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存家园 2025年4月1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泽仁正光 版式编辑 张磊
新闻热线 0836-7777365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6

市场开局良好，成交较为活跃

目前，我国已建立重点排放单位

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的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和激励社会自主减排的全国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强制碳市

场实行配额制，从2021年7月开始交

易，最初覆盖火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近期实现首次扩围，新增了钢铁、水

泥、铝冶炼行业。

自愿碳市场，是指符合条件的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经第三方机构

审定与核查、注册登记机构审核后，可

将减排量登记为核证自愿减排量，通

过全国统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平台开展交易，获得减排收益。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

际合作中心总经济师张昕介绍，目前，

参与CCER交易的以央企和地方国企

为主。9个已经完成减排量登记的项目

中，7 个是并网海上风电项目，2 个是

并网光热发电项目。

自愿碳市场从今年 3 月 7 日起开

始交易，到4月7日累计成交量超139

万吨，成交额超 1.11 亿元。记者注意

到，3月中旬，自愿碳市场的成交出现

“双破百”，即碳价超过 100 元/吨，成

交总量突破百万吨，高于同期强制碳

市场的碳价。

“这说明市场各方长期看好自愿

减排交易市场的前景。”张昕说。他表

示，在强制碳市场方面，未来企业获得

的碳排放配额会逐渐收紧。根据相关

文件，纳入强制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

位每年可以用CCER抵销年度应清缴

配额量的5%。考虑到强制碳市场纳入

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后，覆盖碳排

放量超80亿吨，对CCER的需求量也

会增加。但与此同时，当前CCER的稀

缺性仍比较明显，目前登记的只有948

万吨。在供需两端的共同作用下，

CCER受到市场追捧，成交比较活跃。

发挥市场作用，推动更多主
体自愿减排

企业参与CCER交易将有哪些效

果？以中广核公司为例，该企业有多个

项目参与了 CCER，其中中广核惠州

港口一期 250 兆瓦海上风电项目于 3

月6日完成首批CCER登记，目前已经

有部分CCER顺利售出。

中广核（广东）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售电公司负责人冯时雨告诉记者，

企业通过开发 CCER 项目，将减排量

进行交易，可以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

同时，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针对

CCER作为金融资产进行质押开展深

入研究，探索拓展企业融资的新渠道。

此外，冯时雨还表示，积极参与

CCER 交易，也体现了企业在节能减

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态度和

行动，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

声誉，增强社会认可度和公信力。

张昕指出，与强制碳市场实行国

家配额不同，自愿碳市场要建立在企

业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且一定是有减

排成效的项目，体现了对绿色产品、绿

色服务的市场化激励。

推进“双碳”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能源绿色低碳化。张昕说，海上风电、

光热发电等一些项目的设备和运维成

本高，通过CCER交易可以提升项目运

行的经济性，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经过测算，一些并网海上

风电项目CCER交易的收益，可补贴度

电成本大约0.12元至0.18元，能有效

缓解企业运营成本方面的压力。

专家还表示，自愿碳市场也会起

到良好的示范作用，随着未来覆盖领

域的扩大，将引导更多产业向绿色低

碳转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善制度设计，增强全社会
减排合力

自愿碳市场在启动初期，涵盖了

并网光热发电、并网海上风力发电、造

林碳汇、红树林营造4类方法学，意味

着这4类符合相关规定的项目可以参

与CCER交易。2024年底，自愿碳市场

扩大了支持领域，将公路隧道照明系

统节能、煤矿低浓度瓦斯和风排瓦斯

利用类项目纳入。

目前，只有上述6类项目可以参与

CCER 交易，与我国推动“双碳”目标

的需求难以匹配，需要继续加强方法

学开发，将更多减排项目纳入，为相关

企业主动减排、参与交易提供机会。

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发布通知，

开展新一轮方法学建议公开征集和评

估遴选，这将鼓励全社会广泛深入参

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

张昕表示，自愿碳市场建设还处

在起步阶段。从制度体系看，目前支持

自愿碳市场建设的相关文件可用于指

导项目设计、实施、登记、交易、结算等

运行，但文件层级相对较低、制度体系

尚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

提升政策的效率和震慑力。从系统建

设看，目前自愿碳市场的交易系统、注

册登记系统已经上线运行，完成了基

本功能，还需要通过机构建设进一步

加强监管。

记者采访了解到，从项目的审查

登记到减排量的审查核算等，都需要

有相应资质的审定与核查机构和人员

来进行。眼下，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审

定与核查机构只有中环联合（北京）认

证中心有限公司等5家，有资质的核查

