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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 提到碳排放这个
名词时 ， 不少受访者回答听说
过。 所谓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
排放的一个总称或简称。 随着环
保意识的不断加强， 低碳生活开
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不少企业也
践行低碳、 环保的理念。

所谓低碳生活就是减低二氧
化碳的排放， 低能量、 低消耗、
低开支的生活方式。 走楼梯上下
一层楼能减少0.218千克碳排放，
少开空调一小时减少0.621千克
碳排放 ， 少用一吨水减少0.194
千克碳排放……其实， 在我们生
活中， 你要足够用心随时可以践
行低碳生活的理念。

“眉州东坡餐饮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作为大型连锁餐饮企
业， 在方便首都百姓一日三餐方
面做出了贡献。当前，面临日益严
峻的环境挑战和能源危机，在节能减
排及首都环境综合治理方面， 我们
的责任义不容辞。”眉州东坡集团

工会主席成丽香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 2014年眉州东

坡积极响应首都节能减排和环境
保护的号召， 率先采购了河北承
德林业碳汇项目生产的核证减排
量， 用于2015年的碳排放履约 。
对此， 成丽香介绍说， 这一方面
节约了企业成本， 因为碳汇项目
核证减排量的交易价格相对便
宜。 另一方面， 通过碳汇交易试
点工作， 使企业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开展节能环保与跨区域生态建
设的重要意义。

作为碳排放试点企业， 眉州
东坡领导高度重视， 集团建立了
以副总裁郭晓东为组长的节能减
排领导小组， 各门店建立了岗位
责任制， 公司制定了推进企业节
能减排工作目标， 并且采取了多
种措施， 用以落实企业的碳排放
减排工作。

首先， 眉州东坡按计划对一
些老门店内，落后、耗能的设备进

行改造， 更换节能产品， 如安装
LED节能灯等。

另外， 对于新开门店采用节
能环保低碳的设备设施进行装
修。“尽管前期装修费用会增加不
少， 但从今后门店运营的长远目
标来看， 还是能够持续节约能源
费用的。”成丽香进一步解释道。

最后， 企业内部还建立了门
店店长承包责任制， 把能源等费
用作为考核指标， 消耗超过预定
量的将采取对其减少承包收入的
惩罚措施。

“在全球环境保护与应对气
候变化大背景下， 企业开展节能
减排工作成为大势所趋。”成丽香
笑着告诉记者，“未来， 眉州东坡
将会继续把节能减排工作作为日
常运营的重点来抓， 从每件小事
做起。希望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
之后我们的天空就会变得更加蔚
蓝，河流会更加清澈，空气会更加
清新， 地球也就会更加美丽。”

低碳生活造就新“卖碳翁”
□本报记者 盛丽 刘欣欣

碳市场是发展低碳经济和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要素市
场， 又是新设的市场制度， 具备
率先破除跨区域的体制障碍实现
区域一体化的条件。 开展跨区域
碳排放权交易是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目前， 京冀两地在合力推进
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已取得了积极
成效 ， 启动跨区域碳排放权交
易， 不仅可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
围， 拓宽参与主体， 提高市场容
量和活跃度， 还可以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挖掘
两地不同的节能减排潜力、 利用
两地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成本差
异， 通过碳交易市场手段， 推动
区域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
调整，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协同
推进区域大气污染治理， 实现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率先突破。

此外， 开展跨区域碳排放权
交易是推动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建设的有益探索。 京承两地
在全国率先启动跨区域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建设， 建立跨区域统一
的核算方法、 核查标准及配额核
定方法， 利用统一的申报、 注册
登记及交易平台等进行企业碳排
放履约调控， 将为国家推行碳排
放权交易制度、 建立统一碳市场
探索道路、 积累经验。

开展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是
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
度的具体实践。 京冀开展跨区域
碳交易试点， 两地重点排放单位
可以通过买卖配额等有偿方式，
履行碳排放控制责任。

京冀两地发展阶段和产业结
构 不 同 ， 开 展 跨 区 域 交 易 ，
承 德 重点排放单位可以通过挖
掘减排潜力， 出售富余配额和碳
汇项目产生的碳减排量获得收
益， 进而实现横向的生态补偿，
促进承德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去年12月18日京冀正式启动
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建设。

丰宁满族自治县潮滦源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按照 《关于印发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
行办法〉 的通知》 和 《关于印发
北京市碳排放权抵消管理办法
（试行） 的通知》 相关文件规定，
开发了承德市丰宁千松坝林场碳
汇造林一期项目。

经审定， 该项目第一个监测
期即 2006年 3月 1日至 2014年 10
月 23日内 ， 核证的碳减排量为
160571吨二氧化碳 。 北京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按照相关规定，
预签发了60%即96342吨二氧化
碳。

