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合作路径，共享绿色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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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 G20 会议和旧金山 APEC 会议期间会晤并达成共识，将

致力于在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双边合作，为此，工商界有意愿和能力为该合作提供解决方

案。中美两国政府在《阳光之乡声明》中明确了在气候领域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具体领

域，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会员企业在中国的优先发展事项与《阳光之乡声

明》所构划的这些优先领域恰好一致。为更好理解如何实现这一愿景，我委员会对来自不

同行业的约 60 家企业展开调研并进行了系列圆桌讨论，以期发现机遇、厘清障碍。 
 
本报告系我委员会关于减碳的系列工作报告首篇，聚焦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塑料与废弃物循环利用、甲烷以及碳交易等方面的议题。本报告旨在与两国

政府就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问题涉及领域、政策调整及行业示范项目开展对话。

本报告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未来可能会细化或拓展。 

调研中，我委员会发现企业普遍渴望在减碳领域与中美两国政府加强合作。例如在碳交

易市场、CCUS 等创新技术、向可再生与循环经济的转变等涉及复杂政策框架的领域，存

在大量美企可以分享最佳实践及交流技术专长的机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行动不仅可以

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为中美两国创造繁荣的低碳经济奠定基础。 

我委员会会员企业寻求中国在规则制定中与国际标准更加协调一致，保障公平和平等的

竞争环境。企业反映，中国的气候相关法规及标准仍落后于其他市场。监管缺乏清晰性

和一致性显著增加了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并造成了商业机会流失。 

为达成《巴黎协定》目标，我委员会会员企业呼吁两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采用以结

果为导向的合作方针。两国政府应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工商界参与到中美关键绿色技术

合作试点的项目中，协调标准化制定工作，并且深化减碳领域的双边及多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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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双碳”战略目标背景下，中国正经历一场重大的经济转型，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碳

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减碳代表着中国对其长期经济战略的重新定位，并成为了

国家级、省级和其他各级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转变也为中美两国在特

定领域的气候合作注入了全新动力。 

2023 年 11 月，中美两国发表了《阳光之乡声明》，该声明为双方本着合作精神应对气候

变化、共同推进《巴黎协定》目标奠定了基础。由《阳光之乡声明》指导建立的中美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将聚焦能源转型、甲烷减排、循环经济、地方合

作等领域并展开行动。 

美国企业站在全球建设绿色和可持续未来的前沿，他们也因此准备在上述领域分享专长、

经验和技术。我委员会会员企业希望与两国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提供造福两国乃

至全世界的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项目说明   

本报告为系列报告首篇，展现已在中国开展减碳实践的会员企业观点。本报告希望在如下

方面为两国政府提供参考：美国企业有意愿在哪些减碳领域投入时间、技术和人才资源，

以及企业认为在减碳过程中的哪些环节会面临最大挑战和机遇。通过此项目，我委员会旨

在扩大工商界参与，以推动实现两国政府的气候目标。 

我委员会基于与近 60 家会员企业的多次圆桌讨论和采访撰写此报告，被调研公司的行业

覆盖了制造业、能源、消费品、食品饮料、农业等，代表了分布在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

利益相关方。 

  

https://www.state.gov/sunnylands-statement-on-enhancing-cooperation-to-address-the-climate-crisis/


第一章：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 

通过有效地捕集并封存来自工业过程和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碳捕集技术可在减排中扮

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碳捕集技术能让传统能源得以继续使用，在降低其环境影响的同时，

实现向低碳未来的更平稳转型，并为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化工、水泥和钢铁等减碳难度

较大的行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在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中，针对 CCUS 技术的年投资额占比始终未及 0.5%。中美两国若希