员只有40人。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CCER 的扩

围，涵盖领域拓展，希望吸引更多有资

质的机构和个人加入，共同为减排贡

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高敬

今年3月6日，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首批核证自愿
减排量（简称CCER），总计9个项
目的94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完成
登记，随后从 3 月 7 日起首批
CCER 启动交易。到 4 月 7 日，
CCER交易已经“满月”。自愿碳
市场目前覆盖了哪些领域？各类主
体参与交易将带来什么效果？未来
自愿碳市场将如何进一步发挥作
用？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新闻链接▶▶▶
新增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次扩围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高敬）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大覆盖范围

是加快建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

国际影响力碳市场的关键举措。生态

环境部26日发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覆盖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工

作方案》，标志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首次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工作正式进

入实施阶段。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菲在

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碳市

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

大制度安排，是国际通行的气候治理

政策工具。目前，我国已建立重点排放

单位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的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和激励社会自主减排的全

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他说，2021年7月，以发电行业为

突破口，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了上线交易。经过近四年的发展，市场

总体运行平稳，发电行业绿色低碳转

型效果逐步显现，全口径电力碳排放

强度累计下降了8.78%，减排成本降低

约350亿元。

裴晓菲指出，钢铁、水泥、铝冶炼

行业是碳排放大户，年排放约30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的20%以上。此次扩围后，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预计新增 1500 家重

点排放单位，覆盖全国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占比将达到 60%以上，覆盖的温

室气体种类扩大到二氧化碳、四氟化

碳和六氟化二碳三类。

他表示，此次三个行业纳入碳市

场管理后，不仅有助于实现双碳目标，

而且有利于以市场机制，加快落后产

能淘汰和低碳技术创新应用，推动三

个行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为碳市

场扩围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为保障扩

围工作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目

前，扩围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根据方案部署安排，生态环境部

将按照“边实施、边完善”的工作思路，

分两个阶段稳妥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其中，2024年至2026年度是启动实施

阶段，2027 年度以后是深化完善阶

段。生态环境部近期将印发关于三个

行业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管理工作

的通知，明确重点排放单位名录制定、

关键参数月度存证、碳排放报告核查、

核定配额发放、配额清缴等任务及完

成时限。

对于三个行业比较关心的配额分

配问题，裴晓菲说，将继续采用基于碳

排放强度控制的思路分配配额，其中，

2024 年度钢铁、水泥、铝冶炼企业获

得的配额量等于经核查的实际排放

量，2025和2026年度各行业配额整体

盈亏平衡，将所有企业配额盈缺率控

制在较小范围内。2027 年以后，将研

究建立预期明确、公开透明的行业配

额总量，并逐步适度收紧，推动三个行

业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

自愿碳市场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

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政策

工具。符合条件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项目，经第三方机构审定与核查、注册

登记机构审核后，可将减排量登记为

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通过全国统

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平台开展

交易，获得减排收益。

裴晓菲当天介绍，近期我国自愿

碳市场建设取得重要实质性进展。全

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首批核

证自愿减排量，总计 948 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完成登记。根据最新统计数据，

