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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碳排放权交易是全球公认的一种具有实际效果的低成本减排新途径，需要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的现状进行研究，探讨其需要完善之处并提出完善措施。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主要存在完善路径

亟待明确、法律制度的框架和内容有待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需要健全三大问题。对此，文章提出了建立

综合性立法体系、明确框架构建原则、明确关键性内容、提前构建碳金融交易配套法律制度等建议，旨

在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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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is a new way to reduce emissions with low cost and practical effec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in China, 
discuss its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put forward measures to improve it.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blems in China’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legal system: the path to improve needs to be clear, 
the framework and content of the legal system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related supporting 
system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legislative system, clarifying the framework construction principle, 
clarifying the key content, and establishing the supporting legal system of carbon financial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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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v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egal system of carbon emis-
sion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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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直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仅仅依靠一部试行的部门规章、众多地方性政府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是远远不够的，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正式的部门规章，搭建起一个

较为完善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框架迫在眉睫。 
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同，碳排放权交易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交易对象具有特定性，即对《京都议

定书》协议减排的 6 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权进行交易，表现为碳排放配额。具体参与交易的，经国家主管

部门备案和登记并有。二是审定机构审定的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三是交易目的具有双重性，既有

经济利益，也有生态目的。碳排放权交易不仅使掌握减碳技术的国家和企业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将多余的

碳排放配额以一定的价格售出，也带领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温室气体减排，进行能源和经

济的低碳转型。四是交易设定总量目标。与一般交易不同的是，碳排放权交易中，国家根据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在一定时限内设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并以配额的形式向重点排放

企业进行分配，获得配额的企业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开展交易。 

2.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现状及问题 

2.1.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现状 

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全面规范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但《环

境保护法》中关于我国环境保护的五项立法原则、实行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和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的内容，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提及的排污权收费制度等，都可以为我国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

度提供指导。 
2021 年 2 月 1 日，由生态环境部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2021 年 5 月 14 日，生态环境部又发布了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登记、交易、结算三大试行管

理规则。《管理办法》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注册登记交易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方向和保

障，标志着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 
现行地方性政府规章多见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包括《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上

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广东省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等。 
同时，自我国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以来，颁布了众多规范性文件，如 2011 年 10 月发改委发布的《关

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2016 年 1 月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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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等。 

2.2.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现存问题 

一是法律制度完善的实施路径亟待明确。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增设专门的部门法，关于增设的部门法

的内容，学者观点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应当从生态环境的宏观角度，以气候变化为主体，以应对气候

变化的制度为内容增设部门法，作为上位法的保障，然后再针对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立法[1]；也有学

者认为，应以我国当前的双碳目标为背景，制定以减碳制度与发展低碳能源为主要内容和立法目的的部

门法[2]。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颁布的多项政策都提出要制定碳中和与碳达峰目标相关的法律，但

详细的实施路径没有官方的具体说明。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的“三三立法策略”

[3]。 
二是法律制度的框架和内容有待完善。碳排放权交易行为涉及行政法、民法、商法、环境保护法、

刑法、诉讼法等多个领域，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主要由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政府规章构成，缺

乏约束效力，还没有形成一个全面完整的框架体系。《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作为碳排放权交易

的现行核心规定，在以下关键方面未能提供有效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碳排放权的产权属性保障尚未明确。按照科斯定理，碳排放权产权属性是确保我国碳排放权法律

制度发展的重要理论。世界各国普遍将碳排放权配额认定为财产权或准物权，《管理办法(试行)》并未对

碳排放权交易的产权性质作出明确规定。有学者提出了提及碳排放权权利、义务这两种法律属性的体现

方式[4]。 
2) 碳排放额度的分配方式，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交易管理制度应当囊括对碳排放权的定价、碳排放

权的抵押、质押、税务计算规则、权利救济等内容，用于保证碳价稳定、保障碳排放权的产权、保障碳

排放权交易参与者的正当权益。 
3) 没有对涉及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内容进行全面规定。目前，我国已有部分行业性立法与地方性立

法成果，其中，部分立法内容与《管理办法(试行)》相冲突，但《管理办法(试行)》未对冲突规定的适用

选择做出细化规定。 
三是碳排放权交易配套制度需要健全。有学者在研究中阐述了我国碳普惠制度[5]。我国碳排放权交

易的发展将带动碳金融产品的投资的发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所已开展了种类繁多的创新型碳金融产品，

如碳债券、碳指数、碳资产质押融资、境内外碳资产回购式融资、碳配额托管、绿色结构存款、碳基金

等。但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对碳排放权交易衍生的金融类产品投资缺乏法律层面的规范，不

利于未来创新型碳金融产品的衍生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我们仍需建设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配套制度。 

