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

志就《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

全覆盖工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

知》答记者问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

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作 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对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制度、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作出了

哪些部署？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

问：《通知》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即绿证，是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发绿色

电力颁发的具有独特标识代码的电子证书，是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

明，也是认定绿色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1 个绿证单位对应 1000 度可再

生能源电量。以绿证认定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属性，鼓励用户购买绿证体现绿电消

费是国际通行做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

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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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21〕36 号）提出，以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

方式。国务院《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 号）要求，加

快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健全完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政策体系。国务院《关



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 号）

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2〕39 号）中，对完善绿证制度、推广

绿证交易、引领全社会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提出了明确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

发展可再生能源，推动建立绿证制度并不断健全完善。2017 年我国试行绿证核

发和自愿认购制度，国家对享受补贴的陆上风电和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量

核发绿证，明确用户可通过购买绿证作为消费绿电的凭证；2020 年起实施可再

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明确各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可通过购买绿证完成

消纳责任权重；2021 年启动电力交易机构开展绿电交易；2022 年明确可再生

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绿电消费政策体系更加完善。绿证制

度实施以来，初步推动全社会形成了较好的绿色电力消费意识，但仍存在绿证核

发交易尚未全覆盖、绿证应用领域有待拓展等问题。

为进一步发挥绿证在构建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低碳环境价值体系、促进可再

生能源开发利用、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等方面的作用，2022 年以来，国家能源

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的

基础上，修订形成了《通知》，进一步明确了绿证的权威性、唯一性和通用性，

实现对可再生能源电量绿证核发全覆盖，对规范绿证核发、完善绿证交易、做好

绿证应用、鼓励绿电消费、强化绿证监管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通知》的印发实施，将有力推动绿证核发、交易全覆盖，进一步为扩大绿

电供给、促进绿电消费奠定基础；将有力提升绿证的权威性、唯一性，进一步增

强绿电消费的公信力；将有效拓展绿证应用，扩展绿证消费需求，进一步激发绿



电消费市场活力，对于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营造绿色消费环境、加快形成绿

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问：《通知》在提升绿证的权威性、唯一性和通用性方面作了哪些安排？

答：提升绿证的权威性、唯一性和通用性，对于增强绿电消费的公信力，更

好培育绿证交易市场，构建绿色电力消费体系，推动绿证与国际接轨至关重要。

为此，《通知》明确了以下要求。

权威性方面，明确国家能源局负责绿证相关管理工作，通过统筹各方面形成

合力，进一步提升绿证的权威性，推动绿证在引领绿色电力消费、促进可再生能

源发展、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唯一性方面，明确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

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为确保绿证的唯一性，明确绿证对应

电量不得重复申领电力领域其他同属性凭证。

通用性方面，明确绿证支撑绿色电力交易、认定绿色电力消费、核算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费量等基础性作用，同时推动绿证与国内碳市场、国际绿色消费和碳

减排体系做好衔接。

问：《通知》在规范绿证核发方面作出了哪些具体规定？

答：为规范绿证核发，《通知》对不同品类可再生能源核发绿证等作出具体

规定。

一是拓展绿证核发范围。将绿证核发范围从陆上风电和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

扩展到所有已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实现绿证核发全覆盖。

二是区别品类提出具体要求。对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

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核发可交易绿证，可交易绿证既可以用作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费凭证，也可通过参与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等方式在发电企业和用户间有偿

转让。对常规存量水电项目，现阶段暂不核发可交易绿证，相应绿证随电量交易

直接无偿划转；对 2023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新投产的完全市场化常规水电项

目，核发可交易绿证。可交易绿证核发范围后续可根据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

情况动态调整。

三是明确核发信息来源。绿证核发原则上以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提供的

数据为基础，同时通过发电企业或项目业主提供的数据进行校核。对自发自用等

电网企业、电力交易机构无法提供电量信息的情况，由相应发电企业或项目业主

提供绿证核发所需信息。

此外，考虑到现阶段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准确计量尚不具备条件，目前绿证

核发全覆盖仅针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待相关条件成熟后，适时将可再生能源

非电利用纳入绿证体系。

问：《通知》对于完善绿证交易，作出了哪些具体安排？

答：围绕进一步激活绿证交易市场、扩大绿证交易规模，《通知》明确了绿

证交易平台、交易方式、交易收益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一是拓展绿证交易平台。将绿证交易平台从此前的中国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平

