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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碳市场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将被纳入全国碳市场，这对企业碳资产管理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通过分析国内碳排放量较大的电力、石化、钢铁及水泥行业的碳资产管理情

况，总结了国内企业碳资产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从碳资产管理模式、碳数据库建设、碳资产盘活及

碳资产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企业提升碳资产管理能力、完善碳资产管理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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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efforts to establish the carbon market in China, more and more industrie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which poses higher demands for the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situa-
tion in the power, petrochemical, steel, and cement industries with relatively high carbon emis-
sions in China,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issues that domestic enterprises are facing in carbon as-
set management.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enter-
prises and perfecting the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are proposed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model, carbon database construction, carbon asset relo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talent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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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资产管理概要 

1.1. 碳资产的定义 

碳资产是指在强制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或自愿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下，产生的可直接或间接影响温

室气体排放的碳排放配额、减排信用额，具体包括两类：一是碳交易体系下，企业由政府分配的碳排放

权配额；二是企业投资开发的零排放项目或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信用额，且该项目成功申请了国际减

排机制项目(如 CDM)或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项目(CCER)以及地方政策支持的减排项目，并在碳交易市场进

行交易或转让。目前欧盟碳交易市场已不再接受中国 CDM 项目，而国内 CCER 项目注册已于 2017 年 3
月暂停，重启时间尚未确定，根据国家发改委公示的 CCER 项目情况，已累计签发的 CCER 为 5283 万

吨。 
从国内来看，全国市场的碳资产包括政府分配的碳配额、可再生能源注册的 CCER 及林业碳汇。试

点市场的碳资产包括地方政府分配的碳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本区域的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及本区域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核证减排量。 

1.2. 碳资产管理的内涵 

碳资产管理是在碳排放履约机制压力下，企业通过进行碳监测、碳披露、碳减排、碳交易等手段主

动管理碳资产，并合理运用各种碳金融工具，降低履约成本或获利，以实现企业效益及社会价值最大化、

损失最小化。碳资产管理主要涉及碳数据盘查/核查、CCER 项目开发、碳资产履约、碳交易、碳金融等。 
在国内进行碳资产管理的企业可分为重点排放企业及非重点排放企业，目前全国市场的重点排放企

业仅包含发电行业的企业，钢铁、石化、水泥等行业的自备电厂也进入重点排放企业名单。区域试点市

场则主要以一定年度碳排放量规模为基准，超过基本排放量的企业都纳入区域市场的重点排放企业。重

点排放企业会获得政府管理部门分配的碳排放配额，企业主要根据自身碳排放情况买卖碳资产以保证履

约；非重点排放企业无履约义务，主要是开发 CCER 项目获得收益。 

1.3. 碳资产管理模式 

根据管理主体不同，碳资产管理模式可分为自主管理和委托管理[1]。自主管理可分为指定或设立专

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管理和组建专业的碳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碳配额规模大的企业，通常选择设立专业

部门或专业的碳资产管理公司，统筹管理全公司的碳资产，并对下属企业碳交易实践提供技术支持，以

实现公司内部碳资产的统筹调度、分配，提高资产运用效率，降低履约成本，碳资产管理公司一般还可

以为外部市场提供碳资产管理服务。碳配额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其他拥有碳信用类资产的企业，受限于

碳资产管理规模，大多倾向于选择专业化的碳资产托管机构，以较小的成本完成履约，实现碳资产的保

值增值。碳资产的委托管理可以是仅对碳配额进行托管，也可以是将企业所有与碳排放相关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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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托管，包括但不限于碳数据盘查/核查、碳资产履约、CCER 开发、碳资产账户管理、碳金融服务等。 
根据企业的碳资产是否集中统一管理，碳资产管理模式可分为集中管理、分散管理以及介于前两者

之间的集中–分散管理模式。集中管理模式一般是成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公司或利用下属公司对企业内

