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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我区推动区块链与碳交易 
融合发展思考与对策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以下简称碳交易）市场是实现“双碳”

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准确可靠的数据是碳交易市场有

效规范运行的生命线。但在碳交易实践中仍存在一些痛点难

点，如碳排放数据不透明、碳数据可信度不强、企业参与碳

交易的活跃度不高等。近年来，中国—东盟区块链创新中心

积极探索区块链创新应用，发挥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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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可以追溯、公开透明等优势特点，在信任传递、溯源

方面赋能政务、农业等领域取得新突破。在“双碳”目标下，

探索可信且有效的区块链+“碳交易”发展模式，为我区绿

色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碳交易的现状 

从国家看，建立碳交易市场，大力发展碳交易，是利用

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

项重大制度创新，是实现“双碳”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重

要政策工具1。当前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已初步形成，深圳、上

海、北京、广州等 9 个地区建立了区域性碳交易试点交易所。

截至 2022 年 7 月 15 日，全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 1.94

亿吨，累计成交额近 85 亿元2。碳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有效发挥了促进企业减排和碳定价作用。 

从我区看，目前广西“双碳”市场化机制建设方面起步

稍显落后，交易机制尚未实现。根据数据显示，我区工业发

展方式比较粗放，传统资源型产业比重大，高耗能、高排放

占比高，六大高耗能行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 45%，

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3。在国家政策和“双碳”战略目标下，

我区应充分借鉴国内外领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主

动探索、谋划具有广西特色的碳交易市场体系。 
  

                                                        
1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 经济观察：中国成功运行全球最大碳市场 市场覆盖范围还将逐步扩大.中国新闻网 
3 《广西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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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交易存在的痛点难点 

综合国内已建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情况来看，现

阶段碳交易存在核算难、监管难、活跃度低等痛点难点： 

（一）碳排放数据信息不透明，核算困难 

碳的数据化是双碳工作的基础，只有准确的碳量化，才

能衡量碳排放水平，才能进一步开展碳交易。一方面，从全

国到地方，缺乏统一的碳排放数据收集的标准和方法，采集

数据中往往出现重复采集、缺漏采集等现象。另一方面，碳

排放涉及企业主要经营活动和隐私问题，企业不愿意公开碳

排放以及交易数据等信息，造成交易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碳

交易市场的信息不透明。 

（二）碳排放数据可信度不强，监管困难 

主要是政府、企业、第三方尚未建立完善的可信碳数据

联动机制。企业方面，出于利益驱动，通过修改碳排放数据

达到降低碳排放量，从而减少巨大开支。政府方面，碳排放

考核或核查能力不足，对企业提供的碳排放数据，无法进行

有效校核。第三方机构方面，存在核查程序不合规，核查“走

过场”，帮助企业篡改伪造检测报告数据及关键信息等现象，

碳排放数据失真频频发生。 

（三）企业参与度不符合预期，活跃度低 

2022 年以来，全国碳市场总体交易意愿下降，多个交易

日挂牌协议交易量仅有 10 吨。碳市场交易量换手率不到 5%，

相比欧盟碳市场 500%的换手率，市场活跃度较低4。其中，
                                                        
4 全国碳市场运行一周年平稳有序，再出发如何破交易冷清僵局？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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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配额5分配不透明、碳数据未得到充分公开、产品单一、

碳交易主体少等是市场主体的活跃程度不符合预期的主要

原因。 

三、区块链在碳交易中促进可信协作 

要解决碳交易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关键支撑要素是数字

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区块链作为一种新的分布式存储技术，

具备可溯源防篡改、可信任机制、智能合约等特点和优势，

契合碳交易管理的诸多要求，有助于解决整个碳交易体系中

繁冗的中间环节带来的不透明不顺畅及不公平等问题，促进

参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可信协作。 

（一）区块链技术可以用于企业碳排放数据的全流程

记录 

区块链技术基于分布式理念打通全产业全流程，从而清

晰地了解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的碳排放情况，将符合

各项标准的企业真实碳排放数据存储下来，为摸清自身家底、

碳审计证据的获取及其真实有效性提供保障，能够有效解决

碳排放数据采集及核算难题。如国家电网依托区块链信息基

础设施打造的国内最大能源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国网链”，

其绿电生产、传输、交易、消纳等全流程向政府、社会公众

以直观可视化的方式公开展示，100%确保冬奥场馆绿电信息

的查证追溯和公开透明。 

                                                        
5 碳配额是指按规定必须完成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碳配额交易的实质，就是在一个原本是自由排放的领

