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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确定中国碳市场的建设应该以CERs为核心是本书展开研究的重要步骤也是本书的创新性结论之一，是
符合中国在国际碳市场中地位与作用的现实选择。
在明确这一核心之后，本书从中国的碳期货开发、碳基金发展、开发银行使命和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
模式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最终把它们汇集到一个称为“中国碳市场行动计划倡议”的总体结论中。
本书最后结合后世博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对近期碳金融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碳市场建设>>

作者简介

鄢德春，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目前正在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应用经
济学方面的研究。
2007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9月进入上海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2009年9月调入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从事专职研究。
目前主持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长三角课题1项；主持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课题1项；主持并完成上海
金融学院教育和教学类课题2项。
2009年进入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研究院以来，以主要成员身份参与(完成)其他人主持的各类课题7项
。
1995-2000年期间担任上海南都期货公司研发部经理；2000-2005年，以不同方式参与几家企业的大豆进
口和期货操盘，包括在CBOT市场上的原料定价、套期保值及投资(使用CBOT的商品期货及期货选择
权)。
目前的研究领域是碳金融、金融机构竞争优势。
近年在《上海金融》、《科学学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上海管理科学》及《期货与
金融衍生品》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
早年关于期货市场的研究见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期货日报》和《金融时报》，
逾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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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贡献不足    二、世界银行碳基金运作模式分析    三、世界银行系列碳基金中国项目的特点  第二节 
发展我国政策性碳基金的政策建议    一、发起设立系列碳基金满足不同地区和产业部门的需要    二、
为可持续发展和促进技术转让提供激励机制    三、针对金融机构的能力建设，打造卖方金融产业链  本
章参考文献第八章  重视开发银行在碳金融领域的作用  第一节  国家开发银行使命与碳金融    一、支持
碳金融发展是国家开发银行使命的要求    二、开发性金融的业务模式有利于培育和建设碳金融市场    
三、国家开发银行促进节能减排及环境改善的实践  第二节  借鉴亚洲开发银行模式推动中国碳金融事
业发展    一、亚洲开发银行的碳市场行动计划    二、拓展国家开发银行在中国碳市场建设中的作用  本
章参考文献第九章  推动商业银行积极创新碳金融业务模式  第一节  我国商业银行的碳金融策略分析    
一、碳金融的业务切入点    二、我国商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模式    三、商业银行如何发展碳金融业务
的核心能力  第二节  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建议    一、借鉴世界银行模式，为商业银行提供金融产品创
新平台    二、组合碳金融业务模式满足不同项目需要    三、倡导开拓意识，争取先行优势    四、提高
专业能力，建立项目团队    五、加强国内外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六、提倡社会责任，鼓励赤道
原则  本章参考文献第十章  中国碳市场行动计划倡议  第一节  为什么提出中国碳市场行动计划倡议    
一、中国低碳能源发展的根本保障是发展低碳技术    二、在中国开展的CDM项目并未实现低碳技术的
有效转移    三、中国需要系统地建设自己的碳市场体系  第二节  中国碳市场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    一
、以CERs期货为起点和支柱，逐步建立中国碳金融衍生品市场    二、设立系列政策性碳基金，培育市
场形成、改善CDM项目质量    三、国家发改委作为碳期货及相关碳产品开发的主导者    四、国家开发
银行作为系列碳基金主要受托人  本章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低碳世博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碳金融
机遇  第一节  低碳世博与上海低碳经济    一、低碳世博概况    二、上海的低碳经济发展  第二节  碳金融
机遇    一、低碳世博的碳金融机遇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碳金融机遇  本章参考文献附录一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附录二  CDM项目的基本程序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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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大规模的共同行动，世界
上任何地方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是相同的。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各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的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会议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转型国家同意在《京都
议定书》的框架下强制减排。
《京都议定书》建立了三个灵活的市场机制——国际间排放交易（I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
联合履约（JI）。
这三种机制创造了对碳排放额度的需求以及对碳排放额度的供应，从而奠定了国际碳市场形成的基础
。
　　2005年1月，欧盟建立了总量管制与交易形式的排放交易计划，限制大型工厂排放温室气体排放，
并允许它们购买和出售排放配额。
它们从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获得的减排信用也可以被企业用来履行配额要求。
2005年7月6日，在英国的格伦伊格尔斯，G8领导人签署了“气候变化，清洁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联
合公报。
公报明确宣称气候变化是重要的环境与发展议题，提议发起创建多边开发银行的投资框架，包括世界
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以支持UNFCCC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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