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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一辆贴着“囍”的

电动大巴等候在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站地铁出口。车内，司仪阿

明正仔细核对每一个细节———

电子请柬、二次利用的婚礼花、

再生纸制作的海报……一场别

开生面的“碳中和”主题婚礼即

将举行。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随着环

保意识的增强，“碳中和”婚礼在

深圳逐渐兴起。有的新人与宾客

一同骑行共享单车前往婚礼现

场，用低碳出行的方式为地球减

负；有的新人采用电子请柬和循

环利用的物料，倡导节约资源。

多家婚庆公司推出了减碳婚礼

服务，以满足新人对环保与浪漫

并重的需求。

婚礼减排成时尚

据业内人士介绍，“碳中和”

婚礼是指婚礼过程中将直接或

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通过采取系列节能

减排措施来抵消，实现婚礼“碳

中和”状态。

近日，深圳市大鹏新区玫瑰

庄园婚礼基地的一栋玻璃房子

里，一对新人正宣读誓词、缔结

良缘。仪式过后，他们将写有誓

词的可降解纸卡与一颗植物种

子一同植入草坪，等待来年他们

的爱情之树发芽。

与此同时，后厨内四位厨师

正准备着一场素食盛宴。伴手礼

同样别具匠心，用玻璃罐和木塞

代替了传统的纸盒包装，喜糖也

被替换成了不含塑料包装的坚

果果干类零食。

新娘陈女士说，为了减少用

电，她将婚礼安排在日照充足的

户外进行；又特意选电动大巴作

为交通工具。“我们这次为了最大

程度减碳，基本上考虑到了每个

细节，比如用电子请柬、再生纸海

报、非一次性餐具、全仿真装饰花

等。”她告诉记者，通过碳普惠小

程序初步测算，如果不减排，婚礼

将产生 4397.43千克碳排放量；采
取各种减排措施后，产生 2249.4
千克碳排放量。她又通过购买一

家企业的堆肥项目，对这部分碳

排放进行“碳中和”抵消。

不坐婚车骑单车

据记者初步调查，目前深圳

有 10余家婚庆公司在户外创新
设置了用四面玻璃装饰的礼堂，

并推出了减碳婚礼服务。

一家婚庆公司的顾问告诉记

者，他不久前承办的首场“碳中和”

婚礼，新娘是一位深圳环保工作

者。这场婚礼没有用奢华的婚车，

新人是骑共享单车到婚礼现场的。

“这一幕不仅温馨浪漫，也是深圳

人低碳环保的很好体现。”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可持续发展规划部工程师关

键向记者表示，“碳中和”婚礼是

碳足迹抵消的一种创新形式，可

有效减少婚礼前后的碳排放，是

市民践行低碳理念的有益尝试。

渊据叶深圳晚报曳冤

爱彼此也爱自然 深圳兴起野碳中和冶婚礼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

际研究院副院长、中财绿指首席

经济学家施懿宸在接受采访时

认为，当前碳市场仍存在碳价较

低、纳入主体有限、分配与交易

机制尚不成熟等问题。

从新政有效落地的角度，施

懿宸认为，要从国家和重点排放

单位两大主体着手，分阶段、有

重点地循序渐进推进新增行业

稳步提升碳排放权交易与碳排

放管理能力。国家层面制定明确

的核算报告和核查技术规范是

关键；重点排放单位方面，要注

重碳资产管理能力建设，加强能

源统计与监测工作，不断提高碳

排放核算报告质量。他预期，新

政将进一步提升全国碳市场交

易活跃度，缓解扎堆交易的问

题，短期内有望呈现“量价齐升”

态势。

当前碳市场碳价较低
纳入主体有限

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核

心政策工具之一，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场”）

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开市，
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

