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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建设。国家级绿色交易所怎么建设？近期
重点有哪些？如何助推绿色发展？
近日记者就相关话题专访了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进行权威解读。

他表示，北京绿色交易所将持续强化碳量化、碳定价、碳金融三大核心能力，积极
建设全国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中心、双碳管理公共平台和国家级绿
色金融基础设施。近期，
将争取全国CCER交易机构尽早启动，
尽快推出相关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通州大运河畔，全新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
正蓄势待发。

绿色低碳发展

需要国家级市场化专业化平台

问：建设国家级绿色交易所，也就是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升级。请介绍下，此时推
进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建设，都有哪些考虑？

答：我们理解，此时推进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建设，是在新发展阶段下，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之一。

2020年9月，我国正式提出双碳目标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构建双碳“1+N”政
策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低碳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在全球范围内，约130
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新时期各国共同追求的重
要发展方向。

事实上早在2008年，北京市政府就批准设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作为国家主管部门
备案的首批中国自愿减排交易机构，陆续承担了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交易平台
、北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办理服务平台等职能，并为政府政策制定、行业标准
起草、企业发展咨询和社会绿色低碳能力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发展成为国内领先
的综合性环境权益交易和绿色低碳服务平台。

在上述背景下，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实现
双碳目标将会带来一场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市场化、专业
化平台，以服务绿色低碳发展为核心主题，服务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
、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的完善，服务包括碳减排量在内的各类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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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体系的健全，服务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局。

另一方面，国务院明确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全球绿色金
融和可持
续金融中心，为国
家级绿色交易所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发
展环境。
深耕绿色低碳领域15年，北京绿色交易所自身积累形成了独特的专业优势、平台优
势，具备了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的基础条件。

问：建设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具体要做什么？

答：《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即国发〔2021〕15号
文明确提出“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在承担全国自愿减排等碳交易中心功能的基础上
，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建设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这为
北京绿色交易所明确了功能定位、指明了发展方向。

下一步，北京绿色交易所将在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指导支持下，持续强化碳量化、
碳定价、碳金融三大核心能力，积极建设全国CCER交易中心、双碳管理公共平台
和国家级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紧紧抓住承建全国CCER交易中心的契机，率先建立
反映企业和项目排放量的碳账户体系，创新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同时，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积极促进“一带一路”绿色产业绿色项目合作
，服务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

问：建设国家级绿色交易所，跟普通人有哪些关系？

答：实际上，
北京绿色交易所现在从事的工作，也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比如，在碳交易等机制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使用绿色电力、买到低碳产品
。在北京绿色交易所开发的碳减排算法支持下，“蚂蚁森林”项目已经吸引了约6
亿支付宝用户参与低碳生活，种植真树约3亿棵。在北京绿色交易所与人社部教育
培训中心合作推出的低碳培训项目中，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超过2万名学员学到
了更多绿色低碳的知识。

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具备验收条件

问：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构落地北京，市场建设已取得阶段性进展。进展
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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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生态环境部和市生态环境局、市金融监管局指导支持下，承建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CCER交易中心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多方面实质性进展。

一方面，全力保障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年履约抵销工作，在提供技术保障的同
时，帮助超过450家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开户和交易。另一方面，开发完成全
国统一的CCER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为建设自愿减排市场提供重要的基础设
施保障。

目前，全国CCER注册登记系统已完成减排项目、减排量的登记、签发等全流程业
务功能开发；全国CCER交易系统方面，已具备交易主体管理、交易组织、交割结
算、风控监管等核心业务功能。两系统已具备接受主管部门验收的条件。

问：在目前基础上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还需做哪些关键工作？

答：在目前的基础上，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还需要在各级主管部门指导支持下，
做三方面关键工作。

一是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的政策支持，打造国家级、综合性绿色交易平台。二是
通过交易、咨询、培训等多种方式，持续服务好双碳工作涉及的重点行业和重点领
域。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面向全球探索跨境绿色交易和服务
。

问：近期工作重点是什么？

答：近期，最重要的工作是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委和市
委市政府做好领导指示精神的落实工作，
争取全国CCER交易机构尽早启动，
加强与主管部门绿色金融政策衔接，尽快推出相关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

同时，通过碳交易、绿色公共服务、低碳发展服务、绿色金融服务等，进一步支持
本市各部门相关工作开展，服务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做好与签约企业的战略
合作落地。

五个方面促进首都绿色转型发展

问：北京绿色交易所要建设成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成为“双碳”工作
的排头兵、改革发展的试验田、绿色金融的示范区。具体怎么理解？

答：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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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同时正在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中国（北京
）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重要定位，都要求北京在双碳、改革发展、绿色金融等工
作中走在全国前列，起到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在此背景下，成为“双碳”工作的排头兵的要求意味着，北京绿色交易所要保持和
巩固国内领先的综合性环境权益交易和绿色低碳服务平台地位，打造国家级、综合
性绿色资产交易平台。成为改革发展的试验田的要求意味着，北京绿色交易所要主
动作为、勇于创新，积极创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而成为绿色金融的示范区的要求意味着，北京绿色交易所作为本市发展绿色金融的
主要载体，要抓住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打造国家级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创
新更多碳金融和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北京市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建设，
助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

问：对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以及首都绿色转型发展，将起到哪些作
用？

答：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具体可以从五个方面促进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
展示范区以及首都绿色转型发展。

一是依托企业碳账户和绿色项目库体系、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和
服务等，助力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发展。

二是通过与MaaS等碳普惠机制深入合作，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广。

三是积极参与人民银行绿色金融行业标准、市金融监管局绿色金融地方标准以及其
他绿色相关团体标准研究，为国家绿色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贡献北京力量。

四是通过打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以及举办绿色发展高端交流活动，助力北京特别
是城市副中心绿色低碳品牌构建。

五是通过促进绿色产业、项目、标准交流合作等方式，助力绿色低碳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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