利益

最大化。

2)强化组织实施。从大型能源企业总部、碳资

产管理公司、发电企业各个层面贯彻碳资产管理相

关制度要求，统筹推进碳资产管理全局性、系统性工

作，保障碳资产管理公司对于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

的管理权、开发权、规划权和交易权。

3)加强资金保障。设立碳资产管理平台维护升

级资金、CCER项目开发专项资金、碳资产管理培训

基金等，保障碳资产公司初期发展。远期，探索设立

碳金融业务专项资金，深化大型能源企业碳资产市

场交易业务，实现其碳资产增值。

4)加大风控管理。从大型能源企业整体业务及

碳资产管理业务两个层面不断完善风控管理体系，

按照分级管理、风险隔离、分散投资、强制留痕、保

密管控 5个原则搭建碳资产交易风控管理体系。探

索建立风控管理信息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对碳资

产业务的实施效率和效果进行风险管控。

5)提升人才保障。在制度设计、组织保障、工

作执行等方面打造人才价值链，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对内定期开展业务培训、交流学习、高校合作共建；

对外重点招聘低碳、环保、金融相关专业人才，逐步

形成一支多元化、专业化的碳资产管理团队。

6)完善激励考核。加强碳资产管理业务“大型

能源企业-碳资产公司”、“碳资产公司-碳资产从业

员工”分层考核。建立与碳资产交易收益挂钩机制，

根据收益情况实行差别化奖励，探索岗位分红、超额

利润分享等中长期激励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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