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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迎来了重要时刻，第一

批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正式挂网。这批项目

覆盖了首批方法学发布的全部4类项目，其中共有造林项目

8个、红树林项目2个、光热项目3个、海风项目16个。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通过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当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已纳入重点排放单位 2257家，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51 亿吨，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 40%以上，成为全球覆盖

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市场。

不 久 前 ，生 态 环 境 部 发 布《全 国 碳 市 场 发 展 报 告

（2024）》，审议通过了《2023、2024 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

裴晓菲说，自 2021 年 7 月发电行业启动上线交易以来，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顺利完成两个履约周期工作。目

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牵头开展第三个履约周期的相关工

作。该方案结合新工作形势要求和各方意见建议，作出优

化调整，比如，将履约周期从两年一履约改为一年一履约，

以此缓解扎堆交易问题，提升市场活跃度。

制度框架夯实运行基础

我国碳市场由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制碳市场）

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自愿碳市场）组成。

“强制碳市场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行为进行严格管控，

自愿碳市场鼓励全社会广泛参与；两个碳市场独立运行，并

通过配额清缴抵消机制相互衔接，二者共同构成全国碳市场

体系。”清碳技术（无锡）有限公司CEO崔伯龙说。

“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法规基础框架已搭

建完成。”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司长夏应显说。此前，生态环境

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范了碳排放权登

记、交易、结算，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等活动。今年 5

月，国务院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正式施行，

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首部专项法规，这部条例构建

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制度框架。《碳排放权交易管理

暂行条例》与《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共同形成涵盖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规范”的多层级制

度体系，为全国碳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夯实了基础。

当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成效逐步彰显。

《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第二个履约周期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成交额较第一

个履约周期分别上涨 47.01%、125.26%。2024年上半年，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月均成交量达 366.82万吨，同比上涨

174.9%。2023 年，全国火电碳排放强度相比 2018 年下降

2.38%，电力碳排放强度相比 2018年下降 8.78%。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也日趋完善。各级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重点排放单位、注册登记

机构、交易机构、技术服务机构等各司其职，保障碳排放数

据核算报告与核查、配额分配与清缴、市场交易与监管等

环节顺畅运行。

监管创新遏制数据造假

数据是市场化减排机制的“生命线”和基石。生态环

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我国建成了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