去年12月30日， 丰宁满族自
治县潮滦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将千松坝林场碳汇造林一期项
目的核证减排量在北京环境交易
所挂牌交易， 当天成交3450吨，
成交额131100元， 成为首单成交
的京冀跨区域碳汇项目。

截至今年10月20日， 北京碳
市场已累计实现京冀碳汇交易7
万吨， 为林业碳汇项目业主创造
收益超过250万元。

在7万吨京冀碳汇交易中 ，
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是最
大客户， 交易量为5万吨。 2012
年以来， 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先后进行了4轮生产运行的
调整， 停产无边际贡献的装置，
更新高耗能的设备， 同时进行转
型调整 ， 使 “碳资源 ” 转换为
“碳资产”， 出售富余的碳配额，
为企业创造效益。

承德市丰宁县千松坝林场林
业碳汇项目在北京环交所上线以
后， 东方石化测算出当年最大限
度可使用5万吨林业碳汇项目配
额用于履约， 于2015年春节前购
买了这个项目的5万吨核证减排
量， 并全部用于2015年履约。 据
东方石化财务部负责人介绍， 通
过购入林业碳汇项目、 出售碳配
额， 该公司也创造了一种新型收
益， 其中， 每吨碳汇的收益在10
元左右。

企业： 让我们再低碳一点

如果说推崇低碳生活是在践
行环保理念， 那么推行碳市场也
是发展低碳经济和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的重要要素市场。 对于碳排
放交易这个名词， 调查中多数人
还表示不太了解。查阅资料，不难
发现，所谓碳排放权交易，是源于
上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的
“排放权交易”概念，即建立合法
的污染物排放的权利， 将其通过
排放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令
环境资源可以像商品一样买卖。

“将环境资源像商品一样买
卖， 听着很新鲜， 感觉距离百姓
的生活有点距离。” 今年56岁的
职工王先生说。 但是这个名词，
对于学经济的80后职工李鹏却不
算新奇。 “其实， 碳交易可以促
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早在 2005年 ， 《京都议定
书》 正式生效， 二氧化碳排放权

被作为一种商品， 从而形成了二
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 简称碳交
易。 2013年6月， 我国首家碳交
易市场在深圳开市。 北京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是在2013年11月28日
正式开市运行。

碳排放怎么交易？在调查中，
不少市民都提到这个问题。“本身
碳排放这个概念听着都很新鲜，
交易起来更听着一头雾水。”市民
吴先生说。据了解，北京碳交易平
台分线上、线下两种模式。线上平
台可提供整体竞价交易、 部分竞
价交易和定价交易三种模式，流
程简单、价格透明、成交迅速，适
合小额、频繁交易；而线下交易，
可采取协议转让， 即买卖双方通
过书面合同达成意向， 然后在交
易所完成交割， 可为双方提供更
灵活的协商空间，适合建立稳定、
长期的合作。

据了解， 每个企业拥有一个
初始配额， 即为该企业历史三年
的碳排放平均值，如果一年内，企
业排放量超过了所拥有的初始配
额，需要购买，若有多余的配额，
可以出售，鼓励企业节能减排。

怎么让碳交易和百姓个人产
生关联？ 这个问题随着去年12月
30日起， 北京碳排放权交易向个
人开放得到突破。 开放后， 符合
条件的市民可登陆北京市碳排放
权电子交易平台， 开设交易账户
后， 就可以像碳排放重点企业那
样参与碳排放权交易。

据了解， 截至2014年11月28
日， 北京市碳市场共成交704笔，
累计成交量约210万吨，累计成交
额1.04亿元。其中，线上公开交易
678笔， 成交量103万吨， 成交额
6148万元；协议转让成交26笔，成
交量107万吨，成交额4254万元。

百姓： 为二氧化碳埋单

【创新】

政府： 跨区域交易让 “碳资源” 转为 “碳资产”

“碳交易” 将走进平常百姓生活， 个人可以炒碳， 企业也可以因减排而赚钱。 这样的一个新名词听起来很新鲜， 但随着2009年哥本哈
根气候大会的举行， “碳交易” 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词汇。 如今， 不仅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许多私营企业、 金融机构，
甚至自然人都纷纷参与进来。 北京的老百姓日前乐开了花， 他们被称为新时期的 “卖炭翁”， 在低碳生活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碳交易成
果。 包括节电、 节水、 节气、 少开私家车、 植树绿化等带来的碳减排量换算成 “碳币”， 再按照一定模式兑换成货币或商品。 这样一则可
以带来经济效益， 二则还可以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碳交易带来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