部碳资产进行统筹调度管理，对内部碳交易进行定价，完成内部碳交易；设立专人负责对接其他重点排

放企业或二级市场卖价/卖家，进行外部交易等；协助内部控排企业完成碳核查、履约等。分散管理模式

是以下属企业为主进行自身碳资产管理，建立自身的碳资产管理办法及策略，完成履约，并定期向集团

碳资产管理归口部门汇报结果。集中–分散管理模式是由公司总部的专门部门或委托的服务公司对碳排

放管理和碳资产管理统筹安排，从战略层面统筹建立公司的碳资产管理办法及策略，并协助下属企业管

理碳资产，具体的碳资产管理方案、交易方案由下属企业执行，自负盈亏。 
一般而言，设立了专门的碳资产管理公司的企业采用的都是集中模式，设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

的企业采用集中模式或集中–分散模式，指定企业总部特定部门负责碳资产管理的企业则主要采用集中–

分散模式；委托管理模式下的企业也采用集中–分散模式为主。 

2. 中国企业碳资产管理现状 

由于各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同、政府部门对各行业纳入重点控排范畴的时间不同、各行业拥有

的可注册为 CDM、CCER 等信用减排资产数量不同等原因，国内不同行业的碳资产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碳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出现明显的差异。我们主要选取碳排放量较大的四个行业对企业碳资

产管理现状进行分析。 

2.1. 国内不同行业碳资产管理情况 

2.1.1. 电力行业 
电力是以电能作为动力的能源，根据电力产生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火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

电、核能发电、氢能发电及水利发电等。电力行业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火力发电，政府部门会按照一方法

确定火力发电机组的碳配额量，而太阳能、风能、核能等都是清洁能源，一般可申请注册 CCER，因此

电力行业碳资产管理对象主要是政府分配的碳配额、清洁能源或减排技术注册而成的 CCER。 
电力行业是碳资产管理发展最早的，在 21 世纪初海外 CDM 开始实行起，国内大型电力集团就开始

设立专门的 CDM 办公室或碳资产管理公司参与注册 CDM，获得项目额外收益，比如五大电力集团及中

国广核就在集团层面设立了碳资产管理部门，详见表 1。后来随着国内各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设

立，企业将碳资产管理部门独立出来设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公司[2]，比如大唐集团、国电投、中广核的

碳资产管理公司前身都是集团或下属公司的 CDM 部门。其他电力集团尤其是地方电力集团大多都是在

国内碳交易试点市场启动后才陆续开始设立碳资产管理公司，比如申能集团、浙能集团、中核集团等，

具体见表 1。截至 2023 年初，国内主要大型电力集团，尤其是全国性电力集团大多都已经设立专门的碳

资产管理公司，统筹集团的碳资产管理工作；另外，部分地方性电力企业也在陆续设立碳资产管理公司，

但目前仍有较多地方性电力相关企业尚未设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或公司，这类企业大多不在重点排

放企业名单之中或其持有的电力资产是信用减排类资产为主。 
电力行业的企业一般都是集团公司，下属企业较多，地域分布较广，因此无论是否设立专业的碳资产

管理公司，在碳资产管理过程中一般都会采取集中管理的模式，比如华能集团通过设立华能碳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对集团所有碳资产进行统筹管理，制定碳资产管理相关制度、文件及集团内所有控排企业交易策略，

搭建碳排放量信息统计系统，开发 CCER 及进行碳金融创新等；国家能源集团旗下的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碳资产管理中心负责统一管理集团西南片区电厂的碳盘查、核查、碳咨询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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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of major power groups 
表 1. 主要电力集团的碳资产管理机构 

企业名称 碳资产管理公司/平台 设立时间 

中国大唐 大唐碳资产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华能集团 华能碳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0 年 7 月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国家电投集团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国家能源集团 
龙源(北京)碳资产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2008 年 8 月 

大渡河碳资产管理中心 2021 年 3 月 

华电集团 中国华电集团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中国广核 中广核碳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中核集团 中核碳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华璟碳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申能集团 申能碳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浙能集团 浙江浙能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甘肃电投 甘肃电投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10 月 
 