望大规模释放 CCUS 的全部潜力，扩大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 

以下政策建议将进一步推动 CCUS 在中国的应用： 

• 明确各部门职责，以帮助其他利益相关方理解中国 CCUS 生态。 
• 在中国出台包括减税、免税、提供多元化融资渠道等激励措施，以降低 CCUS 技

术的成本，提升其商业可行性。 
• 通过中美双边合作项目推进减排，为两国推进 CCUS 技术提供重大机遇。《阳光之

乡声明》中阐述的合作承诺，凸显出中美在 2030 年前开展 CCUS 大规模合作项目

的潜力。通过 CCUS 试点合作项目对接两国较发达地区，如中国江苏省和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两国政府可以进一步证明扩大 CCUS 技术的应用能够在不影响传统能

源行业的情况下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其他可以考虑在 CCUS 方面开展地方合作的

地区包括广东、山西、浙江和湖北等省份。 

明确关键政府部门和政策指导 

企业推进 CCUS 项目时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中国尚无统一的政策制定部门牵头 CCUS
相关行动。目前，减排相关的法规制定和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包括科技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能源局等。因为部门职责分散而导致的行业监管格局复杂，

增加了企业识别项目主管部门的难度，并对企业制定完整、系统性的战略造成一定的阻碍。

牵头部门一旦明确，须让关键利益相关方参与到政策制定和监管过程中。跨国企业可以分

享来自一线的经验和见解，协助制定更符合 CCUS 发展需求的政策。 

明确的政策指引和激励措施对推动行业发展和投资至为关键，而其缺位则加剧了 CCUS
监管框架的不确定性。尽管现有法律法规为 CCUS 示范项目提供了基本框架，但特定立

法的缺失降低了企业开展此类行动的积极性。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考虑通过立法和明确技

术要求，加速建立全面的 CCUS 监管框架。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不仅能减轻 CCUS 技术

企业的合规负担，还能增强投资者信心。通过指定具体部门主管 CCUS 工作以简化监管

流程，对保持政策一致性至关重要。 

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如涉及 CCUS 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地质利用、封存场地关

闭以及关闭后环境风险评估与监测等方面的条例，也为企业推进 CCUS 项目带来了额外



挑战。包括安全责任、二氧化碳供应保障以及碳信用市场不稳定性在内的种种不确定性放

大了投资风险，增加了 CCUS 行业在中国面临的障碍。 

中国监管部门可以借鉴美国 45Q 碳税抵免政策的做法，考虑引入减税、免税以及多元化

融资渠道等激励措施。仿效 45Q 基于绩效的方式，这些激励措施能显著降低 CCUS 成

本，减轻行业压力，并培育一个使 CCUS 应用更具商业可行性和吸引力的环境。 

推进中美 CCUS 合作 

中美两国合作开展 CCUS 试点项目为推动降碳提供了重大机遇。《阳光之乡声明》提到在

2030 年前两国各自推进至少五个 CCUS 大规模合作项目的承诺，凸显了中美合作行动的

潜力。 

尽管挑战依然存在——例如与可再生能源相比，CCUS 的边际成本更高——但高排放行业

为 CCUS 应用的大规模推广提供了独特的机遇。中美企业的合作可以解决经济可行性问

题，促进行业发展。 

以先进净零排放技术见长的美国企业希望将其技术能力拓展至中国，特别是在如广东、江

苏等制造业大省。CCUS 领域的地方合作将进一步推动行业发展，助力两国省、州的减碳

工作。此外，合作研发对培育创新和提高效率至关重要，这需要两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均

加强合作与知识交流项目。 

 

  

https://www.evainc.com/energy-blog/45q-the-carbon-capture-tax-credit/
https://www.state.gov/sunnylands-statement-on-enhancing-cooperation-to-address-the-climate-crisis/


第二章：废弃物与塑料循环利用 

中国在废弃物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方面的努力为绿色商业提供了重要机遇。最近一份

