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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碳排放权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存在法律概念与不同的学理概念。其法律概念为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

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文章认为碳排放权是权利主体在规定时期内向大气排放一定量温室气体的权利，

其法律属性应明确为新型数据财产权。通过对新型数据财产权的由来与沿革分析，将碳排放权与新型数

据财产权进行对比，从权利主体、客体、权利属性、权能构成方面进行具体论证。两者权利主体一致；

将碳排放权的客体界定为“数据财产”能够表现碳排放权是具有特定价值的数据结合体；在权利属性方

面兼具公私法律属性；在权能构成方面，将其定性为新型数据财产权能够更好实现数据资源快速流转，

促进节能减排工作。随后本文展开介绍了将碳排放权定义为新型数据财产权的功能。综上以阐明将其定

性为新型数据财产权的理论的可行性和现实考量。 
 
关键词 

碳排放权，法律属性，新型数据财产权，数据财产，功能证成 

 
 

Research on the New Data Property Right 
Attributes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 

Youran Chen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May 24th, 2023; accepted: Jul. 17th, 2023; published: Jul. 26th, 2023 

 
 

 
Abstract 
As a new thing, carbon emission right has different concepts of law and theory. Its legal concept is 
carbon emission quotas allocated to key emitters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This paper holds 
that carbon emission right is the right of the subject to emit certain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es 
into the atmosphere within a prescribed period, its legal attribute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s a 
new type of data property righ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ew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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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ty right, this paper compares carbon emission right with new data property right, and 
makes a concrete demonst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ubject, object, attribute and function of 
rights. Defining the object of carbon emission right as “data property” can show that carbon emis-
sion right is a combination of data with specific value; it ha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legal attribute 
in the attribute of right; and in the component of power, defining carbon emission right as new 
data property right can better realize the rapid circulation of data resources and promot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he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function of defining carbon 
emission right as new data property right, in order to clarify it as a new type of data property right 
of the theoretical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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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论争与评析 

1.1. 碳排放权的产生及定义 

碳排放权的概念是在大气环境容量理论的基础上，是基于大气环境容量这个客体所构建的[1]。1997
年《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权，即碳排放权。关于碳排放权的具体表述可见于该议定书的第

3 条第 1 款。《京都议定书》在附件中对所列缔约方设立了明确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限制，也赋予其

在量化限制内自由使用大气环境容量资源、排放温室气体，为其设立了明确的碳排放权。关于碳排放权

的定义，我国现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将“碳排放权”定义成：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

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根据相关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简言之，碳排放权指的是，在量化限制内，各

权利主体能够对外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 

1.2. 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理论之争 

国外对碳排放权的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早，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相继

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和有关碳交易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对碳排放权

立法和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的规定形态不尽相同。在公法体系下，碳排放权更多体现的是规制权，而在

私法体系下碳排放权体现的更多是财产权。碳排放权立法规定的差异体现了各国在行政管理与立法习俗

方面的差别，这也表明对碳排放权的属性进行界定，必须放入具体的法律与各国行政司法体系中加以研

究，才具有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法学领域对碳排放权的研究相对于经济学和环境科学领域较晚，但随着碳交易的发展，法

学界关于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研究成果也在逐渐增多。目前，学者就我国应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与法

律法规的完善达成一致，但是关于碳排放权究竟具备怎样的法律属性当前还有不同的看法，主流的学说

包括发展权说、财产权说、用益物权说、行政许可权说和环境权论等观点，或将碳排放权归为一种新型

权利或碳资产，或将上述学说结合起来。关于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重要学说的评析将在下节详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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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碳排放权法律属性诸说与评析 

1.3.1. 行政许可权说 
持行政许可权学说的学者认为，碳排放权是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来对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进行管控，

并切实有效促进减排节能的相关权利，碳排放权离不开公法、公权力主体的参与。基于公权力对于碳排

放权的干预，主张私权利主体获得权利需要政府的许可，同时通过设定排放配额和碳减排目标的途径来

实现政府对碳排放权的管控。但该说的局限性在于只考虑到了政府的干预行为，实际上，公法和私法都

能够在碳交易市场中体现一定的功能和作用，但是行政许可权说只是片面强调了公法领域的政府的作用，

难以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未体现在碳交易活动过程中私法所能够发挥的保护与促进作用，不利于我国