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对数据质量风险进行智能预

警，并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手段，

有效遏制了数据造假行为。

记者了解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采用MRV制度，即

对重点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监测、报告及核查。

MRV制度在确保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公平、有序运行的同

时，还能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可信度、降低重点行业碳排放。

崔伯龙说，部分地方还创新监管方式，探索开展核查

人员考试“持证上岗”机制，保障核查人员专业水平达到技

术审核要求；开展“飞行检查”，监督技术审核过程并评价

核查人员能力；与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联合监管，对重点排

放单位留存煤样进行复检，保障检验检测报告结果可信。

据统计，2023 年，我国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共组

织 92 家核查机构 2702 名核查人员，对 2022 年度发电行业

碳排放报告开展技术审核。

“2023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碳排

放核查机构、咨询机构、检验检测机构等第三方技术服务

机构碳排放数据造假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围，明确量刑标

准，发挥刑事司法的震慑作用。”崔伯龙说。

市场手段优化资源配置

《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指出，全国碳市场压实

企业碳减排主体责任，在全社会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

有收益”的低碳意识。

今年 4 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收盘价首次突破百

元每吨。在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该市场收盘价92.27元/吨，

较上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涨 1.17%。

崔伯龙认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市场手段配置碳排

放资源，使企业减排方式更加灵活，有利于促进行业减排。同

时，碳排放权的绿色金融属性获得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认可，

撬动了更多绿色低碳投资，促进了我国能源结构调整。

裴晓菲说，为有效解决配额盈余企业惜售、市场交易

不活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提出配额结转措施。举例来

说，对于配额存在盈余的企业，需要卖出其 2024 年度及其

之前年度一定比例的盈余配额，才能将剩余部分结转为

2025年度配额继续使用。经测算，当前结转措施将促使配

额盈余企业逐步向市场释放与履约需求大致相当的配额

量，能够更好平衡市场供需。此外，目前结转截止时间定

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为企业留出了充足时间制订交易计

划，避免短期内扎堆交易，导致碳价异常波动。

崔伯龙建议，接下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丰富

交易主体和产品。目前只有二氧化碳一种温室气体纳入

管控，行业范围仅仅只是发电行业，交易产品只有碳排放

配额现货。随着钢铁、化工、水泥等行业逐步加入碳市场，

以及碳排放相关金融衍生品的多样化，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活跃度将不断提升。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构筑“四梁八柱”推进绿色转型

“清水绿岸，鱼翔浅底”是百姓记忆中河

湖的美好景象。然而，由于面源污染、自净

能力弱等因素，河湖水体易富营养化、产生

大量水华藻类。藻类死亡后发黑发臭，受到

影响的水体成为大地上的一块块“疮疤”。

近日，记者从云南省科技厅了解到，该

省通过应用新兴技术清除水体污染物，成

功改善水质。

系统治理提升湖水水质

在春城昆明，“母亲河”盘龙江穿城而

过。河东岸的震庄迎宾馆有着 88 年的历

史，是云南省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由于工作需要，来自北京的旅客张永每

年多次往返昆明，时常入住这家宾馆。三年

间，张永见证了宾馆景观水体的变化。“几年

前，宾馆景观湖湖水呈黄绿色，略显浑浊，夏

天还有异味，但现在，湖水清澈，异味消失，水

草游鱼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张永欣喜地说。

据介绍，震庄迎宾馆景观湖水域面积

约为 1.5万平方米，水深 2至 3米，水体容积

约 3万立方米，是宾馆户外景观的核心区。

多年来，由于湖周污染和补水水质不

稳定，这一景观湖水体严重富营养化，底泥

淤积厚达 0.6米。水体藻类浓度过高，沉水

植物基本消亡，水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2022 年初，云南省科技厅组织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湖泊生态环境研究所、中冶地

质西南有限公司、山东利水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中微普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着手

