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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和监管动向 

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六部门：《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内蒙古工信厅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六部门关于

推动能源电子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该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实现能源电子产业经济初具规模，“光储端信”协调发展。光伏及新型储能产品

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晶硅材料生产规模占全国的 40%以上，太阳能电池组件产

能达到可以满足 80%以上本地建设需求，新能源装备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并网

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大幅提升；氢能供给能力得到有效保障。（查看更多） 

自然资源部集中公开约谈 2023 年督察发现的 9 个违法违规问题突出地市 

据通报，2023 年 9 月 15 日，受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委托，国家自然资源专职副

总督察在北京集中约谈 2023 年督察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的河北省石家庄市、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浙江省温州市、安徽省滁州市、山东省临沂市、广西壮族

自治区河池市、贵州省黔西南州、云南省昆明市、甘肃省兰州市等 9 个市(州)人

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面对面指出督察发现的突出问题，提出严肃批评，明确

整改要求，督促地方政府压实责任，加大整改查处力度，坚决遏制耕地违法行

为，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查看更多）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 

2023 年 9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

(试行)》。该文件是首部国家层面指导现货市场设计及运行的规则，将会加快

电力市场化进程，有助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文件指出，电力现货市场是指负

荷准入条件的经营主体开展日前、日内和实时电能量交易的市场。电力现货市

场通过竞争形成体现时空价值的市场出清价格，并配套开展调频、备用等辅助

服务交易。所称市场成员包括经营主体、电网企业和市场运营机构。经营主体

包括各类型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含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售电公司和新型

经营主体(含分布式发电、负荷聚合商、储能和虚拟电厂等)。（查看更多） 

生态环境部：关于公开征求《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意见

的通知 

2023 年 9 月 15 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主持召开部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管理办法》

是规定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基本框架的统领性文件，对于市场启动和运行具有重

要意义。会议同时要求：要抓紧完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及时发布项

https://news.solarbe.com/202309/15/371882.html
https://news.solarbe.com/202309/17/371927.html
https://news.solarbe.com/202309/18/371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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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设计与实施规范、项目审定与核查规则、注册登记和交易规则等配套管理制

度。要妥善做好项目方法学发布工作，先行择优发布一批社会期待高、技术争

议小、数据质量有保障、社会和生态效益兼具的项目方法学，在市场实现稳起

步、稳运行后，逐步扩大自愿减排市场支持领域，强化市场功能。要加快推进

注册登记机构组建，建设和运行好注册登记系统。（查看更多）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平

等参与企业招标投标活动的指导意见》 

2023 年 9 月 19 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支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平等参与企业招标投标活动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招标投标活动要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文

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商，不得套用特定生产供应商的条件设

定投标人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不得变相设置不合理条件或歧视性条款，限

制或排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参与投标。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参与

招标投标活动，仅需提交首台(套)相关证明材料，即视同满足市场占有率、应

用业绩等要求。评标办法应明确重大技术装备不得在境外远程操控，在中国境

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对于已投保的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一般不再收取质量保证金。（查看更多） 

河北省：《河北省新能源发展促进条例》 

2023 年 2023 年 9 月 21 日，《河北省新能源发展促进条例》（“《条例》”）经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 2023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通过立法形式，河北省进一步明确新能源发展坚持生态优先，

遵循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系统衔接、综合利用的原则，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多元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该条例是河北省开展创制性立法的重要成果，

对河北加快建设新型能源强省，构建稳定可靠、多能互补的能源格局，具有重

要意义。（查看更多） 

广东省能源局：《广东省可再生能源 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9 月 21 日，广东省能源局就《广东省可再生能源交易规则(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该文件要点包括：1、分布式光伏(企业/自然人)也将参与绿电交

易；2、明确了参与绿电交易的前提；3、分布式项目参与绿电交易的账号注册

信息；4、绿电交易的价格范畴。（查看更多）  

https://news.solarbe.com/202309/19/371994.html
https://news.solarbe.com/202309/19/372007.html
https://news.solarbe.com/202309/25/372177.html
https://news.solarbe.com/202309/25/372187.html