联合国报告指出，全球向循环型经济转型所做的努力有望在 2040 年内减少 80%的塑料污

染。报告同时指出，若一切如常，到 2060 年，塑料污染将增至目前的三倍。中国拥有世

界最大的塑料循环利用产业。2021 年，中国约 90 万人受雇于该行业，全国有 31%的塑

料废弃物得到回收利用，约 1900 万吨，其他 4000 万吨的塑料最终被填埋或焚烧。尽管

塑料循环利用等行业在中国已相对成熟，但挑战依然存在，如在食品级塑料方面的技术差

距。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是一种高强度轻型塑料，常用于饮料瓶。相较常规

PET，再生聚酯（rPET）可被多次重复使用，只是中国目前尚未批准将其用于食品包装。

此外，如铅酸电池等废弃物被归类为有害废弃物，需要更加昂贵的储存和运输措施。 

以下政策建议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废弃物和塑料循环利用： 

• 鼓励将 rPET 用于食品和饮料包装，将进一步提升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能力，加速向

可重复使用塑料的转型。在食品包装中使用再生塑料符合国际标准，并能减少碳排

放、能源利用以及塑料废弃物。 

• 与全球伙伴和电池制造商更紧密地合作，以加快电池循环回收利用体系的发展。

为确保安全处理有害化学物、减少电池的非法回收利用，需制定严格的规则并进行

尽职调查。 

• 鼓励政府和工商界合作探索解决方案，用有效的激励措施更好推动公众参与循环

利用。 

加速再生聚酯（rPET）塑料行动 

rPET 能多次重复使用，帮助减少塑料废弃物、碳排放和能源消耗，因此，建立清晰的

rPET 塑料政策指引对中国食品和饮料行业供应链减碳至关重要。尽管食品级 rPET 成本

高昂，跨国公司仍选择使用此种材料以减少废弃物和碳排放。通常，PET 瓶被再生成树

脂后，会被用于制作服装、鞋类和家具，且在使用仅仅一次后便被填埋。而 rPET 瓶在其

树脂被降级用于纺织品之前，可直接重新制作成新瓶 4 到 6 次，总计原塑料可得到 7 次

再利用。企业反映，对比原生 PET，将 rPET 用于食品和饮料包装可减少 63%的温室气体

排放以及 79%的能源消耗。 

虽然采用 rPET 对中国实现气候目标具有众多裨益，但是再生塑料目前尚未被批准应用于

食品和饮料行业。此外，阻碍 rPET 应用推广的另一个挑战是成本：相较于新材料，再生

材料的生产成本通常更高。会员企业指出，再生塑料瓶的成本比原生塑料瓶平均高出

30%。但其他类型的塑料，如聚丙烯（PP）和聚乙烯（PE），由于难以回收，往往以填埋

方式处理，跨国公司正在研发创新的化学和制造工艺，以实现对此类塑料污染物的再生利

用。但由于中国尚未针对该类技术建立标准，研发进展较为缓慢。 

https://science.caixin.com/2023-05-23/102058231.html
https://science.caixin.com/2023-05-23/102058231.html
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slwrzlzxd/202206/t20220625_1328705_ext.html
https://www.ndrc.gov.cn/xwdt/ztzl/slwrzlzxd/202206/t20220625_1328705_ext.html


引入与国际标准相协调的食品级再生塑料监管框架，是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一步。相

关部门应鼓励供应商充分利用已经开展 rPET 产品出口的本土厂商的技术专长，采用已获

批的再生技术，制造轻型塑料包装材料。对于已制定全球减碳目标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全

部使用可回收包装材料的跨国公司而言，可重复使用塑料得到政策推广颇为重要。 

加强电池相关的可持续规则 

中国的电池循环利用具有巨大的提升潜力，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

场，2022 年约占全球总销量的 60%。同年，尽管中国的动力电池预期回收目标为 75 万

吨，但据报道，仅有 28.5 万吨最终得到循环利用。动力电池回收除了面临数量快速增长

的挑战外，还面临未注册废品经销商和回收商大量存在的问题（市场份额已经占到整个动

力力电池回收市场的 15%），其往往会规避环境和安全标准，使该市场营商情况对外企

更加严峻，同样的问题也在影响传统车辆用铅酸电池的持证回收商。随着欧盟于 2023 年

出台电池相关法规，市场间的标准差异可能会阻碍中国电池出口商对欧盟的贸易。 

为应对上述挑战，中国政府应考虑与电池制造商、持证回收商以及国际伙伴合作，借鉴

2023 年 7 月颁布的《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又称《新电池法》），建立一个全面的