碳交易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1.3.2. 财产权说 
国外部分学者支持碳排放权是一种财产权。由于可交易排放权的排他性、经济价值和激励效应，许

多经济学家也将其视为财产权。在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方案中，采用了一项法律条款，即“permission”，
而非财产权。此外，尽管美国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计划中的硫排放权没有被命名为财产权，但实际上，排

放方、买家和政府都承认其为财产。因此，与二氧化硫排放权类比，碳排放权可以被定性为财产权。我

国部分学者同样也将碳排放权界定为财产权。财产权说的合理之处在于它很好的解释了在碳交易中，碳

排放权所能够产生经济收益和财产利益，肯定了私法在碳交易市场的重要规范作用。但它忽视了政府公

权力主体的干预作用。我国碳交易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前期的建设中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支配，将碳

排放权界定为财产权不利于政府在碳交易市场中发挥作用，将碳排放权简单界定为财产权，难以顾及其

全部内涵与价值所在。 

1.3.3. 用益物权说 
叶勇飞等学者倾向于用益物权学说，主张从客体层面来看，碳排放权能体现出物的属性，是一定量

的温室气体，所以虽不能直接纳入传统的物权中的“物”中，但具有“物”的特征，能够符合物权法定

的原则[2]将碳排放权界定为用益物权，能够让碳排放权的配额、交易、使用等过程按现行有关物权的法

律规定进行。由于我国现阶段缺少碳排放权的立法，仅依托于部门规章的管理与规范难以让我国碳排放

交易市场得到持久的发展。将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明确后，能够将其视为一种可交易的民事权利，在碳

排放权主体、客体、内容等方面完善我国碳交易制度。但同时，碳排放权依托于大气环境容量理论，意

味着碳排放权兼具公私法的法律属性，需承担公法与私法上的双重义务等问题，用益物权说尚不能作出

合理解答。 

1.3.4. 准物权说 
在民法的角度下，也有学者认为碳排放权应属于准物权。这种观点将碳排放权定为准物权能够对碳

排放配额的抵押、转让、交易等相关法律行为加以解释与阐述，对碳市场衍生品等创造和发展方面的需

求，也能予以有力的支持。我国设立碳排放配额登记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明晰产权，将其设定为准物权后，

碳排放权的产生、转让、交易、清缴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但此类观点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是将碳

排放权定性为准物权此类的民事性法律权利，会导致其立法周期较长且立法层面要求较高，需由全国人

大的通过才能创设这项权利。其次是坚持物权保护原则，只有在紧急状况下，国家才有权征用和征收公

民的财产，所以关于碳排放的配额，政府欲施加一定的干预，其行为必然受到许多制约。基于当前的国

内碳交易体系，在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清缴义务的设定等各个方面，政府所采取的行政行为相当于直接

干预和分配了社会财产，但是基于依法治国要求以及依法执政的理念，政府的这些行为无法得到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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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支撑[3]。 

1.3.5. 规制权学说 
Jillian Button 等学者支持规制权说，认为碳排放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政府对碳排放权的分配

并不象征着政府将大气资源私有化，政府分配并非是资源本身而是权利主体使用大气资源的权利，即碳

排放权是公权力主体创设的能够对温室气体加以排放的权利[4]。而据此来看，对于碳排放权利主体来说，

其所持有的碳排放权似乎是一种规制性财产，因为它带有强烈的公法色彩。虽然碳排放权利主体能够在

碳市场上交易这种管制性财产，但政府享有最终分配和管理碳排放权的权利。还有的规制权学说支持者

认为，将碳排放权定义为规制权而非传统的财产权，是因为一方面碳排放权的财产化会导致其私有化，

这不符合法律和其作为公共资源的要求；另一方面，碳排放权会使企业污染成为一种权利，而非过错。

同时，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政府授予私权利主体碳排放权，向大气排放污染气体，不仅给社会

带来较高成本，导致公平与正义或其他问题的产生，也不利于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1.3.6. 发展权说或环境容量利用权说 
根据王明远等学者的主张，可用“发展权”或“环境容量利用权”对碳排放权进行属性界定，前者