新能源专刊 | 2023 年 9 月上 

4 

行业资讯 

河南发布 3.4GW 市场化风光项目 

2023年年 9月 24日，河南省发改委发布《2023年首批市场化并网风电、光伏发

电项目开发方案的通知》（“《通知》”）。《通知》指出，本次印发项目共计

340.1万千瓦，其中风电共计 310万千瓦、光伏共计 23万千瓦、分布式光伏共计

7.14 万千瓦。上述风电、光伏项目，除分布式光伏外，需进行火电灵活性改造

及配置电化学储能，其中配置电化学储能的比例分布在 35%-55%，2h 之间。本

批次储能总规模达到了 149.25 万千瓦/298.5 万千瓦时(1.49GW/2.98GWh)。 

（查看更多） 

上海浦东新区：BIPV 补贴 1 元/W，单项目不超 500 万 

2023 年 9 月 20 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浦东新区 2023 年第

二批光伏发电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在申报范围内的项目，按照装机容量

给予补贴，补贴 0.40 元/瓦(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光伏组件作为建筑构件)的项目，

补贴标准为 1 元/瓦)，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申报范围：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在浦东新区范围内投资建成并网的单个装机容量

不低于 200 千瓦(公共机构装机容量不低于 50 千瓦)的光伏发电项目(临港地区实

施的项目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根据新片区相关政策另行组织申报)。（查看更多） 

总投资 50 亿元，四川简阳 7GWH 储能锂电池项目将于年内投产 

总投资 50 亿元的成都玉能科技“7GWH 储能及消费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进度

条持续拉满，作为成都市又一大型新能源项目，该项目投产后，将成为简阳市

第一家锂电生产企业，在赋能简阳市轻型工业化的同时为成都新能源新材料产

业建圈强链注入新动能。（查看更多） 

新疆单体最大光伏基地并网发电 

2023 年 9 月 19 日，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35 千伏华电夏孜盖光伏二

电站反送电成功，标志着塔城风光火储多能互补项目整体完成送电，填补了塔

城地区无新能源大型综合基地的空白，华电新疆塔城多能互补基地 100 万千瓦

光伏发电项目全部投入生产。（查看更多） 

国内首个氢燃料电池工业车辆碳核算项目启动 

2023 年 9 月 20 日，在第十六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

械展览与技术交流会上，国内首个氢燃料电池工业车辆碳排放核算项目正式启

https://news.solarbe.com/202309/25/372188.html
https://news.solarbe.com/202309/21/372094.html
http://sc.people.com.cn/n2/2023/0922/c345167-40581481.html
https://www.ts.cn/zxpd/xy/202309/t20230922_162588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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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该项目旨在为氢燃料电池工业车辆的碳排放交易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助力氢燃料电池工业车辆的发展。（查看更多） 

香港启用首个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中华电力香港公司（CLP Power Hong Kong）与香港电灯有限公司（Hongkong 

Electric Co.,）开始营运首个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有助于稳定燃料供应。该

等液化天然气将供应给中华电力的 Black Point 发电厂及港灯的南丫岛发电厂。

（查看更多） 

河北发布 12 项氢能产业创新应用场景 

2023 年 9 月 21 日，河北省科技厅、张家口市政府联合举办河北省氢能产业创新

应用场景专场发布会。省科技厅梯次推进机器人产业、国资委监管企业有关行

业和重点区域的场景征集发布工作，持续组织供需对接，并大力吸引金融等要

素资源支持场景建设。此次发布会首次从场景业主方和技术提供方两个维度，

发布了 12 项应用场景，覆盖氢能全产业链，将场景打造和科技招商结合起来，

促进一批氢能行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在我省首试首用、催生一批高成长性科技企

业。（查看更多） 

总投资 125 亿元 铜梁 16 个项目集中开竣工 

2023 年 9 月 20 日，重庆市举办 2023 年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暨投产活动。