3.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 

3.1. 建立综合性立法体系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我国应构建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碳排放权交易综合立

法体系。第一，完善国家立法路径。在国家立法层面，立法内容应当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立

法提供指导，以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立法原则、立法目的，认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引导

碳排放权交易的其他立法内容。二是完善地方立法路径。在地方立法层面，应当遵循“由重点排放企业

过渡到多种产业，由行业立法先行过渡到行业立法与地方完整立法结合运用”的路径。首先，应先着手

于碳排放的重点行业，如电力行业、化工行业等，根据其行业特点，结合当地碳排放情况，借鉴欧盟与

美国的立法经验，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其次，根据重点排放行业的碳排放权交易情况，开展行业立法情

况审查，完善行业立法规定，并着手建设地方立法。最后，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开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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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探索，并将有益经验纳入国家立法。 

3.2. 明确框架构建原则 

一是制定法层面的框架构建原则。应当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关于碳排放权的条款，在《大气污

染防治法》有关排污收费制度的内容中加入实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条款，作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建立的上位法保障。碳排放权是一种新型的法律拟制的抽象性权利，可在具体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

法》中将其进一步具体化。在部门规章层面，应当对现有的《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修改，颁布正式的《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明确碳排放权的产权属性，并制定配套行政法规、规章，如《碳排放配额总量

控制与分配条例》、《碳排放配额拍卖规定》、《国家碳市场交易机构管理办法》等。对于我国碳排放

权交易平台的管理、交易管理机构的运行规范，可以落实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及具体的下位规

范性文件中。 

3.3. 明确关键性内容的界定 

一是明确碳排放权的产权性质。为了确保碳排放权能够适应市场化的交易方式，我们有必要结合碳

排放权的特点，确定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一方面，从碳排放权的价值来看，碳排放权具有经济和生态

的双重价值。而传统物权的价值，仅限于经济价值，因此，碳排放权与传统物权不同。另一方面，从碳

排放权的客体来看，碳排放权的客体不是温室气体，而是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据的大气空间。从这个角

度来看，碳排放权是权利人对人类大气空间环境的一种使用权，来源于自然的赋予，对该空间的使用本

应无需承担代价。由于过度排放超出了自然承载能力，行为损害了其他正当使用人对大气空间的使用权，

因此需要公权力的界定和保护，此时过度排放方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时碳排放权就有了财产属性。 
二是明确碳排放额度的分配方式。可以采取阶段性开放的立法模式，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初

期，实行碳排放额度的无偿分配，吸引企业加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再在后续阶

段逐步增加有偿分配的比例。具体步骤可以采取“由无偿分配逐步过渡到有偿分配，由重点排放企业过

渡到多种产业”的路径，最终形成以有偿分配为主要分配模式的公平、高效的市场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三是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合同内容。碳排放权交易合同作为一种新兴商事合同，其交易对象、交易方

式、合同的生效与解除等，在具体的实践中往往会承担与普通物品交易合同不同的风险。我国企业在碳

排放权交易合同中主要面临交易资格风险和主体信用风险，即如果签订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主体本身不

满足管理规范的要求，不具备交易资格，根据《民法典》合同编的内容，合同自始无效，如果签订碳排

放权交易合同的主体隐瞒、伪造自己的真实减排数据，或存在碳配额相关处罚和法律责任等情况，就会

增加合同风险。例如实践中已有因交易平台的行为增加合同风险的案例。因此，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

制度应当根据《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定义、订立、生

效、变更、解除以及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 

3.4. 加快配套制度的完善 

未来创新型碳金融产品的衍生交易市场的发展不容小觑，应提前构建碳金融交易配套法律制度，保

障碳排放权交易安全。财政部、央行等部门应当发布明确的碳金融规范，立法内容应以碳金融市场的建

立与安全运行为重点，明确落实碳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职责，顺应未来碳资产的发展趋势。部门碳排放

权交易项目的开展涉及国际规则和国际习惯，应完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项目的交易规范，丰富对碳排放

权交易的国际规则和习惯的官方解释，避免因解释错误造成纠纷，影响我国开展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公

信力。应制定专门的碳排放权交易纠纷裁决办法。发改委可以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的一般交易规则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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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办法，授权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交易规则和纠纷裁决办法，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下一阶段的发展。 

4. 结论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传统商品、金融交易市场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不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以

法律、政策、国际规则规范的市场。因此，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要求我们建立综合性、开放性的

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建立，需要我们保障碳排放权的产权属性，运用科学的碳排放额度分

配规则，健全碳排放权交易纠纷的解决机制，同时着眼于未来，预先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配套金融工具，

增加对降低碳排放量有关创新的鼓励机制。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机制的研究，既是对建立一门部门

法的探索路径的研究，也是一份对我国法律如何规制出现的新主体的研究和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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