从业务范围来看，电力行业的碳资产管理业务由早期单一 CDM 项目开发逐步扩大为碳盘查、碳核

查、碳履约、CCER 项目开发、碳咨询服务、碳配额交易、碳资产抵质押融资、碳基金等，业务种类日

益丰富。比如大唐集团旗下的大唐碳资产有限公司累计注册成功 CDM 项目 160 多个，还开发了近 50 个

CCER 项目，为大唐集团所属电厂发放碳排放权担保贷款 4000 万元，为集团旗下多家重点排放企业在试

点城市完成碳履约提供碳资产交易、CCER 配额置换等业务；华能集团旗下的华能碳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在湖北碳市场打造了国内第一支证监会备案的碳基金——诺安资管–创赢 1 号碳减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国家电投集团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 2023 年落地业内首单碳配额(CEA)财产权信托业务。 
从碳资产管理水平来看，电力央企的碳资产管理能力远高于地方企业。央企拥有的碳资产数量大，

参与市场时间早，资金实力雄厚，且专业人才多，所以无论从内部碳资产管理制度、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还是碳资产开发经验及交易策略来看，央企的碳资产管理水平都处于领先地位。而地方企业的碳资产管

理业务起步晚，且业务量相对较小，碳资产管理经验较为欠缺。 

2.1.2. 石化行业 
石化产业是石油化学工业的简称，是指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生产石油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的加

工工业，整体产业链包括石油开采、石油炼制及石油化工，其产业链较长，子行业众多，不同子行业的

工艺流程差异大。石化行业涉及的碳资产主要以政府分配的碳配额为主，受限于碳资产规模，石化行业

的碳资产管理发展缓慢[3]。 
目前主要的石化企业大多并未建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或公司，国有三大石油公司中仅中国石化

专门设立了能源管理和环境保护部作为碳资产管理部门，统筹集团的碳资产管理工作[4]。其他石化企业

有的指定总部现有部门负责碳资产管理相关事宜，碳资产交易由指定下属公司执行，如中国石油；有的

则直接将碳资产管理权限下放给下属公司，由其自行负责，如荣盛石化。 
由于石化企业大多未设立碳资产管理部门或公司，其碳资产管理以“集中–分散”管理模式或分散

管理为主，如中国海油建立集团总部和所属单位“集中–分散”的管理模式，集团总部负责碳资产管理

的整体规划、制度建设、交易策略、风险管理及业绩考核等，各所属企业负责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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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等。荣盛石化则采取分散管理模式，通过下属子公司设立碳排放管理小组，对各自公司的碳盘查、

碳减排、碳交易等业务进行统筹监管。 
石化企业的碳资产管理业务种类也相对单一，被纳入重点排放企业名单的公司主要以碳盘查/核查、

碳履约、碳交易为主。碳金融方面逐渐有所涉及，如 2021 年中国海油下属企业海油发展与中海信托成立

全国首单 CCER 为基础资产的碳中和服务信托“中海蔚蓝 CCER 碳中和服务信托”。 

2.1.3. 钢铁行业 
钢铁行业是以黑色金属作为采掘、冶炼和压延加工为主的行业，钢铁企业主要包括以金属矿石为原

料进行铁矿粉烧结、高炉炼铁、转炉炼钢、轧机轧制生产的长流程企业，和以废钢铁为原料采用电路炼

钢、轧机轧制生产的短流程企业。钢铁行业的碳资产主要是政府分配的碳配额以及 CCPP 发电等减排项

目形成的 CCER。 
钢铁行业的碳资产管理以集中管理为主，目前大型钢铁企业主要在集团层面设立或筹划设立专门的

碳资产管理部门，个别设立了碳资产管理公司，以实现集团统筹管理。中国宝武集团的碳中和办公室负

责碳排放核损、碳减排路径分析、减碳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等，2022 年 6 月宝武碳资产经营管理平台上线，

覆盖旗下 17 家碳市场参与主体，提供碳排放管理、碳履约管理、碳资产管理及碳交易服务等[5]。河钢集

团于 2017 年设立河钢集团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公司内外的碳排放管理业务，还在业内率先发布了

WisCarbon 碳中和数字化平台。沙钢集团于 2021 年在集团层面成立碳中和管理委员会，设立碳中和研究

室，制定沙钢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各成员企业则设立碳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对应处室设立本