循环电池回收体系。欧盟《新电池法》设立了严格的标准以鼓励企业改进回收方式，并要

求其进行尽职调查以核实原材料的来源。这些要求对减少非法电池回收，确保循环利用过

程中安全处理铅、汞等有害材料至关重要。 

国务院近期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反映了中国正朝着上述方
向积极迈进。《意见》呼吁在动力电池管理中采用生产者回收目标责任制（EPR）的原
则。作为欧盟《新电池法》的基础和被普遍应用环境政策方针，EPR 使生产者承担产品
的社会经济成本，引导市场规范发展。 

鼓励公众参与 

目前，公众参与循环利用仍具挑战，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再生材料

的质量和安全存疑——消费者存在健康相关顾虑，投资者则担心声誉和市场风险。为此，

政府与工商界需要加强合作，就循环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再生性开展公共教育活

动。 

此外，中国消费者也较为缺乏参与循环利用的积极性。在此方面，美国的饮料容器押金法

值得借鉴：州政府与连锁零售店合作，对于回收的每个瓶子返还消费者 5 到 15 美分，给

予具有社会公益意识的消费者购物折扣。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与工商界之间更多的互动与沟

通，对制定可行的实施政策和公众激励措施至关重要。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v-outlook-2023/executive-summary
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3/07/11/chinas-official-electric-vehicle-battery-recyclers-fight-wildcat-workshop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3-12-20/recycling-spent-batteries-is-china-s-next-big-electric-car-challenge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PE-2-2023-INIT/en/pdf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2/content_6931080.htm
https://doi.org/10.1016/j.dibe.2022.100107


 

第三章：甲烷 

2022 年，中国的甲烷排放量约占全球的 16%，但中国在国家层面减少甲烷和其他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仍处于起步阶段。2023 年 11 月，中国印发了首部全国性《甲

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同月，中美两国同意将所有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纳入到 2035 年国

家自主贡献中。 

鉴于短期内甲烷对全球变暖构成的风险高于二氧化碳，相关部门需着手解决甲烷减排目前

仍面临的障碍。这既包括中国对煤炭能源的持续依赖，又涉及中国公众对甲烷排放的危害

认知不足。 

以下政策建议有助减少中国的甲烷排放： 

• 制定清晰的政府利益相关者图谱：鉴于甲烷排放的复杂性以及企业对中国总体排

放情况的把握不足，制定清晰的政府利益相关者图谱会帮助企业为即将出台的甲烷

治理规则做好准备。 

• 制定全面框架以解决废弃煤矿的甲烷排放问题：由于中国仍然依赖煤炭能源，解

决废弃煤矿的甲烷排放有助于在不影响中国的能源供应的情况下达到减排的目的。 

• 将甲烷纳入碳市场，特别是碳抵消市场，可激励中国各参与方解决甲烷排放问

题。 

• 推进中美多领域合作：绿色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废弃物和农业领域有极大的甲

烷减排潜力，中美应加强合作。 

明确《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工作重点 

中国的《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标志已初步建立全国性的甲烷治理
框架。尽管《行动方案》要求加快构建监管、标准和政策体系，但一些关键领域仍有待明
确或完善，如具体的甲烷减排目标、农业领域甲烷排放的应对计划，以及在指定生态环境
部作为牵头部门外，其他部门的责任划分等。明确政府利益相关方图谱，有助企业为即将
出台的甲烷治理细则做好准备。 

《行动方案》强调要加强建设甲烷排放的监测、核算、报告和核查体系。中国官方发布的

甲烷排放数据仍停留在 2014 年，相关行动因此亟需加速推进。建立健全监测体系不仅有

助实现减排目标，也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以美国为例，其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每年创造约

