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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全国碳排放交

易市场的首批

行 业 将 由 电

力、 冶金、 有色、建

材、化工等 5 个传统

制造业和航空服务

业构成，年二氧化碳

排放量在 2.6 万吨

以上的企业将纳入

交易市场。

观察

6 月 28 日， 国家审计署公布全国

地方政府今年需偿还金额高达 1.86万

亿元政府债务。 而与此同时，全国不少

地方政府高调宣布救楼市政策，西安、

兰州以及青海、 河南等地纷纷出台楼

市新政，继续刺激当地购房需求，救市

冲动表露无遗。 其中西安将公积金首

付比例降至二成、购买 90 平方米以上

大户型可落户，业内坦承“救市尺度超

出预期”。

这几年地方政府对楼市调整政策

可谓花样繁多，从严控到放松、再到今

天大幅度救市，让人眼花缭乱。

应该说， 土地财政实质也成了地

方政府“救命稻草”，稳增长靠它，偿还

政府债务靠它，民生保障靠它，离开了

楼市复苏和繁荣， 地方政府日子真的

难过。 尤其在当下楼市遇冷、土地拍卖

受阻情境下，土地出让金锐减，据有关

资料显示， 今年上半年全国百强城市

土地出让金总额为 7021 亿元，同比下

降 35.5%。 显然，不少地方政府真到了

“揭不开锅”的地步了。 因而，地方政府

想着法子救楼市，采用了公积金房贷、

购房首付比例降低再降低、 甚至减少

契税并给予财政奖励、 落户优惠等政

策措施，都在情理之中，也容易让人理

解。 但若一遇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偿债

来源紧张，就把注意力盯住楼市，千方

百计刺激楼市， 而不去想其他扶持实

体经济增长办法， 试图用刺激楼市化

解债务危机的举动无异于饮鸩止渴，

最终会使地方政府财力陷入日益枯竭

的泥潭。

从现实看， 用过度刺激楼市激活

卖地达到化解地方债务危机之目的，

虽可使地方政府在短期内获得可观土

地出让金及其他税费收入， 对化解债

务危机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充其量只

是治标不治本，如果反复使用，一旦形

成了“耐药性”，地方政府债务高悬的

“虚胖症”就会成不治之症，最终难逃

破产命运。 就目前而言，企图用刺激楼

市来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 会产生

四大“后遗症”：一是会加剧地方政府

卖地冲动，既造成土地资源过度浪费，

更会加剧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症，

使中国产业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经济转型“痛苦”过程延长。 如果现在

为了偿债或稳增长而过度刺激楼市，

有可能会导致房价大幅反弹风险，经

济结构调整将受到重创， 持续这种发

展模式，会导致实体经济不振，产业结

构调整迟迟无法推进， 会对经济造成

长期伤害。 二是资金过度向房地产流

动， 势必减少银行及其他社会资金向

实体经济流动数量， 使实体经济始终

无法摆脱融资链最薄弱环节地位。 而

且政府过多精力用在救楼市上， 必然

减少对实体经济支持动力和兴趣，对

实体经济形成政策支持上的不平等。

三是过度救市刺激楼市回暖， 会使中

国楼市陷入“经济增速下滑———放松

楼市调控———经济企稳———房价暴

涨”的恶性循环怪圈，对民众生活产生

较大负面影响。 不可否认，刺激楼市有

改善普通居民住房条件、 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等重要民生功能。 但如果过度

刺激，会给民众传递错误信号，容易诱

发民众非理性进入楼市， 扭曲楼市正

常市场化行为，加大民众债务负担，影

响生活质量提高。 四是刺激楼市政策

如果屡试屡爽， 成了地方政府惯性手

段时， 虽对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及

改善民生带来一定好处， 但同时也会

导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死灰复燃，更

会使一些地方政府压抑了很久的投资

渴求再次释放，加剧投资冲动，并造成

财政资金及土地资源的再次浪费。

显然， 目前地方政府化解债务危

机最直接、最有效、不会带来不良经济

后果的手段， 除了继续加大发行地方

政府债券数量置换存量债务之外，应

把精力用在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努力

培植财源之上， 虽然见效过程可能长

了一点，但这才是治本之举。 同时应加

快财税体制配套改革步伐， 实现地方

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并坚持厉行节约

办事原则， 压缩政府不合理支出和不

必要建设项目。

碳交易将步入全面实施阶段

重点行业迎“紧迫时刻”

本报记者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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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楼市缓解偿债压力无异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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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了 7 省市的碳交易试点

