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22年中国清洁发展

机制(CDM)行业监测及投资战略咨询报告

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北京迪索共研咨询有限公司
www.cction.com

http://www.cction.com


一、报告报价

《2016-2022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行业监测及投资战略咨询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

，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

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

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官方网站浏览地址：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609/138218.html

报告价格：纸介版8000元 电子版8000元 纸介+电子8500元

北京迪索共研咨询有限公司

订购电话: 400-700-9228(免长话费)  010-69365838

海外报告销售:  010-69365838

Email: kefu@gonyn.com

联系人：李经理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1609/138218.html


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

活履约机制之一。核心内容是允许附件1缔约方（即发达国家）与非附件1（即发展中国家）

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

        从2002年起，CDM项目就已经进入中国。 来自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研究的资料和

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备选项目清单显示，仅仅从2002至2005年来看，就

将约有 77.348亿元人民币（约9.319亿美元）的资金被投入到中国四个CDM项目发展中，这四

个项目分别为2003年年初开工的小孤山水电站、2004年开工的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

预计2005年10月投入运行的吉林洮南49.3MW风电场项目和预计2005年12月开工的云南大梁子

水电站。 2002年下半年，荷兰政府和中国政府就中国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辉腾锡勒

风电场项目签署合同，合同规定CERs的支付价格定为5.4欧元/吨 CO2，而该CDM项目年平

均CO2减排量约为54000吨，减排量入期为10年。投资该项目的中国企业获得了总计约人民

币2.7亿元（合2700万欧元）的收益保证。 对于小孤山水电站（XHP）项目来说，项目投资者

是世界银行的试点碳基金（PCF）。该项目的总CO2减排量信用额为3723000吨，CERs约为4美

元/吨CO2。因此该项目中方投资公司小孤山水电公司将会得到将近1500万美元投资。 此外，

由中国国家林业局与意大利环境国土资源部根据CDM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相关规定签署

的&ldquo;中国东北部敖汉旗防治荒漠化青年造林项目&rdquo;将正式实施。5年时间内，双方

投资153万美元，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荒沙地造林30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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