铜梁区作为分会场之一，本次有竣工项目 8 个，开工项目 8 个，主要为新型储

能产业链项目，总投资 125 亿元。（查看更多） 

全球首个氢交易所将落户德国 

2023年 9月 18日参考消息报道称，德国计划在 2024年开设全球首个氢交易所。

德国的氢交易市场将由钢铁巨头安赛乐米塔尔公司、金融巨头巴黎银行等 50 多

家欧洲企业组成的Hintco负责运营。运营系统将由欧洲能源交易所(EEX)提供。

氢燃烧时不会排放温室气体，因而作为一种脱碳能源备受期待，但其目前生产

成本居高不下。氢交易所的开设有望增加交易量、拉低价格，带动氢能源普及。 

（查看更多）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00839.html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00836.html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00835.html
https://cq.cnr.cn/cq/20230921/t20230921_526428004.shtml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00647.html


新能源专刊 | 2023 年 9 月上 

6 

植德观点 

植德观点 

CCER 重启在即，为碳市场交易注入强心剂 

作者：郑筱卉、王浩然 

 

一、 前言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简称“CCER”）

是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

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

体减排量。超出排放限额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购买 CCER 弥补超额部分，用于

配额的清缴，抵销企业部分超额排放量，促成企业实现履约。因此，CCER 交

易市场，不仅可以对强制性碳交易市场形成有益补充，还有利于最大范围地调

动全社会力量减排。自 2017年暂缓备案至今，特别是 2021年 7月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之后，关于重启 CCER 的信息便层出不穷。 

2023 年 7 月 7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

法（试行）》（“《管理办法》”）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2023 年 9

月 15 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主持召开部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管理办

法》。自此，重启 CCER 基本已经确定。本文拟对 CCER 的发展沿革以及《管

理办法》中的重点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 

二、 CCER 发展沿革 

1. 第一阶段（2005 年-2012 年）：CCER 出台前阶段 

1997年 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

在日本京都通过，中国于 1998年 5月签署并于 2002年 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京

都议定书制定了三种碳交易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京都议

定书》相关发达国家通过资金支持或者技术援助等形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开发与合作，取得相应的减排量。该等减排量被核实认

证后，成为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可用于发达国家履约。 

因此，在上述机制下，我国为加强对 CDM 项目活动的有效管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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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M 项目有序进行，2004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出

台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同年 6 月 30 日生效）；2005 年

10 月，为适应当时工作实际，出台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2005）》。自 2005 年开始，中国作为卖方积极参与 CDM 项目，活跃于国际

碳交易市场。 

2. 第二阶段（2013 年-2017 年）：CCER 进入交易阶段 

在欧盟限制 CDM 项目的背景下，我国积极推进建立并实施 CCER 交易制

度。2012 年 6 月 13 日，发改委出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原办法”），并建立国内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标志着我国 CCER 正式启动。

2014 年首批 CCER 备案完成；2015 年发改委上线“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

CCER 进入交易阶段。 

3. 第三阶段（2018 年-2020 年）：CCER 备案中止 

CCER 交易运行两年后，由于施行过程中存在减排量交易小、个别项目不

够规范等问题，发改委暂停了对 CCER 项目的备案。暂缓受理不影响已备案的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和减排量在国家登记簿登记，也不影响已备案的 CCER

参与交易。2018 年 5 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宣布，国

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平台（CCER注册登记系统）恢复上线运行，受理 CCER

交易注册登记业务，存量 CCER 交易重启，市场已逐渐进入恢复期。由于新规

仍未出台，CCER 增量项目备案申请仍然处于停滞状态。 

4. 第四阶段（2021 年至今）：碳交易体系逐渐完善，CCER 重启 

自“双碳”战略目标提出后，我国碳交易市场建立的进程按下快门键，

2021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制定并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碳权交易办法”）及其各项配套细则。根据碳权交易办法的规

定，“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

抵销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在此背景下，《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的出台，意味着 CCER 即将重启。 