开展水体治理试点工作。合作团队在详细

调研的基础上，决定采用“固定化载体微生

物系统+水华蓝藻应急防控+水生植物恢

复+水生态系统调控”技术进行系统治理。

在水华蓝藻应急防控环节，科研人员在

湖面喷施微小剂量的奥利海灭藻剂。不久

后，一团团蓝藻碎片就漂浮到水面，可轻松

捞取清理。清理后，水体透明度明显提高，

喷洒灭藻剂 15 小时后，水华藻类去除率高

达 98%以上。“这种灭藻剂在水体中能完全

自然降解，无毒性，可以确保生态安全。”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叶春介绍。

合作团队还对湖泊河道水体的底泥取

样分析，筛选出具有高效降解湖泊底泥的

靶向微生物，通过扩培系统大量培养，用于

治理污染底泥。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震庄迎宾馆景观

湖水体黑臭现象消除，水质全面提升，主要

指标优于地表三类水质。

鱇浪白鱼是鲤形目鲤科白鱼属鱼类，

仅分布于云南玉溪澄江抚仙湖十分洁净的

深水中。“治理初见成效后，我们先后在震

庄迎宾馆景观湖投放了近 3000 尾鱇浪白

鱼鱼苗，目前已增加到近万尾。你看，这些

鱼都有 30 厘米长了！”合作团队项目施工

负责人赵大伟指着在水草中跳动的鱇浪白

鱼说，对水质极为挑剔的鱇浪白鱼，就是项

目成果最诚实的“验收员”。

清风徐来，波光潋滟。记者看到，震庄

迎宾馆景观湖的沉水植物四季常绿，水下

鱼儿嬉戏，与滨岸景观共同构成了一幅美

丽的画卷。

技术攻关改善高原水体

让震庄迎宾馆水域焕然一新的治理实

践，只是云南省科技厅与科研院所、环保企

业组成的科研团队转化应用成果、治理高

原水体的缩影。

在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异龙湖湖水

水质一度变差。10余年来的数次特旱让大

量水生植物死亡，残体在湖底腐烂，导致水

体变差、湖泊底泥污染严重。

后来，科研团队在异龙湖用灭藻剂杀

灭拟柱胞藻后，试验点位水体透明度迅速

提高。经过持续治理，异龙湖水环境有所

改善。“在云南省科技厅等部门支持下，异

龙湖新一期治理项目即将实施。”赵大伟告

诉记者。

此外，科研团队还与自然资源部第三

海洋研究所等单位携手，在山东省日照市

进行浔河蓝藻水华治理。他们在浔河微囊

藻藻华暴发时，采用每升 1 毫克的除藻剂

进行应急防控，治理后 8 小时，藻密度大幅

降低，灭藻率达 97.5%。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的理念，我们将持续对水体进行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云南省科技厅社

会发展处一级调研员高忠告诉记者，针对

部分高原湖泊水质超标、藻类聚集、底泥污

染严重等问题，他们将展开技术攻关，并开

展藻类控制与水环境改善的工程示范。

“我们将与科研院所一道，探索一条湖

水保护与利用双赢的发展之路，为改善提

升高原湖泊水质提供技术支持，坚决打赢

高原湖泊治理攻坚战。”高忠表示，云南省

科技厅始终不忘“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的初心，紧紧围绕国家重点流域

“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绘就绿色

治理蓝图。

云南：新兴技术守护河湖健康

近 日 ，大 熊 猫 国 家 公 园 四 川 石 棉 县 管 护 总 站 传 来 好 消

息——管护总站于今年 3 月拍摄到的两只求偶大熊猫身份得到

确认。雄性大熊猫为放归大熊猫“淘淘”，雌性大熊猫为放归大

熊猫“华妍”。

“这是首次采集到幼年大熊猫放归成年后融入当地种群、参

与交配繁殖的确凿证据，标志着大熊猫野化放归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四川省林草局（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副局长陈

宗迁说。

大熊猫国家公园涉及川陕甘三省，区划总面积达 2.2万平方公

里。记者了解到，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 70%以上的野生大

熊猫栖息地，连通了 13 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其中，四川

片区是大熊猫科学发现地和现今分布中心。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面积 1.93 万平方公里，涉及 7 个

