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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用碳排放权出资的相关机制研究

编者按：2021 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绿色金融工

作实施方案》，将构建绿色金融多维度基础设施体系作为展开我

省绿色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出要稳步推进碳汇交易中

心、碳中和试点建设及示范性交易，加快实现碳排放权市场化交

易。在碳市场日益繁荣的大潮下，建立出资人以碳排放权作价入

股的出资交易机制，有助于实现企业经济发展效益与生态环境保

护效益的统一，是我省落实绿色金融工作实施方案的题中之义。

公司碳排放权出资机制的构建，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以进一步发挥碳排放权的配置功能，既有助于拓宽

我省能源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为相关企业注入新动力，同时也实

质上丰富了我省在“双碳目标”上的实践形式。

一、碳排放权属于财产权利，满足《公司法》对出资形式的

基本要求

公司作为营利法人，需要凭借股东出资来展开生产经营活

动。同时在公司成立后，无论是在公司经营中的股东分红还是在

公司清算阶段中的剩余财产分配，都需要以股东出资在公司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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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比例为基础，而该比例的形成需要以股东的出资具备财产评

价性为前提。所以，无论从公司发展的经济基础构成角度，还是

从股东合法权益的取得角度，股东出资的物品或者权利都需要具

有财产性，才能实现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转。

伴随《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交易办

法》）的出台以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落成，碳排放权交易

活动已经成为取得政府背书的合法交易活动，对碳排放权的财产

性认可已成为国家对碳排放权进行管理的前提。虽然理论界对碳

排放权的属性认识存在不同，但所形成的关于碳排放权属性的具

体论断都以肯定碳排放权的财产性为前提。因此，无论立足于碳

排放权的现实处理方法还是关注理论界讨论，都可以明确碳排放

权的财产权属性。

综上，碳排放权属于财产权利，可以满足公司法对股东出资

的财产性要求。

二、碳排放权符合《公司法》关于出资财产的要求，以其出

资具有法律依据

《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对股东出资财产的资格进行了要求：

该权益可以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不禁止

该权益出资。

（一）碳排放权可以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

一方面，碳排放权可以用货币估价。《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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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理暂行规定》对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权会计处理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规定，并增设相关会计科目及简化账目处理方式，为碳排

放权的估价提供了制度依据。实践中，我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

本每天都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权可以用货币进行交易，

便意味着其货币估价性，价格便是碳排放权在交易市场中的成交

价格。

另一方面，碳排放权可以依法转让。根据《交易办法》规定，

碳排放权的让与可以通过双方协议约定来实现。《交易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碳排放权交易应当通过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系统进行，可以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

方式”。同时，碳排放权也可以被法院强制执行转让。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

定》第五条对不适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财产进行了

规定，碳排放权并没有被规定在其中。同时，根据《交易办法》

第二十一条：“碳排放配额以承继、强制执行等方式转让的，登

记主体或者依法承继其权利义务的主体应当向注册登记机构提

供有效的证明文件，注册登记机构审核后办理变更登记”，对碳

排放权可以被法院强制执行作出了认可。

（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禁止以碳排放权出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

对禁止出资的财产类别进行了列举：“出资方式应当符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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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的规定。公司股东、非公司企业法人出资人、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成员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

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碳排放权出资的

形式是碳排放配额，明显区别于自然人姓名、商誉、劳务、信用

等禁止出资形式。同时，我国关于碳排放权的规定基本以发展纲

要、部门文件以及地方性法规为主，尚未上升到法律、行政法规

层面，所以不存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以碳排放权出资的情

形。

综上所述，碳排放权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且以其

出资并没有被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所以用碳排放权出资具有

合法依据。

三、关于建立碳排放权出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碳排放权与股权间的汇兑机制

首先，需要对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功能进行拓展，建立碳排

放权和股权的直接汇兑市场。把经过评估作价后的公司股权作为

买入碳排放权的代价，改变现有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仅由货币作

为交易代价的固化模式。

其次，要求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对股权的价格进行评估，令其

承担对交易股权的评估义务，并建立起能突出碳排放权特征的相

关股权价格评价机制，来有效保障股权与碳排放权之间的汇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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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最大程度对此汇兑机制进行完善。

最后，要对股权与碳排放权间的直接汇兑机制进行监管。在

坚持目前我国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的一般规定基础上，充分运用数

字经济下的算法技术，根据数智逻辑建立碳排放权汇兑的数据披

露机制，并在此数据化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算法监管，以实现对碳

排放权交易监管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革新。

（二）完善碳排放权出资登记管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股东

需要将其出资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登记，则股东以碳排放权作为

出资亦应办理相关登记。因我国关于碳排放权的相关登记业务由

生态环境部门承担，所以在碳排放权出资的登记问题上，需要生

态环境部门与工商登记机构充分协调职能划分，为碳排放权出资

制度的建立提供制度机制保障。

一是碳排放权出资的登记、管理权限应归属于生态环境部

门。碳排放权与一般可供出资的财产权利不同，碳排放权不仅具

有经济属性还具备着环境公益属性，且因碳排放权自身复杂性，

对其评估测量以及相关登记工作高度专业化，由生态环境部门进

行对碳排放权出资的登记、管理，是现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二是工商登记机关负责公司股东碳排放权出资事项公示。

即，由生态环境部门对公司碳排放权出资事项进行审查、登记，

然后形成登记结果，再将信息互通至工商登记部门，由工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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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进行登记公示，从而建立起碳排放权出资登记与碳排放权出

资公示之间的有序协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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