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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碳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行动方案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2023

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要“建

成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党的

二十大报告作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重要战略部

署，提出要“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2024 年 7 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部

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作为健

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重要内容。

2024 年 7 月 12 日，市委深改委会议听取优化碳市场管

理机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有关情况汇报，指出健全碳排

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要聚

焦绿色低碳转型需要，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加强顶层设计，

更好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

二、编制过程

为推动上海碳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健全碳市场交

易制度”有关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处组织编制

《上海碳市场全面深化改革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建立了由市经济信息中心、环交所牵头，市环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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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减污降碳中心、节能减排中心参与的方案编制工作组。

2024 年 4 月至 2025 年 1 月，组织开展了深化试点碳市场

建设的系列调研座谈会，就试点碳市场扩容、配额分配制度

与核算体系完善、碳金融创新、专业服务机构培育、自愿减

排机制建立等议题开展专题研究，广泛听取了市政府有关部

门、金融机构、技术服务机构（碳咨询服务、查询认证）、

国际组织与企业等意见，赴广东、深圳等地同当地生态环境

部门及相关机构开展交流与调研。2025 年 2 月-3 月，就方

案过程稿座谈征求核查机构、部分纳管企业意见，书面征求

市有关部门、市生态环境局内部处室意见，经进一步修改完

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行动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明确了上海碳市

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三大行动任务，重点部署了 16

项具体举措。

第一部分，主要目标。明确上海碳市场改革发展的目标

定位与作用，及其与本市双碳目标和双控制度的关系。并提

出上海碳市场扩容、碳金融服务能级提升、建立健全碳普惠

等自愿减排机制、推动大型活动碳中和等方面的具体目标。

第二部分，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质增效行动。以满

足绿色低碳转型需要、与全国碳市场扩容相适应、与国际碳

核算规则相衔接为出发点，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纳管单位进一

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完善碳排放核算与计量体系，基于以上考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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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相适应的配额总量管理制度、逐步

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优化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学、

稳妥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规范配额有偿竞价发放和结转

机制、建立健全碳市场信息发布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机制等

具体举措。

第三部分，实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引导激励行动。提出

促进企业自主碳减排的相关举措，包括建立自愿信息披露机

制、自主设定碳减排目标等。针对当前碳普惠机制试运行中

发现的有待优化完善的方向，提出要健全碳普惠可持续运行

管理机制，不断创新碳普惠的激励机制。在推动实施大型活

动碳中和方面，明确构建并规范相关工作机制、研究制定管

理办法，发挥试点带动作用提升影响力。

第四部分，实施碳市场创新能力提升行动。从加强与全

国碳市场制度衔接角度，提出建立健全数据质量保障监管体

系，建立碳排放综合管理平台，进一步规范计量，加强监管

与执法联动。碳金融方面，提出丰富碳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支持将上海碳市场交易的碳资产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碳市

场与绿色金融协同方面，提出要创新协同机制，推动建立碳

市场与绿色金融市场的信息互通互认机制。针对技术服务机

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足、与国际交流合作较少等问题，提出

要大力培育碳领域技术服务机构，丰富碳领域专业人才市场

供给，加强碳领域国际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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