三、 《管理办法》中的重点内容 

1. 基本原则 

《管理办法》中提到，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应当具备真实性、唯一性和

额外性，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应当可测量、可追溯、可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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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CER 交易机制而言，真实性是基础，唯一性和额外性是 CCER 交易

核心的内在要求。《管理办法》中制定的相关审定与核查制度、项目公示制度、

监督管理制度、原始记录保存要求以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均旨在通过建立可测

量、可追溯及可核查的制度和手段来保障相关项目减排量的真实性、唯一性与

额外性。 

2. 主要交易主体 

《管理办法》对可以参与 CCER 交易的主体进行了规定，我国境内登记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活动，申请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

目和减排量的登记。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可以依据本

办法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 

就法人主体而言，主要分为负有强制性减排法律义务的企业和自愿进行碳

排放抵销的企业。前者受限于监管规定，将构成 CCER 的主要需求方；而随着

国家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后者出于体现企业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塑造负责

任的企业形象的考虑，也将会成为重要的需求方。 

3. 主要监管/服务主体 

《管理办法》对 CCER 交易所涉及的主要监管部门，以及交易、登记、审

核等各个服务的提供主体作出了规定。 

生态环境部及其下辖省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CCER 市场建立、管

理、实施和监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从事

CCER 项目审定与核查的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建立统一的

CCER 注册登记机构、交易机构，并组织建设 CCER 登记及交易系统。北京绿

色交易所将作为 CCER 交易中心，是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 

4. CCER 项目准入要求 

关于时间要求：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项目开工建设应为 CCER 交易

机制实施（2012 年 6 月 13 日）之后；减排量的产生时间应为中国提出“双碳”目

标（2020 年 9 月 22 日）之后；申请登记的减排量需要在项目申请登记之日前 5

年以内产生。《管理办法》中提到，“2017 年 3 月 14 日前已经获得备案的减排

量，由注册登记机构在注册登记系统中继续予以登记，并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使用”。意味着此前已申请备案的 CCER 项目仍可继续参与交易，但其具体认

定和处理，仍待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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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范围要求：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应当来

自于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有利于减碳增汇的领域，

能够避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实现温室气体的清除。相较于原办法中以

是否采用经备案的方法学开发、是否批准作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等作为判断自

愿减排项目范围的标准而言，《管理办法》则更为准确。 

5. 项目审定与登记以及减排量核查与登记的流程 

(1) 项目审定与登记流程 

在明确符合准入要求的基础上，首先项目业主应按照方法学设计项目，并

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对项目进行审定。之后，项目业主通过注册登记系统对

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期满且审定与核查机构出具审定报告后，项目业主可以向

注册登记机构申请项目登记。注册登记机构对项目业主提交材料的完整性、规

范性进行审核，予以登记的项目应公开项目登记情况以及项目业主提交的材料。 

(2) 减排量核查与登记流程 

在明确符合准入要求的基础上，项目业主应按照相应方法学编制减排量核

算报告，并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机构对减排量进行核查。申请减排量登记前，

项目业主应当通过注册登记系统公示减排量核算报告。审定与核查机构出具核

查报告后，项目业主可以向注册登记机构申请减排量登记。 

6. CCER 交易 

    《管理办法》明确，交易主体应当通过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可以采取协议转

让、单向竞价、挂牌点选及其他符合规定的交易方式。针对各交易方式的具体

交易流程，则应遵循各碳交易市场的相关规则。 

四、 结语 

CCER 是我国自愿减排市场的核心碳金融产品，既可以满足强制减排主体

的碳配额需求，为自愿减排主体创造额外收益，还可以为金融机构、碳资产管

理机构、第三方咨询机构等市场主体参与国内碳市场提供参与工具，对完善我

国碳交易市场机制，促进碳交易市场活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CCER 交易体

系的正式落地，除制度层面不断完善外，还有待相应登记、核证等配套体系的

建立和完善。就目前看来，仍任务坚重。 

 



新能源专刊 | 2023 年 9 月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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