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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排放权交易发生于各个需要权证的主体之间，从而使交易市场的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更依赖于各微观
经济主体的行为，而联系各主体行为的是定价机制所决定的权证价格和运作规则。

由彭江波编著的《排放权交易作用机制与应用研究》共8章节，主要内容为排放权交易的学理概要，
排放权交易中政府与市场机制的配合，环渤海经济圈水排放权交易运作例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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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综合已有研究对排放权交易的表述，我们认为，排放权交易是对用能量或因用能而
导致的排放量设定数量标准，对本国企业实行用能额度或排放额度控制但同时允许其进行交易，一个
企业如果用能量或排放量少于预期数量，那么就可以出售剩余的额度，并得到回报，而那些超出限额
的企业，须购买额外的许可额度，这样才可以避免政府的罚款和制裁。
由此可见，排放权交易的实质是将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利用市场机制对其定价，并促使交
易主体充分表露偏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种经济手段，可以实现国家对能源使用的总量控制。
 这里提到了排放权交易最显著的两个特点：能够实现总量控制和对环境资源定价，而这两点的前提是
对环境容量的认可与确定。
正是由于对环境容量稀缺性和产权化的界定才使排放权交易具有排他性（樊翠，2007），而排他性使
其具有价值，并及时根据环境市场余缺变化调整交易成本（定价），实现总量控制。
首先，环境容量是公共产品，本身并不具有排他性，任何经济主体都具有无限使用的权力，资源无需
各有其主。
其次，在产权经济学看来，人类社会的各种资源总是会从富足走向短缺的，特别是相对于人们无限制
的需求上升，资源的供给总是会走向不充分的。
而这种资源就是环境容量，它是有限的，而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增长，以及人们对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的提高，使得环境容量从相对富足走向短缺，即稀缺程度愈发显著。
如果不对环境容量进行产权的界定，实现环境容量的排他性消费，在“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追
求下，这样必然导致人们无节制地争夺使用有限的资源，造成“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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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权交易作用机制与应用研究》是由中国市场出版社出版。
《排放权交易作用机制与应用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导言、排放权交易的学理概要、环境工具选择与
排放权交易优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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