截至 3 月 25 日，CCER 累计成交量达

133万吨，成交额为1.05亿元。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满月”观察

春意融融，又到候鸟迁徙高峰

期。成千上万只候鸟跨越千山万水，

振翅北归，绘就一幅充满灵气与生

机的春日画卷。

人们发现，鸟儿大多选择在树

上睡觉。那么，鸟儿在树上睡觉，为

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其实，为了更好地适应生存环

境，鸟类逐渐进化出在树上生活的

能力。像家燕的趾和爪就是三前一

后，不仅可以弯曲并紧紧抓住树枝，

还能通过调整张合程度来控制平

衡，帮助它们在树上站立、行走和睡

觉。此外，有些鸟类的趾和爪上还分

布着鳞片或凹槽，可以增加它们抓

握树枝的摩擦力，更好地维持平衡。

同时，鸟类特殊的肌肉结构，也

让它们可以睡得更安稳。人类在做

出“抓”的动作时，需要大脑发出指

令并消耗能量，但鸟类做出“抓”的

动作却正好相反：它们伸展开爪子

才需要大脑控制，而在抓握时则像

人类摊开手一样自然，腿部肌肉是

放松的，并不会感到累。

此外，为了保持体温和减少能

量消耗，家燕等鸟类在树上睡觉时

通常将头埋在翅膀里，腿部呈半蹲

状态。这个姿势可以让重心保持在

鸟身中部，加上鸟类本身的体重较

轻，趾爪的抓握力大于维持身体平

衡的力量，进一步避免了它们在睡

觉时因为重心不稳而掉落的情况。

当然，鸟类的进化机制，决定了

它们即便休息也要保持警惕，有随

时离开树枝、飞向天空的能力。它们

不可能像人类那样可以连续深度睡

眠好几个小时或者“一觉睡到自然

醒”，而是浅层次、短时间的休息，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睁开眼睛，在“睡”

和“醒”之间高频切换，甚至没有明

确界限。对鸟类来说，也许不存在严

格的“睡眠”概念——站着放空一会

儿或者闭着眼睛放松一下，就是“睡

觉”了。

实际上，鸟类何时休息、怎样休

息，和食物也有很大关系。家燕的食

物昆虫，不少喜欢在晨昏活动，所以

家燕不仅夜里休息，中午还能午睡。

而猫头鹰的食物鼠、蛇喜欢在夜间

出没，猫头鹰白天睡觉、晚上活跃也

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也有少部分鸟类不在树

上休息。比如，勺嘴鹬、小青脚鹬等

鸻鹬类鸟类会选择在滩涂地上休

息，还会安排“哨兵”轮流放哨。除了

因为这里更靠近食物——滩涂里的

底栖动物外，也因为滩涂上视野开

阔，便于它们清晰地观察空中的天

敌，及时躲避。

所以，鸟类的进化机制、生活习

性、食物来源的多元化，影响着它们

的休息方式。也正因为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才构成了这生机灵动、多姿

多彩的世界。

鸟类的进化机制、生活习性、食

物来源的多元化，影响着它们的休息

方式。在休息时，它们在“睡”和“醒”

之间高频切换，甚至没有明确界限

◎贾亦飞

把 自 然 给 你 听讲
鸟儿在树上睡觉，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近日，在白玉县盖玉镇的一处

山峦，有群众偶遇鹿群下山“踏青”。

它们身姿轻盈而优雅，在草地上停

留驻足，还不时互相追逐嬉戏。

近年来，白玉县坚持实施生态

优先战略，切实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不断为野生动物生存繁衍创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空间。图为“偶

遇”的鹿群。

尼玛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去年以来，色达县坚持

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深入践行“重

在保护、要在治理、绿色发展”理念，

持续优化多彩生态，加快建设美丽

色达，持续构筑青藏高原、长江上游

生态文明高地。

持续加大全域保护力度，纵深

推进“六大保护”行动和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大力实施长江“十年禁

渔”计划，全面完成生物多样性调查

评估，出版发行《野生动植物图集》，

森林草原资源保护“六挂钩”工作机

制在全国推广，15株杨树入选四川

省一级古树名录。全县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率持续保持 100%，主要河

流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Ⅱ类及以

上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达到 100%，PM2.5 浓度同

比下降 58.6%，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全省排名同比上升11位，连续六年

被评为全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先进县，连续三年在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中取