后，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将呼之欲出。

在“2015（第六届）中国钢铁节能减

排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

蒋兆理透露，中国将在 2016 年启动全

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首批试点行业将

包括钢铁、 电力等 6 个行业。 争取在

2016 年或 2017 年实现覆盖全国 31 个

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蒋兆理称， 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

大碳市场， 碳市场交易量可能涉及 20

亿至 30 亿吨。 如果考虑期货，交易金

额可达 400亿元至 1200亿元。

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推动

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美国环

保协会认为， 中国碳交易市场将超过

欧盟两倍。

最快 2017年实施

蒋兆理告诉记者， 在阶段性部署

方面，2014 年至 2015 年为准备阶段。

2016 年至 2017 年确保各个环节的落

实到位，初始分配，启动运行。 2017 年

至 2020 年，全面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体

系，在范围上基本覆盖全国。

“2020 年以后将是完善和拓展阶

段，将扩大参与企业范围和交易产品，

发展多元化交易模式。 ”蒋兆理说。

此前，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

司国内政策和履约处副处长王庶也曾

对外透露，“希望能够在 2016 年底或

2017 年初， 启动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

场。 ”

据悉，自 2013 年 6 月以来，中国

相继在深圳、北京、上海、天津、广东、

湖北、重庆建立了 7 个碳交易市场。 随

着碳交易试点的顺利推进， 加快建立

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更为紧迫 。

2014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

明确提出将继续深化碳排放交易试

点，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截至 2015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 7 个

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超过 2000

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约 7.1 亿

元人民币。

从 2011 年 11 月起， 国家发改委

即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等 7 个省

市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随着 7

个试点省市全部相继启动交易， 共纳

入排放企业和单位 1900 多家，分配的

碳排放配额总量合计约 12 亿吨。 2014

年 7 月，5 个先期启动交易的试点省市

顺利完成 2013 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

工作，96%以上的控排企业都能足额清

缴配额，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运行

总体平稳。

在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上， 国家

政策一直在不断加码。

2014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

《关于逐步建立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

制度和分解落实机制的通知》，明确提

出建立全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分

解落实机制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同时，

组织专家结合“十三五”碳排放强度目

标下降分解， 对我国开展碳排放权交

易的覆盖范围、 国家和地方总量设定

以及配额分配等问题开展研究。

2015 年 1 月， 国家发改委下发了

《关于开展下一阶段省级温室气体清

单编制工作的通知》、《关于请报送重

点企(事)业单位碳排放相关数据的通

知》，大力推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

展重点企(事)业单位碳排放报告工作。

今年 3 月，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组

织专家对全国各地 2005 年和 2010 年

温室气体清单进行了联审， 同时部署

地方启动编制 2012 年和 2014 年温室

气体清单，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提供保

障措施，将清单编制工作常态化，为实

施总量控制制度和分解落实机制奠定

基础。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

表示，本月末，中国将宣布 41 万亿的

减排计划，2015 年将是低碳发展的转

折点，2020年以后将发生实时性变化。

重点行业需要“紧咬牙关”

看起来只是个数字的交易， 实际

上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生

死。

据了解， 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

首批行业将由电力、冶金、有色、建材、

化工等 5 个传统制造业和航空服务业

构成，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2.6 万吨以

上的企业将纳入交易市场。

以湖北省为例，根据《湖北省碳排

放权交易与管理暂行办法》，湖北省纳

入交易的企业主体是本省行政区域内

综合能源消费量 6 万吨标煤及以上的

重点工业企业，共计 138家，涉及电力、

钢铁、水泥、化工等 12 个行业，纳入行

业排放占全省碳排放 35%。

而成为控排企业， 意味着生产经

营的成本增加， 调控企业生产经营的

“看不见的手”，除了产品、原料、资金、

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之外， 又多了碳市

场价格。

减排做不好，企业将面临考验。 李

新创认为，节能求效益，环保求生存。

在钢铁行业，李新创表示，从能效

指标上看， 中国企业的能效比国际平

均水平要低 10至 20个百分点。而在中

国的钢铁行业中， 落后企业的排量比

先进企业的排放要多出 10 倍，二者的

单位环保成本也要相差 100元。

不容忽视的是， 尽管钢铁行业的

环保水平不断上升，但二氧化硫、烟粉

尘等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在全国工业行

业中所占比例却呈现扩大态势， 分别

从 2005 年 7.2%和 11.6%，扩大至 2013

年的 13.9%和 18.9%，对环境带来的负

效应加大。

更让人“揪心”的是，国家发改委

气候司副司长李高近日表示，“十三

五” 还要继续设立强有力的碳排放控

制目标，力争实现到 2020 年，在 2005

年的基础上， 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下

降 40%到 45%的上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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