市（州）、20 个县（市、区），涵盖大熊猫栖息地 1.39 万平方公里，其

中分布着野生大熊猫 1227 只。”陈宗迁说，片区聚焦大熊猫重要

栖息地和重点生态廊道，共计实施生态修复近 54 平方公里。目

前，片区生态系统功能持续向好，有效保护了全国 64.8%的野生

大熊猫。

为更好监测、了解大熊猫整体状况，四川片区加快构建天空地

一体化监测体系，现已布设监测样方 1086 个、红外相机监测点位

7830个，收集数据量达 730余万条。

“如今，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显著增长。我们在拖乌山、泥巴

山、二郎山等重要生态廊道修复区域已发现大熊猫活动 32次。片

区重点区域大熊猫数量增加 50 只，大熊猫野外年遇见率由 178 只

上升到 185只。”陈宗迁说。

陈宗迁说，目前，大熊猫“伞护效应”显著。在四川片区，除大

熊猫之外的金丝猴、雪豹、红豆杉等 8000 多种伴生珍稀动植物也

得到了良好保护。

国家公园大熊猫保护见成效

初秋时节，记者来到福建省长汀县丰盈美丽生态农场。葡萄

柚、红美人桔已挂上枝头，进入果实成熟关键期。

据当地居民介绍，这里本是一座在荒山上开辟的生态农

场。但经过多年发展，荒山景象已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连绵

不绝的山林。绿树掩映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八个大字

格外醒目。

曾经，长汀县长期背负着“生态赤字”的“标签”，水土流失严重

是造成生态恶化的症结所在。多年前的长汀县流传着这样的民

谣：“头顶大日头，满山癞痢头，脚踩砂孤头，三餐番薯头。”可以说，

山光、水浊、田瘦、人穷就是当时长汀县的真实写照。

后来，长汀县干部群众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坚持不懈地进

行水土流失治理。经过多年努力，当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

善，实现了从“浊水荒山”到“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巨

大转变。

数据显示，1985年，长汀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146.2万亩，占全县

国土面积的 31.5%。目前长汀县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经下降到 30万

亩左右，水土保持率超 93%，森林覆盖率接近 80%。2021 年，长汀

县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丰盈美丽农场场长沈树朝既是长汀县水土治理的亲历者，又

是生态红利的获益者。

2013 年，为治理水土流失，长汀县深化集体林权改革，鼓励山

林权流转，推动集约开发经营，调动多元力量参与其中。

丰盈美丽生态农场成为长汀县最早一批承包山地开展规模化

种植业经营的农场。当时，农场所在地还是一片严重的水土流失

区。于是，沈树朝边治理、边开发种植。最初，山地土壤肥力低、开

发见效慢，他坚持施用有机肥，丰富树苗种类，以育肥土壤；为了提

高土地空间利用率，他利用果树空闲地发展林下经济，套种油菜，

花生、大豆等，养果又养山。

经过几年治理，如今的农场漫山遍野都种上了果树，郁郁葱

葱。沈树朝说，目前农场种植品种超过 50 个，农场经济效益越来

越好，常年吸纳周边 120 余名农户务工就业，年发放工资 400 余

万元。

近 年 来 ，长 汀 县 按 照“ 谁 治 理 、谁 拥 有 、谁 受 益 ”原 则 ，鼓

励农民参与水土治理，让群众成为推动水土治理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主力军；出台的多项相关政策充分调动群众参与

水 土 治 理 的 主 动 性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 ，使 群 众 在 治 理 中 获 得

实惠。

沈树朝告诉记者，农场现已建立杨梅深加工车间，以此延伸产

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接下来，他还计划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打

造科教、观光、采摘为一体的现代休闲农业示范园。

福建长汀：

百姓共享生态红利

近日，国网玉树供电公司组织新员工

打卡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嘉塘草原“生命

鸟巢”生态屋，青海大鵟队队员索南闹布向

新员工讲解“生命鸟巢”生态屋的设计理

念、项目由来及其对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域

的贡献。

走进“生命鸟巢”生态屋，屋内的大屏

幕上实时展示着鸟巢的情况。索南闹布向

新员工们介绍，生态屋建设起一体化监测

网络，全天候守护鸟儿们的幸福生活。

“截至目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三

江源地区安装人工鸟窝 5018 个，成功引鸟

筑巢 2300 余窝，入住率接近 50%。”索南闹

布介绍。近两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鸟类

种群数量由原来的 61 种增至 111 种，大型

猛禽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据了解，近年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致力于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电网建

设，积极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区打造并推广

“生命鸟巢”项目。项目团队为高原上大型

鸟类建造了直径约 50厘米、高 40厘米的竹

制圆形鸟巢，引导鸟类在安全区域安家、繁

衍生息。

如今，“生命鸟巢”成为促进电网与鸟类

和谐共处的重点品牌项目、国网青海省电力

公司的“绿色招牌”。“我们既要守护电网稳

定运行，又要守护草原大型猛禽。”参加打卡

活动的新员工扎西永藏说。“生命鸟巢”建造

完成后，电网员工会负责后期维护工作，当

起鸟儿的“管家”。除了收集数据、对鸟儿入

住情况进行跟踪式巡护外，电力员工还会走

入社区、学校进行科普宣传，凝聚公众爱鸟

护鸟共识，助力维护生态平衡。

在三江源搭建“生命鸟巢”

图为治理后的云南震庄迎宾馆景观湖。 本报记者 赵汉斌摄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在吃工作人员投喂的窝窝头。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隆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一只大鵟在“生命鸟巢”中。张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