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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何要进行效果评估

ü 修改和完善体系设计的需要

ü 实施ETS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减排，但远不限于此，还包括碳价、市场流动
性、对企业管理和投资决策的影响、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等

ü 中国试点ETS因其设计的特殊性，对其进行及时的评估尤其重要

• 与国家总减排目标协调的灵活排放上限

• 基于实际产出的免费配额分配

• 灵活的系统设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大政策环境，包括相关领域的改革和与
ETS紧密交互的其它关键减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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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能的评估角度

ü 环境有效性：上限的严格程度和配额的稀缺性（碳价、技术创新、投资决
策、覆盖行业和企业的减排、归因分析）

ü 经济效率：对经济的影响、体系的成本有效性

ü 社会和分配效应

ü 技术可行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质量，MRV，成本等

ü 政治接受度：竞争力、公平、协调

ü 促进企业管理和运行的变革：关注、组织改变、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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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有对中国试点ETS的的评估

ü 主要集中在对比分析体系要素的设计和实施及其影响等方面

ü 个别研究分析了试点体系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公开可获得的交易数据、官
方统计数据以及上市公司的数据
• 试点对于节能的促进作用

• 试点对于绿色低碳创新的促进作用

• 试点对于企业盈利等的影响

ü 现有研究的不足
• 大多数研究通过CGE等模型模拟分析ETS的潜在影响，实证研究体量不足

• 一些研究采用分析碳排放、碳强度等指标同比/环比变化的方法

• 部分研究使用DID 和PSM-DID方法，基于相关省份、省份工业或分省分工业子
行业面板数据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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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的评估数据

• 排放数据：2005-2017年分省分工业子行业，各类统计年鉴和数据库

• 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数据：2016和2018年对试点纳入企业的问卷调查，涉
及排放监测、履约、免费配额的盈余和短缺、减排目标和战略、交易行为
和策略、企业内部管理架构等方面

• 大于300/200份的有效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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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的评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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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点对企业的影响：企业的观点

• 一半左右的纳入企业制定了减排战略

• 三分之一左右的企业建立了专门的交易和/或履约部门

• 大多数企业在交易策略的制定中考虑了自身的减排成本

• 多数企业认为ETS增加了其生产成本

• 40%以上的企业在其长期投资决策中考虑了碳价因素

7



8

比例(%)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湖北 广东 深圳

免费配额短缺 55.8 37.5 24.4 16.3 41.2 33.3 35.4

免费配额持平 18.6 37.5 37.8 53.5 43.1 61.9 22.00

免费配额盈余 25.6 25.0 37.8 30.2 15.7 4.8 42.7

ETS增加了生产成本 62.8 75.0 55.6 48.8 70.6 95.2 65.9

ETS降低了生产成本 12.8 25.0 6.7 7.0 7.8 0.0 11.0

ETS对生产成本没有影响 24.4 0.0 37.8 44.2 21.6 4.8 23.2

五、试点对企业的影响：企业的观点



六、试点对减排的影响：合成控制法分析

• 以广东钢铁行业为例：实际排放路径低于合成路径，实现了碳减排
• 该减排效果是否可以归因于试点ETS，则需进行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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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全国市场的启示

• 确保体系的严格程度至关重要。

• 加大评估所需数据的公开力度，包括宏观数据和企业/设施层面的微观数据，如配额
总量及其构成、年度免费分配和有偿分配数量、覆盖企业分行业的年度排放总量、
用于履约目的的配额和抵消指标的使用量、配额的年度剩余量等；企业/设施的免费
配额、年度排放、主营业务和配额交易等方面的信息。

• 企业除了履行其在ETS下的信息报告义务，应更主动公布属于环境或者社会责任领
域的相关碳减排信息，如企业的减排投资、减排技术创新以及管理方面的努力等。

• 研究者应结合可获取数据，开发或采用更为先进和多样的分析手段，如趋势外推、
合成控制法、回归合成控制法、问卷调研、访谈等。

• 充分考虑企业的交易行为和策略等的影响。

• 设立效果评估的明确规则，包括评估的频率、评估的负责主体、评估的方法、评估
结果的发布和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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