台，扩展到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后续适时拓展至国家认可的

其他交易平台。买卖双方可自由选择任一绿证交易平台开展绿证交易。

二是明确绿证交易方式。绿证交易包括双边协商、挂牌和集中竞价三种方式，

其中，对双边协商交易，由买卖双方自主协商绿证交易数量和价格，并签订一次

性划转协议，通过绿证交易平台完成绿证交割；对挂牌交易，卖方将绿证数量和

价格相关信息在绿证交易平台挂牌，买方通过摘牌的方式完成绿证交易；对集中



竞价交易，买卖双方通过绿证交易平台在截止时间前申报交易意向信息，以市场

出清的方式确定绿证成交数量和价格。

三是明确绿证收益归属。一方面，对不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项目（包括平

价（低价）项目、自愿放弃中央财政补贴、中央财政补贴已到期项目以及 2023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新投产的完全市场化常规水电项目），绿证收益归发电企业

或项目业主所有，交易方式不限。另一方面，对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项目，按照

国家相关规定，属于国家保障性收购的，绿证收益等额冲抵中央财政补贴或归国

家所有；属于市场化交易的，绿证收益在中央财政补贴发放时等额扣减。同时，

对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项目创造条件尽快采用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

此外，为防止绿证炒作，《通知》明确现阶段绿证仅可交易一次，交易完成

后各交易平台需实时将相关信息同步至核发机构。

问：根据《通知》，如何做好绿证应用工作？

答：绿证既是可再生能源电力环境属性价值体现，又是精准的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费量核算工具，也是国际通行的绿色电力消费证明方式。为提升绿证的通用

性，《通知》围绕进一步拓展绿证应用场景，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一是支撑绿色电力交易。绿电交易是以绿色电力产品为标的物的电力中长期

交易，用户同步获得绿色电力和绿证，是“证电合一”的特殊绿证交易形式，通

过在交易合同中明确的绿证价格体现绿色环境价值。在电力交易机构参加绿色电

力交易的，相应绿证由核发机构批量推送至电力交易机构，同时在交易合同中分

别明确绿证和物理电量的交易量、交易价格。



二是核算可再生能源消费。发挥绿证可追溯、防篡改、精准认定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费等作用，落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耗“双控”相关要求，《通知》

明确由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能源局核定全国和各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数据。

三是认证绿色电力消费。为更好发挥绿证在评价、认证中的作用，推动构建

科学、灵活的绿色电力消费体系，《通知》明确将绿证作为电力用户绿色电力消

费和绿电属性标识认证的唯一凭证，要求推动建立基于绿证的绿色电力消费认证

标准、制度和标识体系，为合法合规开展绿色电力消费认证提供依据。同时，参

考国际通行做法，认证机构应通过两年内生产的电量对应绿证开展认证；为避免

使用同一绿证开展多次认证，要求认证机构及时将认证信息同步至核发机构。

四是衔接碳市场。绿证与碳排放权交易都是以市场化手段推动绿色发展的重

大制度创新，做好两者之间的衔接意义重大。《通知》明确研究推进绿证与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衔接协调，为后续推动将绿证

纳入碳市场相关核算体系创造条件。

五是推动绿证国际互认。目前，国内绿证已 纳入国际绿电消费倡议

（100% Renewable Electricity，简称 RE100）的认可范围，在国际社会和跨

国企业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进一步提升国内绿证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通

知》明确，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原则上只能申领国内绿证，在不影响国家自主贡

献目标实现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国际组织的绿色消费、碳减排体系与国内绿证衔

接。加强绿证核发、计量、交易等国际标准研究制定，提高绿证的国际认可度和

影响力。

问：如何扩大绿色电力消费需求？



答：激发绿色电力消费潜力、扩大绿色电力消费需求，对推动全社会提升绿

色电力消费水平意义重大。为此，《通知》专设章节，对推动绿色电力消费提出

明确要求。一是鼓励跨国公司及其产业链企业、外向型企业、行业龙头企业购买

绿证、使用绿电，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二是推动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机关

和事业单位发挥先行带头作用，稳步提升绿电消费比例。三是强化高耗能企业绿

电消费责任，按要求提升绿电消费水平。四是支持重点企业、园区、城市等高比

例消费绿色电力。同时，我们也将督促各地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分解

落实到用能单位，推动以绿证核算用户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逐步建立“权

重+绿证”约束机制，更好激发绿电消费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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