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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杜娟、朱伟国编著的《碳金融：法律理论与实践》旨在为读者解读碳金融领域所涉的相关法律理论
和法律服务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碳金融：法律理论与实践》不仅分析了碳金融市场构建和发展的基本框架，包括国际法律制度基础
、碳金融发展的市场基础、市场体系构成、金融服务业的参与，同时还对碳金融交易所涉的基本法律
理论问题如碳排放权利的界定、碳会计、税收待遇等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碳金融的交易实践，分析了
碳所有权、交易协议的内容设计等法律实践问题，最后落在中国碳金融的发展创新以及未来全球碳金
融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的战略定位的评析上。
整本书结合了碳金融法律前沿问题的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对碳金融市场的相关法律理论和实践进行了
深入、系统的阐述，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是一本有关碳金融法律的标志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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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杜娟，上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国际法专业硕士生导师、法律硕士办公室主任，上海大学ADR与仲
裁研究院秘书长，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获
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9年9月至2010年2月在英国利物浦约翰莫尔斯大学法商学院做访问学者。
袁杜娟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国际商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
著有《跨国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等专著，并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
气候变化与国际粮食贸易中的法律问题》等多项课题研究。
 朱伟国，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上海市静安区青年联合会常委，上海市静安区青年联
合会律师分会会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199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1年毕业于上海PCEC东亚学院MBA专业，并获澳门公开大学MBA硕士学位。
朱伟国律师于1993年至1997年在武警政治学院从事法律教学工作，1997年至今在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
所从事律师工作。
 朱伟国律师所擅长的业务领域为：公司业务（并购、改制、重组、股权纠纷、常年法律顾问）、金融
证券、环保与新能源、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等。
 朱伟国律师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和静安区的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
还被评为静安区2005-2006年度优秀青年律师，2011年1月在"平安世博、律师同行"活动中，被上海市律
师协会评为"服务世博先进律师"，并长期担任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东方大律师》节目直播嘉宾。
《法苑）杂志、《上海法治报》、《劳动报》、《新闻晚报》等均曾作过专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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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碳买卖示范合同：世界银行“ERPA”范本和泛美投资公司（IIc）“CERSPA”范本之关键条款的比较
 一、历史沿革
 二、世界银行ERPA与CERSPA范本之关键条款比较
第九章 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创新
 第一节 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现状及主要障碍
 一、发展碳金融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二、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三、发展我国碳金融市场的主要障碍
 第二节 中国碳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
 一、碳金融交易平台的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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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碳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
 三、碳项目风险承担方面的创新
 第三节 中国碳金融市场的政策支持
 一、制定我国的碳金融发展战略
 二、完善碳金融市场的政策
 三、碳税政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
 四、人才的开发与引进
第十章 全球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展望及中国战略布局
 第一节 全球碳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及预测
 一、后京都时代的减排目标
 二、后京都时代碳金融市场的供需和市场潜力巨大
 三、后京都时代美欧竞争格局的可能转变
 第二节 未来全球碳金融市场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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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 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机制" 一、京都机制的基本规则概述 "灵活机制"是指，《京都议
定书》中第6条规定的联合履行机制、第12条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以及第17条规定的排放贸易机制，以
上三者统称为《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机制"。
灵活机制的共同特点是"境外减排"，而非在本国实施减排行动，因此，灵活机制又称为境外减排机制
。
 从经济学原理看，其源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的减排成本和路径。
其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气候框架公约》的谈判阶段。
在《气候框架公约》的谈判过程中，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但在人来共同
的利益面前最终达成了妥协，即发达国家同意承担具体的温室气体减限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承担"共
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减限排义务。
与此同时，《气候框架公约》还允许发达国家之间采取灵活的政策和措施来实现减限排任务总量。
这些灵活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指在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施行减排行动，这种减排行动获得的"减排抵消
额"应该被允许进行交易。
之所以允许在本国以外的范围采取减限排行动，其理论依据在于：人类生存在一个共同的地球，在地
球任何一地所做的减限排行动，对于地球大气的影响效果是一样的；各个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
素各不相同，允许各国在实现减限排任务的基础上，自由选择减限排成本最低的地区来实现减限排任
务是经济和理性的做法。
这是国际社会对于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减限排义务的最初表述。
经过谈判，在《气候框架公约》第4条第2款a段，允许发达国家"联合履行"的政策和措施，以实现其义
务和公约的目标。
这是第一次正式采用"联合履行"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法律条款，也可以被认为是《京都议定书》灵活
机制发展的最初思想。
 在1995-1997年进行《京都议定书》谈判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以此为基本依据，要求允许采用更加灵活
的政策和措施，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成本效益"原则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和承诺。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后发展成现在的《京都议定书》灵活机制。
灵活机制和减排目标谈判成为当时谈判的焦点，是议定书谈判达成最后协议的核心内容。
 《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各项条款是原则性规定，很多条款根本无法操作。
为此，需要对这些规定逐条逐字进行解释，用可以操作的条文另行作出具体规定。
为此，从1998-2001年的4年时间里，《气候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会议花费了绝大部分
时间用于谈判京都议定书的实施细则，其中谈判难度最大的议题之一就是灵活机制实施规则的谈判。
1998年，确立了该项议题的"基本要素"和完成谈判的"日程表"；1999年，对灵活机制议题的要素进行了
全面的剖析，从客观上达成如何开展这些合作的共识；2000年，逐步形成实施规则的基本框架，并分
析和剥离出大量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重点辩论；2001年，对关键的核心问题进行辩论并形成了"一揽
子"方案，完成了议定书实施规则的主体谈判。
有关这些具体实施细则的条文载于2001年《气候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马拉喀什协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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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碳金融:法律理论与实践》思路结构清晰，同时还结合了碳金融法律前沿问题的国际最新研究成果，
对碳金融市场的相关法律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价值
，是一本有关碳金融法律的标志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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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丛书一方面关注于在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经济发展与碳"脱钩"的低碳化转型中，传统法律制度遭遇
的危机、应如何适应与调整的问题；另一方面，本丛书注重于探索如何以全新的法治理念、创新的机
制和手段，来促进和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使法律制度成为这一绿色化经济转型中的最为积极有效
的推动因素。
 这套专题性丛书的出版，将会推动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也会对一些实践性问题的解决有所助
益，还能够帮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与低碳经济有关的法律政策及其发展动向。
 --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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