是以国际公约作为逻辑起点，后者则是对排污权进行了参考。学者们主张，碳排放权以现有的国际公约

为前提，各国的碳排放权实质是对“全球碳排放空间”的再分配，以促成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但是，

将碳排放权界定成“空间性权利”，难以适应碳交易市场的需要，很难解释配额、定价、交易、清缴等

行为。该学说充分考虑到自然为母权的资源空间的占用，但却难以适应现实情况，不利于政府对碳交易

市场的管控与干预，不能保障和促进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 

1.3.7. 环境权说 
持有该主张的学者认为，从本质上来看碳排放权统一了环境权与私权两种属性，其最终目标都在于

保障大气环境资源能够长效稳定地得到利用，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环境资源的保护。支持这种

学说的学者认为，之所以创设碳排放权，是为了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加以控制，进而保障整个大气环境资

源能够长久、稳定、有效地发展，虽然这一权利会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但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而这与环境权的相关概念相匹配。该学说具备合理性，是因为其

在环境权与碳排放权之间建构了一种直接联系，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与温室气体排放息息相关。但该学

说也存有局限，首先，它与《京都议定书》设立碳排放权的本意不符，议定书的本意是将碳排放权进行

交易，通过政府和市场的调控促使权利主体节能减排。仅仅将其定性为碳排放权不能诠释其本质属性。

其次，碳排放权兼具公私法属性，不仅具有公法上的义务，也需私法进行规范，如果我国不设立碳排放

权具体的法律规定，不利于碳市场的发展与问题的解决。同时，基于当前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具体状况而

言，以环境权进行定性也有不足，即过于抽象，说理意味太过浓厚，很难在碳交易市场上真正发挥作用，

不具有实践价值。 

2. 碳排放权的新型数据财产权属性证成 

2.1. 新型数据财产权由来与沿革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事物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与

科技的发展，大数据时代应运而生。当今网络科技日渐发达，各个行业中大数据技术都有所渗入，给人

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数据经济崭露头角，数据信息资源争夺激烈，发展势头愈发迅猛，不断实现

生产、经营和管理的优化升级。通过交换数据或利用大数据进行投资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也直接

反映出数据本身在经济层面具备突出价值。而在数据财产化的影响下，数据产业得到迅猛发展，数据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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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也得以迅速崛起和扩张，日益凸显其在市场中巨大的商业价值。数据财产符合我国财产权学说的一般

构成要件，而且具有数据本身的独特性。但是，数据财产化的过程中也催生了许多问题，比如数据诈骗

和垄断等行为层出不穷，这些社会问题难以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亟待立法解决。故此，新

型数据财产权油然而生，在人们的生活中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现实数据利益诉求及数据财产的显著特征，为构建数据财产权提供了可能。新型数据财产权是指占

有和管理数据初始资源者、运用和开发、经营者等，凭借自身所掌握的数据，并加以一定的整合、分析

与收集，在此基础上通过必要的加工活动所产生的，可加以管控、持有与收益的结构性权利[4]。数据财

产权可以实现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数据市场的稳定，减少网络经营者的负担，为国家的大数据发

展战略提供力量。2020 年，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事权利”的章节中明确了法律对数据、

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数据财产权权益已被纳入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之中。 

2.2. 碳排放权的新型数据财产权属性 

碳排放权是对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与收益，故因其自身的特性而具有稀缺性。在碳排放交易的

过程中，不同区域的环境容量，按照一定的标准，将碳排放总量控制分配给相应的碳排放主体，各主体

之间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出售或购买各自多出或缺少的部分且由排放主体各自承担亏损。将碳排放权的

法律属性明确为新型数据财产权，即碳排放交易为新型数据财产的交易与转移，有助于在分配与交易的

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分散交易风险，最大限度地提高交易的预期或现实收益。关于碳排放权的新型数

据财产权属性相关论证如下： 
1) 权利主体层面 
数据可分为原始数据和衍生数据，在此基础上，新型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可分为数据初始所有者(用户)