企业的碳中和研究室，负责双碳相关工作。鞍钢集团在集团层面成立了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了

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战略规划组、低碳技术组、减碳核算组、碳资产金融组、低碳环保组 5 个职能工作组，

负责制定专项工作方案，但碳交易及碳金融则由下属公司鞍钢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负责。 
钢铁行业的碳资产管理以碳盘查、碳履约、碳交易为主，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启动，碳金融也有所发

展，如鞍钢集团于 2022 年 4 月办理首单碳排放额回购业务，融资 2630 万元，融资成本 4%，低于基准利

率，且不占用企业授信，不限制资金使用用途，有效降低资金成本。 

2.1.4. 水泥行业 
水泥是一种粉末状水硬性无机胶凝材料，通过加水搅拌成浆体后能在空气中或水中硬化并将砂石等

材料胶结在一起，水泥作为一种建筑材料广泛用在建筑、基建工程等领域，水泥行业是国内建材行业碳

排放量最大的细分行业。水泥行业的碳资产主要是政府分配的碳配额，水泥行业的碳资产管理发展也较

慢，大部分水泥集团采用“集中–分散”管理模式，实行集团、区域、子公司三级管理架构模式，集团

制定《碳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碳排放权交易细则》等碳资产管理制度，但并未设立专门的碳资产管

理部门或公司，而是指定生产经营部、综合部、财务部等相关部门代理碳资产管理工作，对下属区域公

司、子公司的碳盘查/碳核查、碳交易等活动进行统一领导、管理和监督[6]。华新水泥是少数设立了专门

的碳资产管理委员会及碳资产管理办公室统筹全公司碳资产管理的水泥企业之一。 
水泥企业的碳资产管理工作主要围绕碳履约展开，主要包括碳盘查/碳核查、碳交易和碳履约，目前

其他业务方面涉及较少。 

2.2. 国内不同行业碳资产管理的比较 

根据前文所述四个行业的碳资产管理现状，我们从不同维度比较他们的碳资产管理情况，详见表 2。 
从碳资产管理对象来看，四个行业的碳资产管理主要对象都是政府分配的碳排放权配额。目前仅发

电行业被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石化、钢铁、水泥行业中被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主要是建有自备电

厂的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中，这三个行业中满足试点市场最低碳排放量的企业也会被分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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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配额，参与试点市场交易。 
从碳资产管理规模来看，电力行业的碳排放量最大，因此政府分配的碳排放权配额最多。钢铁、石

化、水泥行业的碳排放量低于电力，尤其目前这三个行业尚未纳入全国碳市场，其分配的碳排放权配额

主要来自行业内自备电厂，碳排放权配额量较小。另外区域时点市场仅包括少数几个省市，区域市场分

配的碳配额量也有限。 
从企业的组织架构来看，这四个行业中的企业大多都是集团型企业，尤其龙头企业都是集团公司 +

各地分(子)公司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决定了碳资产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子)公司，碳资产的管理都

面临分散、地域差异等问题。 
从管理模式来看，电力和钢铁行业都主要采取设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或公司，以集中管理模式

为主；石化和水泥则采取指定或设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以集中–分散模式为主。电力行业主要依

托专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或公司，统筹全集团的碳资产管理工作，对下属企业的碳资产进行统一调配、

集中交易，降低履约成本。钢铁行业则依托专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搭建线上碳资产管理平台，完成碳

数据收集、碳履约指导甚至碳交易等碳资产管理工作。石化和水泥行业则主要在集团层面制定碳资产管

理的制度及策略，执行层面主要由各地的分(子)公司负责。 
从碳资产管理业务类型来看，电力行业的碳资产管理业务最为丰富且成熟，不仅包括基本的碳盘查、

碳核查、碳履约、碳交易内容，还包括 CCER 开发、碳咨询服务及碳金融工具的利用。石化、钢铁及水

泥行业则以基本的碳盘查、碳核查、碳履约及碳交易为主，碳金融有所涉及，但业务量较小，同时 CCER
开发也很少。 
 
Table 2. Comparison of carbon asset management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表 2. 不同行业碳资产管理的比较 