得优异成绩。

稳步提升系统治理强度，持续

推进“七大治理”工程，实施生态环

境修复治理项目 10 个，完成投资

1.5亿元，实施营造林3.99万亩，修

复草原生态28.1万亩，治理水土流

失 6.8 万亩，整治入河排污口 9 处，

完成 31 个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销号。累计投资 1.38 亿元，建成泥

朵、翁达污水处理站，完成7个村生

活污水治理和 1705 户牧区户厕建

设，加快县城和洛若垃圾焚烧、污水

处理改扩建项目。全面打造“七美色

达”，持续推动农牧区人居环境改善

提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秀美画

卷频频亮相央视等中省媒体，倍受

全网点赞。

价值转换速度明显加快，深入

开展草原碳汇开发试点，吸引公益

资金 1300 万元建成“碳中和林”

3080亩，全县草原碳汇开发面积累

计达到 133.4 万亩。积极探索“生

态+”多元融合发展新模式，持续推

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特色产业发

展、优势资源开发、群众就业增收等

深度融合，兑现草原生态奖补、集体

林和泥拉坝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等生

态惠民资金 6840.98 万元，广大群

众有了更多生态“反哺”红利，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金字招牌越擦

越亮，泥拉坝湿地成功入选省级长

期科研基地。

降措

用生态画笔绘出美丽家园
色达县坚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群山环抱，碧波荡漾。为深入贯彻

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筑牢

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有效遏制荒漠化

趋势，提升大渡河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

与韧性，泸定县大渡河流域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水源涵养生态修复项目，已于3

月份正式开工建设。

在泸定县冷碛镇杵坭村小型水利

水保设施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

序开展蓄水池顶板安装、模板搭建、镀

锌钢板铺设以及防渗膜铺设等作业，每

个环节都严格遵循施工规范。同时，技

术人员对照图纸，紧盯施工进度，及时

解决各类问题，全力确保工程质量。

施工方成都贝克森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现场技术负责人王德波介绍：“整

个项目总共分为三个标段，我们这个

标段负责建设182个小型水利水保设

施。自开工以来，全体工作人员同心协

作、共同努力，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完

成了 4 个设施建设，基础部分已经完

成7个。我们将继续保质保量推进工程

进度，争取早日完工。”

据悉，此次建设的小型水利水保设

施主要分布在冷碛镇、烹坝镇、得妥镇

等6个乡镇的大渡河流域干热干旱河

谷生态综合修复区。项目选址科学合

理，严格恪守不占用耕地的准则，项目

团队实地调研各区域地形地貌、生态现

状等实际状况，精心规划布局。在功能

规划上，充分兼顾应急需求、保障生态

系统稳定以及满足长期实用的多重目

标。秉持系统化治理思维，项目创新整

合天然林保护与荒漠化治理策略，通过

科学配置资源、协同推进各项举措，促

使二者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实现相辅

相成、协同共进的良好局面，为项目高

效达成生态修复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泸定县林业和草原局高级工程师

黄宇介绍：“大渡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水源涵养生态修复项目已正式开

工，今年的任务量包括造林 1.542 万

亩，建设小型水利水保设施300处，项

目总投资为3140万元。随着气温逐渐

上升，施工单位已经进场，目前正在全

力推进小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工作。下

一步，我们将立即开展造林建设。”

大渡河流域林区是长江中上游的

重点林区，也是横断山区水源涵养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点建设区

域。泸定县地理位置独特，自然资源丰

富，大渡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

源涵养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对于保

护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及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建成后，

将显著提升大渡河流域的水源涵养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为区域生态环

境的持续改善注入强劲动力，助力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泸定。

◎李娟 陈志玛 文/图

大渡河畔“绿意”盎然

泸定生态修复跑出“加速度”

工
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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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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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