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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和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区域间国家治理气候问题、推动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举措。通过梳理碳排放权交易的含义和法律属性，分析了当前构建区域碳排放权

跨国交易法律制度的现状，为沿线国家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提供支撑，并根据当前构建碳排放权交易

法律制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构建完备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和透明高效的履约与冲突解决

机制，为区域内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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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landscape and the pursuit of gree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has emerged as an effective measure for countries 
within a region to address climate issues and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y clarifying the meaning and legal attributes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establishing legal systems for regional cross-border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It 
provides support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region in constructing their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
tems.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in establishing such legal sys-
tem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cross-border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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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systems and transparent and efficient complia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mechanisms. These 
offer new pathways for countries within the region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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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人类活动造成全球气候超常变暖，使气候变化成为全球范围生态和环境系统最重大的威胁，

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所有的国家都需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尽快改变一直以来延续的传

统高碳发展模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国访问时先后

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也即“一带一路”。自提出以

来，作为顶层设计战略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BRI)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受到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影响力日益扩大。截至 2022 年 11 月，我国与近 150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订了

200 多个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文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济文化等合作日益增加、

不断深化。近 9 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走实走深，成果颇丰，从“五通”到“六路”，体现了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在发展中共同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气候相关年度会议，在 2021 年举行的第 26 届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COP26)上，与会缔约方协商通过了最初于 COP21 巴黎气候大会提出的最具分歧性的“第六条”

——建立全球碳交易市场体系，这为当前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打下坚实的基础[1]。另外，2022 年第 27 届

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COP27)在《巴黎协定》和《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节能减排、气候

减缓及适应行动等相关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埃及和巴基斯坦首次把建立“气

候损失及损害赔偿”机制成功纳入到了谈判议程中并最终通过了该项基金，这也为“一带一路”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并实现沿线各国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绿色之路，要让绿色低碳环保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

发展底蕴 1，在此背景下，建立健全“一带一路”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配套制度设施，以及解决跨国

碳市场法律制度建立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将尤为重要。 

2. “一带一路”下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背景 

碳排放权交易是以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的

体制机制创新。随着二氧化碳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愈演愈烈，近年来联合国全球气候大会与会

各国对于气候治理、低碳绿色发展的决心日益提升，《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等气候问题治理

相关协议的通过也彰显了缔约各国共同推进减排降碳目标的努力。但由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瞬息万变，

各国利益诉求各异、分歧不断，全球性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构建也显得举步维艰。近年来，“一

Open Access

 

 

1在 2018 年 9 月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愿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要通过这个

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429/c40531-310575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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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合作发展在层次、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深化，2019 年“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构建也为

区域性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立提供了平台基础和经验借鉴[2]。基于此，理清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义

和法律属性，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市场发展现状，对于构建区域性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一) 碳排放权交易含义及法律属性 
1) 碳排放权交易含义 
碳排放权是指在满足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重点温室气体排放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直接或间

接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的权利。碳排放权交易简单理解就是将排放二氧化碳的权利像出售商品一样交易

给其他主体。碳排放权交易最早来自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用于治理大气与河

流污染，后来随着《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启用，引入了市场交易机制，碳排放权交易成为了国际商品。综

上，碳排放权交易是指由碳排放交易主体在指定交易机构，对依据碳排放权取得的碳排放配额进行的公

开买卖活动。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使企业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的碳排放义务。碳排放

权成为交易商品有助于激励排放主体以较低成本完成碳减排目标，也利于将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流向低碳

发展领域，推动企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实现转型升级，最终实现绿色低碳发

展、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2) 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属性 
碳排放权交易的客体是碳排放权，对于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当前我国并无明确的立法规定和阐释，

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对成熟的欧盟也未对该权利的性质做出准确界定。国内外学者对于碳排放权属性

也持诸多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物权、行政许可和环境权这三个方面。第一个观点，碳排放权属于物权。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因其主体对于碳排放配额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具有的独占排放使用权以

及自由交易处分权，可以得出碳排放权具有可支配性和排他性，并且碳排放权具有商业价值，因而还具

备一定的财产权属性，体现了私权的特点。第二个观点，碳排放权属于行政许可。这种观点认为碳排放

权主体进入碳市场交易碳排放配额需要行政主管部门核准许可，并在准入后为其提供一定的碳排放配额，

同时监管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在碳市场进行的相关活动，因此具备行政许可的特征，体现了公权的特征。

第三个观点，碳排放权属于环境权。该观点认为碳排放权的内容本身属于环境资源，且该权利产生的目

的就是运用于气候治理和绿色生态发展。此外，碳排放权起源于排污权，并在权利的设计构建上借鉴了

排污权的内容，排污权又是环境权的一部分，因此碳排放权应归于环境权的一类。 
结合以上三种观点，可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既含公权属性，又有私权色彩，因从并不能单纯地将碳

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属性归结为公权或私权的某一类，而是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区分其法律属性。首先，

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主体之间进行的单纯的交易行为，直接归属于私权范畴；其次，碳排放权交易在

交易主体进入碳市场、交易过程本身以及对交易市场监管等过程都由行政部门进行管控，体现出行政许

可这一公权范畴。因此，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属性既是私权的产生，也属于公权的新内容，二者密切结

合，缺一不可。 
(二) “一带一路”沿线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空前紧迫的形势，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碳市场为代表的碳定价机

制快速发展。作为全球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机组成部分的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制度，凭借区域关联