和继受归属者(数据资源持有者、经营者等)。碳排放权在我国实践中一般由国家配额分配给企业等私主体，

再由其进行支配、使用或交易。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四章排放交易中第二十条也进行

了规定。参考国内的试点碳交易情况可发现，碳交易主体主要为受强制性减排目标约束的高碳排放企业、

减排目标企业及其他资源减排的经济实体，经审定后也可以参与碳市场交易。由此可见，在权利主体方

面，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权利主体与数据财产权的权利主体一致。 
2) 权利客体层面 
单一的“数据”在一般情况下不具有价值，也并非是民法意义上的“物”。从数字经济发展运行轨

迹看，数据财产权的客体应该是经过某些程序加以整合，并使其具备一定价值的数据集合体[5]。我国已

逐步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于我国享有的碳排放权有充分的支配自由，因此碳排放权的转让以

及其他交易活动能在碳市场上展开，也可从他国购进一定的碳排放权加以使用，推动减排目标的实现。

然而，因为碳排放权的客体的特殊性，无法借助实际占有客体的方式来予以实现，而必须借助某些技术

手段达成目的。当前清洁发展机制(CDM)等共同构建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使得碳排放权具备了一

定的可交易性，其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易和利用。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易，亦或是我国碳市场的交

易，都是通过数据的交易与支配来实现的，将碳排放权的客体界定为“数据财产”能够很好的表现碳排

放权是具有特定价值的数据结合体。 
3) 权利属性层面 
新型数据财产权具备公私两种法律属性，“数据”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资源要素，而且具备一定的稀

缺特点，这使其对公私两类权利主体所形成的法律规范要求有所差异，既需要在公法层面进行必要的规

范和调整，也需要在私法层面保障有关权利的实现。根据上文对碳排放权具有代表性的学说的述评，碳

排放权具有公权和私权属性均在不同角度得以论证。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兼具公权私权双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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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碳交易市场的模式来看，政府设定减排目标与碳排放总量，再通过配额分配的方式将碳排放权通

过有偿或无偿的方式分配给私权利主体，这一过程正体现了碳排放权的公权色彩。除此之外，私权利主

体也可以进行配额交易，这体现着碳排放权具有私有属性。我国正处于碳排放市场建设的初期，现阶段

应立足于碳排放权的公权属性，由政府进行配额分配，促使碳交易市场良性运转，同时我国应促进相关

法律法规的完善，引导碳交易市场逐渐过渡到以市场为主导。在权利属性层面上，新型数据财产权与碳

排放权的权利属性相符合，能够很好地兼顾公法与私法属性。 
4) 权能构成层面 
对于新型数据财产权，其权能构成指的是各主体所享有的财产权的构成内容，能够彰显此种权利的

效能及其价值，其权能具体包含关于数据的处分权、经营权、利用权和管理权等，因而需要在处理、分

析、存储、流转等数据利用的中间环节，对前述权利形态加以确认。“数据”具有虚拟性、无形性，这

也是与传统物权最大的区别。碳排放交易过程中，由于碳排放权的客体是无形的，不可见也不能被外界

所感知，将其法律属性确定为新型数据财产权，能够更好地对碳排放权进行管控与利用。在配额分配、

交易、清缴的过程中，新型数据财产权的界定能推动数据资源以较高速率得以流转，使得企业的交易风

险得以分摊，或者促成性价比更高的投资交易，进而保障企业获得到更高的收益，实现数据资源的优化

配置。这也能更好地促进节能减排，更好完成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碳排放权还有一个权能是

处分权，将其作为新型数据财产权其权能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权利人在碳交易市场上转让碳排放权；其二，权利人赠与其所拥有的碳配额；其三，权利人以碳排放权

设立质押以获取融资担保。 

2.3. 碳排放权新型数据财产权定性的功能 

将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定性为数据财产权有助于实现碳资源的配额分配、交易与清缴的有效配置，

具体而言有如下功能： 
其一是配额分配中的功能。公权属性使得我国政府能够设定排放总量与控制目标的权力。碳排放权

作为新型数据财产权的法律界定，有利于优化数据资源配置，兼顾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差异，使整个分配

制度更加公平。同时，数据财产权本身具有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数据市场的稳定、减少网络经营