8.5 万个甲烷减排相关的就业机会。考虑到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和地理多样性，正在兴起

的甲烷监测体系将对就业带来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 

处置废弃煤矿甲烷排放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311/t20231107_1055437.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311/t20231107_1055437.html
https://energy.ec.europa.eu/topics/oil-gas-and-coal/methane-emissions_en
https://cgs.umd.edu/research-impact/publications/roadmap-us-china-methane-collaboration-methane-emissions-mitigation
https://cgs.umd.edu/research-impact/publications/roadmap-us-china-methane-collaboration-methane-emissions-mitigation


中国对煤炭的严重依赖为甲烷减排带来严峻挑战。2022 年，中国的煤炭消耗已超过全球

其他国家总和。煤电占中国发电量的 60%，煤炭相关排放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的 70%。

相对于美国与欧盟能源行业的甲烷排放主要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中国 90%的甲烷

排放源自煤矿开采，这其中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从通风和排水系统逸出的甲烷，这对

矿井安全亦至关重要。 

要在短期内减少煤炭相关的甲烷排放，又不影响中国的能源结构，减少废弃煤矿甲烷
（AMM）是条有效的途径。目前，中国的《行动方案》还缺少应对废弃煤矿甲烷的全面
政策框架。在“十四五”规划下，煤矿关停将导致废弃煤矿甲烷排放上升，因此迫切需要
有关矿井尾期治理的准确数据和相应监管标准。建立相关的监管框架将不仅有助于推动甲
烷减排，还能提升煤矿甲烷（CMM）资源化利用率，符合《行动计划》中提及的“到
2025 年，煤矿瓦斯年利用量达到 60 亿立方米”的目标。 

此外，作为常规安全措施的通风和排水系统也是煤矿甲烷排放的重要来源，我委员会支持

中国修订煤矿安全法规和标准，并呼吁政府加快此计划，提高煤矿瓦斯的利用率不仅有助

减排，还能预防煤矿开采伤亡事故的发生。 

试点可持续农业 

《行动计划》特别强调了农业领域甲烷减排的三个重点领域：水稻种植、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以及肠内发酵减量化相关试点项目。国际合作以及与不同部门的利益相关方合作开展
示范项目，将有助推进相关领域甲烷减排进展。目前，美国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监管部
门和商业领袖在农业领域甲烷减排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与之加强合
作将有助于交流学习。 

将甲烷纳入碳交易市场 

将甲烷纳入碳市场，特别是碳抵消市场，可以激励中国各参与方共同应对甲烷减排。该方

式有助解决甲烷排放定价这一挑战，尤其是针对水稻种植和畜禽养殖环节。这其中的关键

在于为甲烷减排项目核发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信用额度建立明确的标准，自

2017 年 CCER 搁置以后，中国一直没有甲烷排放的碳市场替代品，将甲烷项目相关标准

纳入近期重启的 CCER，将激励工商界增加投入支持更多甲烷减排行动。 

深化中美甲烷领域合作 

为加快甲烷减排，我委员会建议中国政府就甲烷减排规则和技术同国际领导者——例如美

国环境保护署（EPA）、国际能源署（IEA）以及在石油和天然气、煤炭开采等行业的领先

美国企业——进行实情调查，与这些利益相关方合作可促进知识交流，推广最佳实践。 

中美两国在甲烷减排领域合作潜力巨大。 

• 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美国和欧盟联合发起了“全球甲烷

承诺”，甲烷减排也已成为中美气候对话的一项重点议题。中国近期承诺在其 2035
年国家自主贡献中加入甲烷减排目标，这也凸显了国际合作对实现全球气候目标越

发重要。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23
http://www.igdp.cn/wp-content/uploads/2022/11/2022-11-22-IGDP-Policy-Brief-EN-Methane-Reduction-in-Coal-Mines-in-China.pdf
http://www.igdp.cn/wp-content/uploads/2022/11/2022-11-22-IGDP-Policy-Brief-EN-Methane-Reduction-in-Coal-Mines-in-China.pdf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ac38d8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methane-tracker-2023/strategies-to-reduce-emissions-from-coal-supply


