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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效市场机制项目 

招标咨询子项目 

利用市场化方式支撑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发展 

有关问题研究 

任务大纲 

 

一、项目背景 

市场是促进节能降碳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

工作方案》提出，要完善市场化机制，深化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试点，推动能源要素向优质项目、企业、产业及经济发展条件好的

地区流动和集聚。近年来，企业节能降碳的需求和意识不断提升，

以合同能源管理和综合能源服务等为代表的市场化手段不断丰富。

“十三五”期间开展的用能权交易试点，以及 2021 年全国碳市场的

正式上线交易，也为相关市场主体节能降碳提供了可行的市场化出

路。 

但随着节能降碳工作不断深入，挖掘存量节能潜力和控制新增

能耗的难度不断加大，市场化方式也面临定价理论研究基础不牢、

价格要素市场失灵、税收政策待探索等挑战。结合节能工作新形势

新要求，重点探索利用市场手段科学配置能源资源的有效机制，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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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使用价格、税收、绿色金融等方式支撑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

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能源资源高效利用。 

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如何利用市场方式，如价格、税收、

绿色金融等，支撑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提出有效利用市场机制

的措施和政策建议，撬动社会资本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三、项目任务 

任务一：研究分析我国利用相关市场机制推动节能降碳的现状

及趋势 

1. 研究分析我国利用市场方式，如价格、税收、绿色金融等，

支撑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的现状、问题及趋势，并协调与用能权

交易机制的关系。 

2. 对比研究我国相关市场机制与国际同类机制的异同。 

任务二：研究分析国际上利用相关市场机制推动节能降碳的做

法和经验 

研究分析国际上利用市场化方式推动节能降碳的主要做法、模

式和经验，以及对我国优化相关市场机制的启示。 

调研内容应包括以下要素： 

〃欧盟等经济体对市场化方式的应用情况、实施效果与问题，

特别是深入分析在能源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各市场化方式与气候政

策、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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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构关于在不同市场机制之间进行协调的研究成果。 

〃绿色金融在不同市场机制下的应用。 

任务三：研究提出利用市场机制推动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的

政策建议 

研究各种潜在的市场化方式之间如何协调，例如碳交易、用能

权交易、绿电、可再生能源配额交易等机制的相互影响与协调方式。 

研究提出利用市场机制推动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的总体思

路、工作原则和政策建议。 

分析论证本项目相关政策建议可能产生的环境与社会的效益和

影响，并针对可能存在的影响提出缓解措施和办法。 

四、项目产出 

《利用市场化方式支撑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发展有关问题研

究报告》 

《国际上利用市场机制推动节能降碳的做法和经验》 

五、进度要求 

1.自合同签署日起 1 个月内，召开项目启动会，并提交中文版

《启动报告》。 

2.自合同签署日起 6 个月内，提交中文版《利用市场化方式支

撑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发展有关问题研究报告》（初稿）及《国际

上利用市场机制推动节能降碳的做法和经验》（初稿）。 

3.自合同签署日起 9 个月内，提交中文版《利用市场化方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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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重点用能单位节能降碳发展有关问题研究报告》（终稿），提交中

文版《国际上利用市场机制推动节能降碳的做法和经验》（终稿）。 

4.自合同签署日起 9 个月内，提交上述成果产出主要内容的英

文版。 

六、项目预算 

本项目合同预算不高于 12 万美元。 

七、承担本项工作的咨询服务机构应具备的资质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二）在低碳经济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三）熟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气候政策和相关市场机制； 

（四）具有从事低碳经济政策研究的专业团队。 

对于咨询方专业人员的要求如下： 

项目团队应具有节能低碳、气候变化、经济学、金融等相关工

作背景及工作基础。 

课题负责人至少具有节能低碳领域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

悉重点用能领域节能降碳相关措施及机制等。 

团队成员了解国内外节能低碳、气候变化、能源、经济及金融

政策，及碳交易等推动重点用能单位节能减碳的市场化机制，具有

良好的外语水平，并在各自领域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