者负担、为国家的大数据发展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作用，能更加适应迅速发展的碳交易市场。 
其二是配额交易中的功能。新型数据财产权兼具公法与私法属性。在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初期，

应当立足公权属性来推进相关法律的完善。因碳排放权作为新型数据财产权所具有的私权属性，确定碳

排放权的客体为“数据财产”，为私权利主体对碳排放权拥有处分权奠定法理依据。权利人在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中充分行使自己的处分权，作出财产处分行为。对第三方监管机构和碳交易所而言，将碳排放

权虚拟、无体的新型财产权利客体用数据财产表达出来，能够更好的对碳排放权进行管控与利用。 
其三是配额清缴中的功能。碳排放权作为新型数据财产权的法律界定能够让市场参与主体明晰碳资

产的价值所在，方便交易的同时，也促进了配额清缴的积极性。有利于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和配额分配

部门对碳排放配额的清缴与管理，从而更好地完成配额清缴问题的实现。 

3. 碳排放权的新型数据财产权定性的功能展开 

3.1. 配额分配中的功能的实现 

将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定义为新型数据财产权，其公权属性使得我国政府得以作为公权力主体的身

份自然地拥有设定排放总量与控制目标的权力。控排企业按照国家或地方碳市场主管部门的要求，如实

报送本单位特定年度的碳排放信息，由政府牵头完成当年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工作后调整下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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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政府通过总量控制制度与配额分配制度，排放配额将按照一定的分配原则以无偿或有偿的方式分

配给私权主体。全国碳交易市场配额分配关乎国家、地方积极发展，以及各私权利主体尤其是控排对象

的切身利益，更是开展碳交易市场的基础与前提。碳排放权作为新型数据财产权的法律界定，有利于更

好地优化数据资源配置，使配额分配既具科学性、严谨性，又能兼顾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差异，使整个分

配制度更加公平。由于我国已逐步建设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参与碳交易市场分配的主体与客体范围都

会相应扩大。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逐渐成熟，我国的碳排放交易总量与频次会越来越复杂，对政府

配额分配的技术水平要求也会更高。因为数据财产权本身具有数据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数据市场的稳

定、减少网络经营者负担、为国家的大数据发展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作用。所以将碳排放权的客体为“数

据财产”，能更加适应迅速发展的碳交易市场。 

3.2. 配额交易中的功能的实现 

从宏观市场角度来看，因为碳排放权的客体是经过一定程序整合的且具有特定价值的数据集合体，

不像传统物权那样能直接通过对客体的现实占有来实现，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使得碳排放权具有充

分而独特的可交易性。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易，亦或是我国碳市场的交易，都是通过数据的交易

与支配来实现的。将碳排放权界定为新型数据财产权，能促进数据资源高速、有效流转，从而增强碳排

放交易市场的交易效率。由于新型数据财产权兼具公私法属性，在不同国情下应合理界定市场与政府的

作用及其支配地位，考虑到国内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在初期建设的过程中，立足于公权属性能够促进

碳排放权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进而推进我国过渡到以市场为主导的碳交易市场。 
从微观个体角度来看，对控排企业而言，因碳排放权作为新型数据财产权所具有的私权属性，碳排

放配额便成为了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可交易财产。因此将碳排放权定义为新型数据财产权，确定碳排放

权的客体为“数据财产”，为私权利主体对碳排放权拥有处分权奠定法理依据。从而有利于权利人在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充分行使自己的处分权，作出转让、赠与、担保、质押等财产处分行为。碳排放权作

为新型数据财产权，为私权利主体实现企业低成本投入转移或者分散交易风险而获得预期最大化收益提

供可能。如此才能让企业收获到参与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益处，真正让我国政策发挥出便民惠民的积极作