 电力 石化 钢铁 水泥 

碳资产主要类型

(全国市场) 
碳配额、可再生能源注册

的 CCER 碳配额 
碳配额及 CCPP 发

电等减排项目形成

的 CCER 
碳配额 

碳资产规模(全国

市场) 
碳配额规模最大，可再生

能源 CCER 规模大 碳配额规模较小 
碳配额规模适中，

CCPP 发电形成的

CCER 较少 
碳配额规模小 

企业组织架构 集团公司–分(子)公司 集团公司–分(子)
公司 

集团公司–分(子)公
司 

集团公司–分(子)
公司 

碳资产分布 主要分布在各地电厂 主要分布在各地

石油炼化厂 
各分(子)公司或生产

制造基地 
主要分布在各地分

(子)公司 

管理模式 集中管理 集中–分散或分

散管理 集中管理 集中–分散 

管理主体 专门的碳资产管理公司 /
碳资产管理部门 

总部相关部门及

下属分子公司 

专门的碳资产管理

公司/碳资产管理部

门、下属公司 

总部相关部门及下

属分子公司 

碳资产管理内容 
碳盘查、碳核查、碳履约、

碳交易、碳金融、CCER
项目开发、碳咨询服务 

碳盘查、碳核查、

碳履约、碳交易为

主，碳金融涉足较

少 

碳盘查、碳核查、碳

履约、碳交易为主，

碳金融涉足较少 

碳盘查、碳核查、

碳履约、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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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比较来看，四大行业的管理模式和业务内容都有一定差异，我们认为管理模式的差异主要与

其拥有的碳资产规模、企业组织架构及碳资产的区域分布有关，业务内容的差异主要与企业碳资产管理

发展水平有关。 
碳资产规模较大且行业主体主要是集团型企业的行业，由于集团型企业的分(子)公司遍布全国各地，

碳资产因此也分布于各地，为了提高管理效率，企业倾向于设立专门的部门或机构，采用集中模式来统

一管理碳资产，如电力和钢铁行业。而碳资产规模偏小的行业，因业务体量小，即使企业的分(子)公司也

较多，其企业主体也倾向于采用集中–分散模式或分散模式，让现有的部门或分(子)公司来管理，以降低

管理成本，如石化、水泥行业。 
碳资产管理发展初期的行业，其企业碳资产管理的业务内容一般只包括基础的碳盘查、碳核查、碳

交易及碳履约，主要围绕政府强制减排任务开展，如水泥行业。当碳资产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行业

主体会开始拓宽碳资产管理业务内容，如利用碳金融工具服务企业，做碳咨询服务提升收入等，如电力

行业。 
总体来看，国内不同行业的碳资产管理差异主要来自碳资产规模及碳资产管理水平的发展阶段，与

行业本身关系不大。 

3. 中国企业碳资产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国内碳市场建设的推进，国内涉足碳资产管理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碳资产管理的内容也日益

丰富，企业的碳资产管理水平也逐步提高，但根据前文对国内各行业碳资产管理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

国内企业碳资产管理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 
首先，由于不同行业纳入碳排放市场的时间不同，各行业企业开展碳资产管理工作有先有后，一部

分企业在早期的碳资产管理中已形成合适的碳资产管理模式，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大部分企业初期

对碳资产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并未从公司整体出发设计碳资产管理体系，这导致碳资产管理业务分散而

低效，提高了碳资产管理成本。 
其次，大部分企业尚未摸底自身的碳排放数据情况，在碳资产管理过程中，缺少碳数据库的支持，

不能对自身碳排放情况进行合理的分析、预测。 
第三，企业对碳资产的利用效率低，未充分盘活碳资产。企业获得的碳资产大多闲置于碳账户，等

待履约时间的到来。虽然最近一年来碳排放权质押融资量有所增大，但受限于碳资产规模及持有周期，

大多数企业的融资规模不高，融资时间也短于一年。其他的碳金融产品虽然逐步实现零的突破，但整体

规模尚小，还有待发展。 
第四，国内企业的碳资产管理专业人才较少，很多企业从事碳资产管理的人员并不具备相关经验，

这导致从源头的碳数据盘查到碳资产的交易、履约，碳金融工具的利用都可能存在问题，降低碳资产管

理效率，提高碳资产管理成本。 

4. 中国企业碳资产管理的建议 

近年来国内碳市场建设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温室气体重点排放行业将陆续纳入全国碳市场。正如