性较强、冲突分歧较少和易实现区域性整体生态环境治理等优势逐渐受到关注[3]。研究“一带一路”沿

线主要国家及地区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领域的合作成为了主流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指出的加强生态环境合作，包括沿线各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合作，是一项造福沿线众多国家新型发展平台，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世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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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措施，亦能够增加各国基础设施的建设，缓解区域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为世

界经济的繁荣提供新的动力，为全球气候治理、碳减排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量化目标及相关低碳转型政策，根据“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成情况[4]，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韩国、新西兰等已经构建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的国家，其中新西兰于 2008 年开始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2020 年通过立法改革推出了碳配额分配

调整、更改排放核算规则以及设定碳排放总量等措施，推动了未来 5 年气候政策和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目标的出台。另一类是俄罗斯、新加坡和巴基斯坦等计划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国家，其中俄罗斯在

2021 年通过了本国第一部气候法案，并已开始进行碳排放配额交易试点，计划通过引入碳交易、碳抵消

机制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接轨。 

3. “一带一路”下构建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机遇和困境 

(一) 国际气候框架公约的制度性缺陷提供机遇 
在治理全球性气候问题的过程中，联合国领导下的国际气候框架公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这三个法律制度性文件在推动全球各国共同减

排降碳治理气候问题，以及构建全球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法律制度提供了切实保障，也为“一带一路”

国家搭建自己的碳市场制度提供指引和借鉴。但这三个气候治理协作文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阻碍

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进一步推进。首先，《公约》的内容大多是倡议性、框架性的条约和议定书等，缺乏强

制性和惩戒性的法律规定，也没有对缔约国实施监管约束的内容。其次，《京都议定书》依据“共同但有

区别”原则区分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减排标准，在考虑欠发达国家状况和利益方面有所进步，但是也缺

乏实质的硬性监督机制，并在碳配额合理分配问题上有所缺漏[5]。最后，《巴黎协定》对于前两个公约

有了极大的转变和进步，采用“自下而上”和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承诺的原则，更强调全球各国共同

努力治理气候，但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瞬息万变，各国利益分歧极大和减排贡献步伐不一致等问题，

也使该协定良性运作受到诸多阻碍。 
通过分析国际气候框架公约的弊病，也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区域性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

储备了理论与现实经验。 
(二) 碳市场法律制度构建过程中的法律冲突带来挑战 
“一带一路”各国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宗教等因素影响，在具体法律内容的有关规定上可

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进行在双边甚至是多边区域性合作时产生法律冲突也是在所难免[6]。当前，在“一

带一路”国家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法律制度构建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法律冲突和分歧，主要包括

结构性冲突和规范性冲突，结构性冲突是由于在不同法律框架下产生的冲突，规范性冲突是指对同一问

题或内容在具体实施和解释时因各自使用的法律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此外，还存在管辖权冲突、法

律监管冲突和诉讼冲突等一些方面，这些阻碍了“一带一路”区域性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进一

步构建和运行，亟需梳理和解决，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稳定高效的法律保障。 

4. “一带一路”下构建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构建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 
1) 明确碳排放权交易主体和范围 
“一带一路”国家构建完备的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需要循序渐进地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在建设起

步阶段，交易主体可以先从基础建设部门和能源供应等部门开始，通过试点逐步向其他领域开展。另外，

“一带一路”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的范围在初期应在碳排放量较大的国家之间开始构建，在相对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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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碳排放量小国纳入进来，最终构建完整的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7]。 
2) 科学规划碳排放权交易额度 
为避免“一带一路”国家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在市场运行中产生纰漏，应在确定碳排放权交

易总量时构建科学完备的数据统计库，为划分碳配额总量提供实际有效的数据，以免出现数据上的根本

错误，造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动荡。 
对于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在市场构建初期可以通过免费提供一定配额来吸引更多交易主体，也

能帮助到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相对成熟后，再以拍卖为主要方式进行跨国碳排放权交易。 
3) 建立碳排放权价格与核算机制 
由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庞大，并不能提供制定法律来形成个别或整体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可以通过

明确“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形成价格，有助于发挥市场主体的灵活性，避免造

成供需失衡。同时，建立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核算标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这需要根据“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的现实情况制定，可以参考借鉴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标准，在实验和借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更实

际有效的碳交易核算标准。 
(二) 构建有效的交易履约和监管机制 
1) 完善交易履约机制和违约惩罚措施 
为确保“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公平公开和真实性，应形成统一完备的交易系统和

信息公开系统，让碳排放权交易在公平公开的环境下运行，也能增强市场交易主体的信心，降低碳交易

市场动荡风险。此外，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信用度，就要在法规上有明确严厉的

监督惩罚措施，避免出现肆意撕毁条约和不履行减排承诺目标等情况。可以借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对

成熟的欧盟，通过曝光舆论监督和罚款等措施，增强“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信用和权威[8]。 
2) 完善市场监管和冲突解决机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监管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碳市场安全平稳运行、减小风险冲击具有突出作用，

在监管方式上，可通过立法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监督，保障碳交易市场运行秩序[9]。
在监管内容上，重点打击投机倒把、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通过罚款、责令退出等方式维护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稳定。“一带一路”国家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体系还要构建完善的冲突解决机制，可以通过制

定专门的碳排放权交易冲突法律规范和争端解决机构，以及引入 WTO 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来有效调节

“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冲突。 

5. 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各国各方面合作不断强化深入，而过程中产生的气候问题也成为亟待

解决的突出问题。碳排放权交易不失为加强气候治理、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有效举措，而“一带一

路”国家跨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可以加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交流合作，实现沿线国家的

合作共赢，为全球气候治理和碳排放权交易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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