域，通过对排放上限的封顶，从而把不受约束的排放权，人为地改造成一种稀缺的配额的过程。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5 — 

（二）区块链技术可提高碳排放数据监管与可信认证 

借助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和可追溯的优势，能够大大

降低数据被篡改的发生率，保留数据完整性，碳信息高度的

透明和开放能够显著提高碳审计证据的有效性；实时搜集和

预警机制可实现实时的碳信息追踪，提升碳审计的质量和效

率，及时发现漏洞，防范舞弊风险。如国家环境保护污染源

监控工程技术中心的“云链共享平台”，建成政府监管部门、

控排企业、第三方核查机构、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其他社会

机构“五位一体”的信任体系，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建

立起一整套信任机制。 

（三）区块链技术促进多元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碳交易 

我国碳市场交易过程，从企业生产、信息披露到审核审

计、监管和社会认可、平台交易，这是一个由多方共同完成、

生命周期长的协同过程，参与各方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

称，需要一个可信的、独立的平台来实现交易规范化、透明

化。基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双碳”认证与碳资产确权，

可进一步实现个人和企业的绿色贡献可信化数字化公正化，

有效激励更多的绿色行为，激发市场活力。如腾讯与深圳市

生态环境局等机构联合打造了互动小程序“低碳星球”，推

动近 100万深圳市民积极参与减碳行为，累积减少碳排放 130

吨，相当于 260 亩森林半年的减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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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策建议 

（一）强化区块链基础支撑服务。发挥区块链技术相关

的创新载体平台作用，积极推进区块链技术赋能产业融合。

建议依托中国—东盟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桂链”平台），

探索开展“双碳”数据管理平台应用研究，利用区块链技术

多中心化架构、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构建底层可信数据支撑

体系。通过汇集质量管理、政府监管、企业运营、第三方服

务以及互联网舆情等数据形成数据湖并以数据为支撑采用

“平台+生态”的发展理念提供一体化质量品牌服务。实现

对碳排放数据采集与上报、碳排放监测、碳排放数据验证与

输出等全流程的完整支持，为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

计核算体系提供全面、科学、可靠数据统计支持。 

（二）丰富区块链“双碳”应用场景。《2022 全球区块

链应用市场报告》显示，2020 年区块链应用主要是农业/食

品等行业，到 2021 年，“双碳”区块链应用成为最大热点。

目前我区在金融、政务、医疗、农业溯源等领域，已有较成

熟的“区块链+”落地应用，但在能源、环保等“双碳”核

心产业的应用尚不明显。建议借鉴先进省市的区块链+“双

碳”标杆应用，围绕能源、环保及煤矿等行业开展应用研究，

聚焦我区煤电、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等高耗能

产业，深化区块链示范融合应用。在已有绿色实践的基础上，

依托区块链与数字孪生技术，在数据中心、数字楼宇、智慧

园区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为碳市场提供丰富

的交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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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资源配置增进交易活力。我国居民消费行为

能耗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45%—50%6，推动全民参与“双碳”

目标行动，既有利推动构建全民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新风尚，

又有效增加交易活力。对此，建议依托“桂链”平台向金融

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应用场景和应用模式验证基础，助

力企业与个人开展碳资产认证，促进碳配额交易高效透明。

探索打造“碳交易主体+交易机构+第三方认证机构+政府机

构+金融风险防范”等多方参与、灵活互动的碳资产交易模

式。并基于场景与智能合约分析，有效降低应用风险、投资

风险，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企业与个人参与自愿减排项

目的主动性。 

 

（执笔人：韦泽多、陆冬妮） 

 
 
 

 

 
 
 
 
 
 
                                                        
6 2022 年 3 月，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出《关于加强个人碳排放行为规范法制建设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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