用。对第三方监管机构和碳交易所而言，将碳排放权虚拟、无体的新型财产权利客体用数据财产表达出

来，能够更好的对碳排放权进行管控与利用。第三方监管机构通过碳排放权作为新型数据财产权的可视

化，能够顺利开展核查工作，核查确认控排单位的温室气体减排活动。碳交易所为参与主体提供交易服

务，同时对交易市场进行监管，为交易中出现的各种纠纷提供救济，而权利主体进行碳排放交易则是碳

交易所活跃运转的前提。 

3.3. 配额清缴中的功能的实现 

进行碳排放配额清缴的前提是对配额管理的单位进行碳排放核查。而碳排放核查主要包含报告、监

测、核查、第三方机构管理等诸多制度以及年度碳排放量的审定等不同环节，同时上述制度的主体各不

相同。在规定期限内，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需完成前一年度碳排放报告的编制，并报给配额分配部门。

地方政府建立碳排放核查制度，具体核查工作由第三方机构展开，在规定限期前将核查报告提交给市发

改委。在收到报告的一个月之内，政府部门要以此为依据，对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的年度碳排放量进行

审定，并将审定结果通知给各单位。 
配额清缴制度针对清缴主体不同状态分为正常运营情况下的清缴关停和迁出时的清缴两种。正常运

营情况下的清缴：在做好碳排放核查工作后，基于政府部门审定的上一年度碳排放量，纳入配额管理的

单位要按要求对自身的配额清缴义务加以切实履行。如果单位配额难以完成清缴义务，可借助于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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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通过购入配额来完成清缴；若配额存有剩余，下一年度还可以利用，也能进行配额交易。除了前

述各种方法，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还可借助于抵消机制，对部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加以利用，

据此达成配额清缴的目标和任务。关停和迁出时的清缴：在规定时间内，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对自身

当年的碳排放情况进行汇报；而市发改委获取报告后，应安排第三方机构核查该单位的具体碳排放状况，

并由市发改委对该单位的当年碳排放量进行审核与认定；该单位则要以审定的结论为依据，履行自身的

配额清缴义务。另外，该单位通过无偿方式得到的未来年度配额的半数，由配额分配部门收回。 
将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认定为新型数据财产权，能够让市场参与主体明晰碳资产的价值所在，方便

交易的同时，也促进了配额清缴的积极性。同时，碳排放权交易的透明和公开的程度直接关系着交易主

体的利益。作为新型数据财产权，其数据的公开透明也能让交易主体有效及时地掌握市场信息，及时调

整其交易行为，助推交易的完成。碳交易管理部门和控排单位实际上是行政合同关系，合同的目的便是

实施配额管理、消除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也是配额清缴的目的所在。而基于单位运营、解散、注销、

停止生产经营或者迁出本配额分配部门管理辖区等不同情况，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的碳排放配额清缴方

式也有所不同。将碳排放权以新型数据财产权的形态固定下来，有利于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和配额分配

部门对碳排放配额的清缴与管理，从而更好地完成该行政合同的实现[6]。 

4. 结束语 

从现有国情来看，不管在理论还是实操方面，碳排放权都是新兴事物，本文对碳排放权问题加以简

介和阐述，明确了其出现的背景和发展现状，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和碳排放权在产生背景、客体以

及其政策目的等方面的自身特殊性，对我国学者关于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不同学说的积极意义和不足之

处进行了讨论。在建构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阶段，将碳排放权界定为新型数据财产权，可以更合理地

解决前述理论的局限性，推动政府对整个碳交易市场进行更有效的管理，也不会妨碍私法对于碳交易的

维护和保障。同时，本文通过对新型数据财产权的研究，结合碳排放权的自身特性，从权利主体、客体、

属性、权能构成层面对碳排放权的新型数据财产权属性进行了论述。将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定性为新型

数据财产权，它的具体功能可在配额分配、交易、清缴中发挥重要作用，碳排放权的交易可以被纳入有

效的监管之中，确保碳资产的自由流通、交易安全、有效利用和清缴的完成。这些功能的实现也需要设

置健全的机制和体制，协力推动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与建设，促使碳资源实现科学的配额分配，

推动相关交易与清缴的优化。与此同时，碳交易制度的法律规范的建设也不是一蹴而成的。我国在制定

碳排放权的法律法规时，应多听取法学界、碳交易市场参与者的建议，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碳交易与

碳立法上的经验。尽早建立起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基础，落实颁布碳排放权交易的相关法律规范，为整

个社会的低碳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助力实现“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中国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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