• 近期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的法规体现出美方在甲烷逸散检测、创新监测技术以及高

排放装备标准等方面的专长。这些经验也将为两国创造互利合作的机遇。 
• 国际能源署指出，利用现有技术可在 2030 年前实现全球油气相关甲烷排放大幅减

少。在此之上，由中美的行业领头企业分享最佳实践，如逐步淘汰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中的常规坑口燃烧，能进一步加强甲烷减排领域的双边合作。中美两国在绿色煤

炭、石油和天然气、废弃物以及农业等领域拥有广阔的甲烷减排合作空间。 
 

  

https://www.epa.gov/newsreleases/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finalizes-standards-slash-methane-pollution-combat-climate
https://www.iea.org/news/methane-emissions-remained-stubbornly-high-in-2022-even-as-soaring-energy-prices-made-actions-to-reduce-them-cheaper-than-ever
https://cgs.umd.edu/research-impact/publications/roadmap-us-china-methane-collaboration-methane-emissions-mitigation


第四章：碳交易 

中国拥有全球覆盖碳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TS）作为

中国的强制碳市场，于 2021 年正式投入运营。全国碳市场纳入了 2200 多家发电企业，

每家企业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 2.6 万吨或以上。全国碳市场覆盖约 45 亿吨二氧化碳

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40%以上。全国碳市场采用的是基于排放强度的排放总量

限制方案，不同于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量控制交

易机制”（Cap-and-Trade Program）所实施的基于绝对上限的排放总量限制方案。 

全国碳市场正在稳步实现其初步目标，包括测试碳市场整体设计以及使所有参与方熟悉市

场规则。截止 2023 年底，碳排放配额的定价稳定在每吨二氧化碳 70 元左右，此前曾一

度达到每吨 80 元。 

 

（来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网站） 

虽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到碳市场是中国减碳行动中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但目前全国

碳市场的运行仍未达到理想水平，对中国减排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碳配额供给过剩、

行业覆盖范围有限、市场流动性不足等问题阻碍了中国碳市场发挥其全部潜力。 
 
以下政策建议将有助于完善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制度： 

• 透明的规划：这对企业制定战略的能力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应与企业展开谘

商，制定可行的扩容时间表。 
• 采用严格的排放基准：这种类似欧盟碳市场的做法可以激励效率提升，同时避免

因免费分配而引起的配额供给过剩问题。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publications-policy-china-launches-worlds-largest-carbon-market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ets/china-national-ets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5/ASPI_ClimateETS_Capsetting_issuepaper_Final_March%2031_2023.pdf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cap-setting
https://www.gov.cn/govweb/lianbo/bumen/202310/content_6912408.htm
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china-carbon-market-turns-two-how-has-it-performed/


• 纳入更多市场参与者：引入复杂的金融工具可以释放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巨大潜

能。明确增值税相关规定对简化碳市场交易流程至关重要。 
• 加强与美国及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沟通协调：随着国际上关于碳定价体系的讨论

取得进展，中国须加强国际互动与交流。 

提供清晰的全国碳市场发展路线图 

清晰传达碳市场扩容计划的覆盖范围对全国碳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既能帮助企业提前

做好准备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合规方面的风险，又能提升中国碳定价体系的国际认可度。

虽然中国已宣布会于 2025 年前将八个能源密集型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但由于该扩容时

