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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双碳” 浪潮奔涌不息，正深度重塑我们的政治格局、经济脉络与日

常生活。回首这一年，碳市场风起云涌，碳计量加速精进，碳金融大幕拉开，

各类重磅政策纷至沓来。

1.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CCER）启动

生态环境部于 2023 年 10 月出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等相关规则后，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中国海油在北京绿

色交易所达成全国首单交易。

CCER 作为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后的又一重要政策工具，有效引导了绿色

低碳投资，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碳减排，为高排放企业履行强制减排义务提供

了灵活性，促进了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

2.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条例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进行规范，成为我国

碳市场交易基础性文件，明确了碳排放权交易覆盖的温室气体种类和行业范围

等内容，同时加强了对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和交易机构的监督管理。

为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规依据，有助于加强对温室气体排

放的控制，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保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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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布《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

方案明确了到 2025 年、“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后 3 个阶段的工作目标，提出

建立健全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

政策制度和管理机制，包括完善碳排放相关规划制度、建立地方碳排放目标评

价考核制度、探索重点行业领域碳排放预警管控机制、完善企业节能降碳管理

制度、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等一

系列具体措施。

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的制

度保障，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提升相关计量、统计、监测

能力，引导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加强碳排放管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

4. 发 布 《 关 于 进 一 步 强 化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标 准 计 量 体 系 建 设 行 动 方 案

（2024-2025 年）》

明确了近两年目标，2024 年拟发布 70 项相关国家标准，2025 年要完善碳

排放核算评价标准体系 ，突破关键计量技术。为 “双碳” 目标落地打基础，

精准量化碳排放，让减排策略有据可依。助力企业改造升级，优化产业结构，

助力环保，贯穿生产消费各环节，全过程管控碳排放，还能引导绿色消费。激

发碳计量等科技创新，带动仪器研发。强化国际合作，推动标准互认，助力企

业出海，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5.发布《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由生态环境部指导制定以 ISO14067 为基础，规定了产品碳足迹的研究范围、

原则和量化方法等，确定了产品核算的基本要求和原则、规定量化方法的步骤

和生命周期阶段、提出报告要求等内容。填补了国内产品碳足迹核算通用标准

的空白，为各方研究编制具体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提供指引，有利于摸清产品

碳排放“家底”，发掘企业和产业链节能降碳潜力，助力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

提高产品低碳竞争力。

6.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工作方案》及核

算与报告指南

旨在尽快将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这些行业

的碳排放进行管控。加强了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碳减排约束，促使相关企

业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对于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7.发布《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升级，推动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

品和服务，助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8.我国首部《能源法》发布

强调了端稳“能源饭碗”、加快清洁能源转型发展、优化传统能源使用结构，为

我国能源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遵循。



9.我国积极响应 COP29

会上丁薛祥表示我国将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且中国 2035 年的新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将涵盖经济的所有部门和所有类型的温室气体，而不仅仅是

二氧化碳。呼吁发达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期待

COP29 达成更有力度的新资金目标，为下阶段全球气候行动提供信心和保障，

明确到 2035 年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3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中

国愿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同推动全

球气候治理，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0.CCER 重启后首个登记项目

标志着新 CCER 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为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注入了

新的活力，对于推动该市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助于形成强制碳市场和

自愿碳市场双轮驱动、互补衔接的全国碳市场整体架构。向市场参与者传递出

积极信号，增强了各方对 CCER 项目的信心，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者和金

融机构关注并参与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中来，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活跃

度的提升 。

站在当下眺望，国内双碳领域未来图景振奋人心。技术革新将成重头戏，太阳

能、风能持续降本增效，储能技术瓶颈有望突破，让绿电存储、灵活调配更自

如，消弭能源供应的峰谷差。产业转型将向深水区迈进，高碳企业加速迭代工

艺，低碳产业链不断补全壮大，“零碳工厂”从示范走向普及。碳市场活力也将



充分释放，规则愈发成熟，企业主动控碳，碳价稳中有升，引导资金精准流向

绿色项目，全民低碳意识觉醒，绿色生活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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