市场的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

超过 2000家。截至 2024年 6月
底，碳市场累计成交量 4.65 亿
吨，成交额约 270亿元。

不过，在施懿宸看来，当前

的碳市场仍存在不少问题，包

括：碳价较低（远低于实现《巴黎

协定》温控目标所需的 40 美元/

吨~80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的
碳价水平）、纳入主体有限（大部

分高排放行业和金融机构尚不

可参与交易）、分配与交易机制

尚不成熟（如尚未启动拍卖交易

机制）、风险对冲手段尚未放开

（如尚未纳入碳期权、碳期货等

碳衍生品交易）、碳数据精确度

仍显不足（排放因子和消耗量统

计数据存在误差）、交易活跃度

不高（以履约为目的的扎堆交

易）等多重现状，短期内碳市场

对企业自主减排与金融机构参

与的激励仍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体现了碳

市场扩容的重要性。据报道，首

轮碳市场扩容后全国碳市场覆

盖排放量占比达到约 60%，重点
排放单位新增约 1500 家，覆盖
排放量新增加约 30亿吨。

施懿宸表示，首轮碳市场扩

容有两点重大意义。首先，是市

场活跃度有望提高，市场价格发

现功能有望进一步释放，有利于

降低全社会碳减排成本，推动相

关产业转型升级；其次是体现出

我国坚持完善全国碳市场交易

体制建设，以及将全国碳市场作

为碳排放管理的关键政策工具，

推动“双碳”目标加速实现的坚

定决心。

三大行业纳入条件成熟
有望提高碳价

和其他高排放行业相比，首

轮扩容为什么选择了水泥、钢

铁、电解铝三大行业？

据报道，目前水泥行业碳排

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9%。钢铁行业是中国碳排放量最
高的制造行业，其碳排放量约占

中国碳排放总量的 15%。电解铝
行业也是中国工业领域能源消

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重点行业，

能耗及碳排放总量占有色金属

行业的 70%以上。
对于这个问题，《方案》给出

了详细解释。生态环境部通过深

入调研，综合考虑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要求、产业发展情况、减污

降碳贡献、数据质量基础、应对

国际碳壁垒等因素，对钢铁、建

材、有色金属、石化、化工、造纸

和航空等重点行业纳入碳市场

的成熟程度进行全面评估，科学

确定了各行业纳入市场的时间

表、路线图。根据评估结果，建材

（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电解

铝）行业基础条件成熟。

施懿宸总结道：“相较于其他

高排放行业，水泥、钢铁和电解铝

行业在行业减排的迫切性、能否

统筹减污和降碳、数据质量的基

础，以及行业边际减排成本等指

标方面，更具优势，其纳入全国碳

市场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对于本次新政，碳价和企业

出口是受影响较大的两个方面。

“首先是提高碳价水平。扩容

后重点排放单位新增约 1500家，
这将有效提高碳市场活跃度，而

行业异质性的增强有利于丰富市

场风险偏好，从而通过个体减排

成本差异形成合理碳价，充分发

挥碳价发现机制。”施懿宸说，“其

次，有利于减轻碳关税机制背景

下相关行业企业出口负担。”

根据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过渡期要求，将对钢铁、
铝业、水泥、化肥、电力、有机化

学、塑料、氢和氨等行业的进口产

品实行碳关税。此次钢铁、水泥和

电解铝三个行业被纳入全国碳市

场能够通过减小碳价差，降低其

出口产品的 CBAM碳关税费用，
从而减轻企业出口压力。

分阶段推进新增行业
短期有望野量价齐升冶

从新政有效落地的角度，施

懿宸认为要从两大主体着手，分

阶段、有重点地循序渐进推进新

增行业，稳步提升碳排放权交易

与碳排放管理能力。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方面要

制定明确的核算报告和核查技术

规范，强化数据质量审核与排放

报告核查力度，通过提升能源平

衡表编制水平、制定权威的排放

因子系数等方式提高碳核算精

度，切实提高排放数据核算、监测

与报告质量；另一方面要配套出

台产业、财政、金融等相关政策，

为重点企业自主开展转型升级提

供技术、资金等保障措施。

从重点排放单位来看，要加

快推动产能结构优化，通过增加

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加快生产设

备更新改造、优化生产流程运营

管理等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要注重碳

资产管理能力建设，加强能源统

计与监测工作，不断提高碳排放

核算报告质量。

“展望未来，我国势必将进

一步加强碳市场建设，稳步扩大

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

方式，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市场，碳价水平有望进一

步提升。”施懿宸说。

具体来看，基于《2023、2024
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发电行

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全国

碳市场发电行业由两年一履约

变成一年一履约（与钢铁、水泥、

电解铝行业一致），这将进一步

提升全国碳市场交易活跃度，缓

解扎堆交易的问题，短期内有望

呈现“量价齐升”态势。

在行业扩容方面，根据此前

生态环境部的表态，将坚持“成

熟一个、纳入一个”的原则，预计

未来两到三年内，将逐步有序地

将有色金属、石化、化工、造纸和

航空等其他重点行业纳入全国

碳市场。 渊据叶每日经济新闻曳冤

全国碳市场迎来首轮扩容

三大行业纳入袁短期有望野量价齐升冶
9 月 9日，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发布关于公

开征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行

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方案》）意见的函。

《方案》明确 2024年作为水

泥、钢铁、电解铝行业首个管

控年度，2025 年底前完成首

次履约工作。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