间表暂未公布，企业无从得知具体落实细节。受访企业呼吁相关部门制定并公开透明、清

晰的碳市场扩容路线图，以便据此制定商业战略。政策制定者应与企业开展咨询沟通会，

收集行业意见，并制定出切实可行、成本效益高、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时间表。 

改进碳配额的分配方案 

目前，碳排放配额基于排放强度基准进行免费分配，带来全国碳市场配额供给过剩。由于

碳排放基准值设定高于实际能耗水平，导致纳管企业获得的配额盈余，交易价格明显低于

欧盟碳市场的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要有效减少中国的碳排放，碳配额的价格

需达到约 50 美元/吨二氧化碳的水平。 

为确保减排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及欧盟碳市场都优先选取高效能企业作

为标杆，以制定严格的基准。例如，欧盟碳市场根据行业内前 10%的高效能企业排放强

度来制定全行业的相关基准，并配套设置反映技术进步的更新机制。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可

以借鉴采用类似方法，制定能切实激励各行业提升能效的基准。 

加速发展中国的碳金融市场 

中国碳市场有潜力吸引外商投资。然而，尽管外国金融机构明确表示了兴趣，但由于市场

参与者有限、缺乏衍生品等金融产品所导致的流动性不足，其进入中国碳市场的渠道仍然

受限。为鼓励碳市场交易，中国应向外国碳交易商和机构投资者开放全国碳市场。 

此外，全国碳市场还应引入多元化的金融交易工具，包括掉期和期权等。例如，金融衍生

品市场可以在促进价格发现和资源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发展类似大宗商品期货

市场的碳期货市场可以增强全国碳市场的金融属性。 

在处理碳排放权资产增值税问题时，中国各地的税务部门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的方式。受

访企业呼吁国家税务总局就碳排放权资产增值税明确相关法规，提供实务指引并出台优惠

政策，以简化流程，降低风险，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激励措施。 

加强碳定价方面的国际合作 

http://www.ncsc.org.cn/SY/tpfqjy/202003/t20200319_769748.shtml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ets/china-national-et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new-national-carbon-trading-market-between-promise-and-pessimism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system/files/document/ICAP_post-Florence_Benchmarking_update_final_UPDATED.pdf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free-allocation/allocation-industrial-installations_e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climate-change/reform-eu-ets/


随着国际上对于碳定价体系的讨论取得进展，中国在加强与美国及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沟

通也变得愈发重要，尤其是在美国与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对于利用碳关税来解决碳泄漏问题

的看法日趋一致这一背景下。 

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的通过进一步凸显了碳定价体系国际沟通的迫切性，因其

将显著影响 CBAM 涵盖行业内的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竞争力。作为回应，中国应加快发

展碳市场，对全国碳市场进行扩容，并建立有效的碳定价体系，以应对 CBAM 对中国出

口商的合规要求。这还将为中国创造推动创新的新机遇，并鼓励对新兴清洁能源技术的投

资。 

为促进全国碳市场在建设过程中的技术知识交流和相互理解，中国应建立双边和（或）多

边协调机制，加强在碳市场建设上的合作与沟通，并与国际碳足迹标准保持一致。 

  

https://archive.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3/en/ch11s11-7-2.html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vironment/eu-launches-first-phase-worlds-first-carbon-border-tariff-2023-09-30/


总结 

本篇工作报告汇集了多家深耕中国减碳事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员企业的共识和建

议。每家企业在践行减碳目标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不同的技术挑战、监管障碍、成本不断增

长等限制。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企业的共同愿景是与中美两国政府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共

同探寻并落实有意义的气候解决方案。 

在构建低碳技术、碳市场和循环经济相关监管框架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工商界的专业

知识和经验这一宝贵资源。允许跨国公司通过政策对话等平台来贡献其专业知识，将加快

包括《阳光之乡声明》在内的中美政府间交流成果的推进与落实。 

作为一家通过以结果导向的务实沟通扩大中美经贸关系的机构，我委员会将致力于构筑中

美两国政府中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和美国工商界间的桥梁，推动中美双边在气候变化上的行

动，惠及两国经济、民众乃至全球。 

我委员会将持续寻求调研机会，组织专家圆桌会，促进技术知识交流，发布报告并组织系

列活动，推动中美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合作。未来可探讨的议题可能包括氢能、液化天然

气、能源效率、地方合作、全球价值链减碳、生物燃料以及绿色电力交易市场等众多领

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