前文所述，目前国内各大行业的碳资产管理发展仍处于初期，存在一系列问题，国内企业应从碳资产管

理模式、碳数据库建设、碳资产盘活及碳资产管理专业人才建设入手，逐步建立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碳

资产管理体系。 
第一，要根据自身的碳资产规模和企业组织架构选择合适的碳资产管理模式。碳资产规模较小的企

业，可以优先选择委托管理模式，以降低履约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若要自行管理，则可采用分散模式，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3.133063


江艳 
 

 

DOI: 10.12677/fin.2023.133063 615 金融 
 

以保证碳资产履约为主进行管理。碳资产规模较大且区域分布较广的企业则优先选择设立专业的碳资产

管理机构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模式，以提高内部协同效率和资产利用率，降低履约成本。若碳资产规模不

小但分布较为集中，则可以设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采用“集中–分散”模式管理，在总体碳资产管

理原则体系下，给予各碳资产主体灵活操作的空间，降低管理成本。 
第二，对于选择自行管理碳资产的大型集团企业，要将碳资产管理提升至集团战略层面，从制度和

组织上提供保障。首先要建立健全集团的碳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具体包括碳排放管理办法、碳排放交易

办法及奖惩制度、碳排放数据管理制度及碳金融工具管理办法等。其次要健全碳排放管理组织架构，在

集团层面明确碳资产管理的归口部门或下属公司，由其牵头统一领导、规划、监管下属区域公司和基层

公司开展碳排放相关工作；各区域公司明确碳资产管理的对接部门，负责贯彻落实集团层面的相关政策

及要求，并管理、配合完成本区域内基层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上报、碳交易活动等相关工作。各基层企业

则要明确碳资产管理工作的专职管理部门和人员，负责监测、分析、报送碳排放数据及配合第三方核查

工作，以及在规定时间内配合集团层面完成履约和碳交易工作。 
第三，碳资产管理的基础是碳排放数据，要建立企业自身的碳排放数据库，为碳排放变化趋势及配

额盈缺预测提供支撑[7]。企业应根据所在行业的碳核算指南要求，开展碳盘查摸底自身碳排放，建立企

业碳排放基础数据库，对历史碳排放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对于自行管理碳资产的大型集团企业，由于碳

资产管理涉及碳排放核算、碳配额交易、碳信息披露等大量数据信息，可在集团层面建立碳排放数据管

理信息平台提高管理效率，平台可包括各月度碳排放数据(包括能耗、碳排放量)采集及分析、碳市场信息

查询、政策资讯、碳资产管理、CCER 项目管理、履约分析、碳交易审批、预测和预警功能等。 
第四，灵活利用碳金融工具降低履约成本及风险，盘活企业碳资产，提高碳资产利用效率。目前国

内碳市场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碳金融工具虽多但实际应用较少，碳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应加强对碳金

融市场的研究分析，加大与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在碳资产管理过程中积极利用各种碳金融创新工具降

低履约成本和风险，适当利用碳金融工具盘活碳资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整体效益[8]。 
第五，加强碳资产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应对未来不断扩大的碳资产管理需求。碳资产管理具

有很强的专业性，无论是碳排放数据的核算、报送还是交易、履约，都需要执行人员有专业的碳排放管

理知识和经验。企业应依靠内部培训、外部招聘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提升碳资产管理队伍的总体素质。对

内可系统制定提升碳资产管理能力的专项培训计划，开展碳市场相关政策解读、碳排放核查数据报送、

碳资产管理、碳交易等各项专项培训，全方位提升企业碳资产管理岗位人员的专业化能力。对外应适当

引进碳资产管理经验丰富的人才，借助其实践经验指导团队开展碳资产管理，提升团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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