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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本月上线交易
市场启动初期只在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之间开展配额现货交易

上线交易启动后
我国将成全球最大碳市场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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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今年是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
期，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超过了
2000家，我们测算纳入首批碳市场覆盖
的这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

化碳，这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一经启动，就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
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赵英民说。

我国碳市场建设是从地方试点起步
的。2011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广东、湖北和深圳启动碳排放权交易
地方试点。2013年起，7个地方试点碳市
场陆续开始上线交易。

赵英民说，2017年末，《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布，
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2018年以来，生态环境部积极推进
全国碳市场建设各项工作，构建了支撑全
国碳市场运行的制度体系，同时稳妥制定
配额分配实施方案，扎实开展数据质量管
理工作，完成相关系统建设和运行测试任
务，组织开展能力建设、提升能力水平。

分阶段有步骤
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

全国碳市场和地方碳市场如何保证

平稳过渡接轨？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
化司司长李高说，在充分借鉴试点碳市场
经验基础上，明确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
分阶段、有步骤地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
全国碳市场建设以后，工作重点将转向确
保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有
效运行。

李高说，地方的碳市场要逐步地向全
国碳市场过渡。目前，全国碳市场以发电
行业为突破口，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不再参加地
方碳市场的交易。

“在具体过渡的时间表、路线图方面，
还要根据全国碳市场发展、根据地方试点
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在全国碳市场建
立的情况下，我们不再支持地方新增试
点。”李高说。

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
进一步扩大行业覆盖面

赵英民说，明确发电行业作为首个纳

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市场启动初期只在
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之间开展配额现
货交易，并衔接我国正在实行的碳排放强
度管理制度，采取基准法对全国发电行业
重点排放单位分配核发首批配额。

为什么全国碳市场选择发电行业为
突破口？赵英民说，发电行业直接烧煤，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大。同时，发电行业
的管理制度相对健全，数据基础比较好。
这个行业首先纳入，可以同时起到减污降
碳协同的作用。

赵英民表示，下一步，在发电行业碳
市场健康运行以后，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
盖行业范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引
导气候投融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碳市场启动后还有个磨合、完善、稳
定的过程。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进一
步为随后行业覆盖面的扩大、交易品种的
增多打下基础，积累经验，推动中国碳市
场健康发展。”赵英民说。 据新华社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7月14日表
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建设任务
已经基本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本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于今年7月
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赵英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举
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选择发电行业为突破口，
在发电行业碳市场健康运行以后，进一步
扩大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

编制全国首个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成都臭氧重污染天气分三级预警

7月14日，成都市污染防治“三
大战役”办公室组织召开2021年夏
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新闻通气会。
会上通报了成都市今年第二季度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完成情况，有
关人士对《成都市臭氧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2021年版）》进行了解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成都的“高新蓝”。图据成都市高新区生态环境城管局

下半年
协同控制细颗粒物和臭氧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以细颗粒物和
臭氧协同控制为主线，把大气污染防治
作为生态惠民示范工程的‘一号工程’，
严守空气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底
线，扎实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提
升大气环境质量。”旷良义在谈到下一步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划时表示，接下来，
全市将加快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立法
进程，积极开展餐饮业等重点行业地方
标准研究制定，进一步优化完善与成都
平原周边城市之间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加快新能源车推广和老旧车辆

淘汰力度，持续实施“散乱污”工业企业
清理整治，深入推进低（无）VOCs 原辅

材料替代，以餐饮油烟、工地扬尘、汽修

喷涂等领域为重点，以科技推进治污设

施提档升级；持续深入推进全市细颗粒
物和臭氧污染协同防控“一市一策”驻点
跟踪研究工作，切实抓好夏季臭氧和秋
冬季颗粒物污染防治，强化重污染天气
应急应对和重点时段管控，推动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

臭氧污染

预警统一划分为三个等级

会上，旷良义对《成都市臭氧重污染

天气应急预案（2021 年版）》进行了解

读。

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臭氧这一
指标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成
都市臭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1
年版）》按照臭氧重污染天气的发展趋
势和严重性，将臭氧重污染天气预警
统一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
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值
得注意的是，《预案》根据各区（市）县
空气质量实况和区域预测预报分析，
新增了分区域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
息，实施分区分级管控。

“通过持续开展夏季臭氧防控行动，
我市臭氧污染总体保持稳定，上升幅度
显著低于全国其他重点区域，但臭氧污
染形势仍然严峻。制定地方城市臭氧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成
都重污染天气应急水平，减少臭氧重污
染天气发生频率和污染程度。”旷良义
说。

具体而言，《预案》科学细化了应急
措施。

在臭氧污染预测预报方面，生态环
境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开展空气质量预测
预报和臭氧污染形势分析研判，强化未
来5至7天中长期预报和3天精准预报，
及时掌握气象条件和臭氧污染变化趋
势，提前 24 小时发布预警启动信息，及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

在源头监管精准治污方面，将臭氧
生成潜势较高物种涉及的相关行业企
业、园区作为重点管控对象，通过科学指
导、精准施策、常态化监督检查和监测评
估等手段，强化对涉气重点排污单位、高
排放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涉
VOCs排放施工工地作业的监管。

在重点行业企业绿色化发展方面，
突出差异化管控，对绿色标杆企业、绿色
标杆工地、绿色钣喷维修企业、绿色加油
站实施差异化管理，最大限度减小对企
业正常生产的干扰，严格依法监管，不搞

“一刀切”，落实更加精准化、差异化的管
控措施，统筹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和
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

二季度
“八大行动”治理排放源头

成都市“三大战役”办副主任旷
良义介绍，在第二季度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中，注重统筹协调，聚焦排放
源头，严格督查检查。

针对排放源头，全市强化系统
治理，统筹实施“散乱污”企业、工
地、移动源、挥发性有机物等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八大行动”。
其中，持续开展“散乱污”工业企业
清理整治“回头看”，对3154家家具
制造企业开展绿色化发展绩效考
核，组织 7585 家涉 VOCs 排放企业
完成自检自查自测；开展常态化路
检路查，处罚超标柴油车 2648 辆，
取消 2122 辆超标柴油货车入城资
格，淘汰国Ⅲ及以下标准柴油货车
5439辆，检测非道路移动机械2491
台，完成成品油、车用尿素抽样检查
537批次、35批次，开展渣土车专项
执法检查 13 次，完成新能源公交
车、出租车、环卫车推广 576 辆；出
台《成都市重点管控区域施工工地
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导则》，修订《成
都市绿色标杆施工工地技术标准》，
检查工地 73672 个次，发现问题工
地 7679 个次，对 1072 个违规项目
实施信用扣分，移交行政处罚案件
431起；强化重点时段污染管控，针
对 11 次臭氧污染过程分别下达强
化管控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