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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文件 

 
 

 

电规协〔2023〕388 号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关于积极购买绿证 

支持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 

绿证制度已成为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机制。绿

证（GEC）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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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介绍见附件 2）。中国绿

证由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负责相关管理工作，由国家能

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负责绿证核发，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

理中心配合并提供技术支撑。 

中国企业和个人均可自愿购买绿证，登录中国绿色电力证书

交易平台（www.greenenergy.org.cn），完成注册相关要求后，



 — 2 — 

按照《用户操作指南》（附件 2）指引，完成付款后，自动生成

证书。此证书加盖国家能源局绿证专用章，充分体现了绿证作为中

国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权威性。 

全行业各会员企业和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购买绿证，支持中

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国家碳中和发展战略。绿证服务

支持电话：010-51973333。 

 

附件：《中国绿证（GEC）宣传材料》和《绿证交易 

平台用户操作手册-买方》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 

  2023年 12月 21日  

中国电力规划设计协会秘书处 2023年 12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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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绿证（GEC）宣传材料 

 

一、中国绿证产生背景 

（一）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中国自“十四五”时期以来，可再生能源已迈入高质量跃升发展新

阶段，装机规模、利用水平、技术装备、产业竞争力迈上新台阶，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 2024 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

破 18亿 kW，其中太阳能发电 8.87亿 kW，风电 5.21亿 kW，水电（含

抽水蓄能）4.36亿 kW，生物质发电 0.46亿 kW。2024年度中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3.47 万亿 kWh，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5%，其中风

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例超过 18%，成为中国拉动非化石

能源消费的主力，也为全球碳达峰碳中和贡献中国力量。 

（二）绿电消费需求急剧增长 

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平价上网项目不断增多，绿电消费

需求呈不断增长趋势，尤其央企、国企为践行企业碳中和发展战略，

外向型企业为满足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绿色要求，以及在华供应链企

业为达到产业链上下游绿色供应目标。为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促进

清洁能源消纳利用，中国立足本国国情，融合创新，自 2017 年开始

试行绿证制度，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不断健全绿证政策制度体系，为

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绿电消费需求提供保障。目前，绿证制度已成为

促进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机制，以绿证体现可再生能源

绿色属性、鼓励用户购买绿证体现绿电消费成为通行做法。 

二、中国绿证介绍 

（一）概念与定义 

中国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中国可再生能源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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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

绿证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凭证，用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核

算、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认证等。1个绿证单位对应 1000千瓦时可再

生能源电量。 

绿证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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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一性 

绿证（GEC）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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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再生能源电量原

则上只能申领核发中国绿证，且绿证对应电量不得重复申领电力领域

其他同属性凭证。 

（三）权威性 

中国绿证由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负责相关管理工

作，由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负责绿证核发，由国家可再

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配合并提供技术支撑。中国绿证加盖国家能源局

绿证专用章，充分体现了绿证作为中国绿色电力消费凭证的权威性。 

（四）通用性 

中国绿证具有支撑绿色电力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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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证致力于与碳市场、国际绿

色消费和碳减排体系做好衔接，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五）全覆盖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绿证供应市场，对全国范围内已建档立卡的全

品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全部电量核发绿证，实现绿证核发

全覆盖。其中，对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

洋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网电量，以及 2023年 1月 1日（含）

以后新投产的完全市场化常规水电项目上网电量，核发可交易绿证；

对项目自发自用电量和 2023年 1月 1 日（不含）之前的常规存量水

电项目上网电量，核发绿证现阶段暂不参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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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周期可溯源 

中国绿证通过国家绿证核发交易系统实现溯源管理。国家绿证核

发交易系统由国家能源局组织建设，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配

合提供技术支持，充分利用先进信息化技术，保障绿证数据真实可信、

系统安全可靠、全过程防篡改、可追溯。绿证持有者可通过国家绿证

核发交易系统开展绿证在线溯源查验，获取绿证对应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名称、技术类型、项目代码、项目所在地、电量生产年月、证书

核发日期、交易平台、交易日期、证书持有主体等具体信息，近期将

增加绿证核销等关键信息，实现绿证全周期信息管理。 

 

（七）交易灵活 

中国绿证既可单独交易，也可随物理电量一同交易（绿色电力交

易）。对于绿证单独交易，主要依托中国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平台，以

及北京、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开展，电力用户仅通过绿证市场购买绿证，

通过其他方式购买物理电量；绿证单独交易不受电网物理通道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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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交易。对于绿色电力交易，主要依托北京、广州、

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开展，买卖双方通过电力交易机构签订交易合同

并经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核后，完成可再生能源电量和对应绿证交

易；绿色电力交易需要电网物理通道连接，在具体实施中主要开展省

内交易，少量开展省间交易。 

 

 

三、中国绿证应用 

（一）应用场景 

中国绿证具有通用性特点，在多个场景应用：一是认证绿色电力

消费，以绿证作为绿色电力消费和绿电属性标识认证的唯一凭证，认

证机构通过绿证开展绿色电力消费认证。二是衔接可再生能源消纳责

任权重机制，用能企业可通过购买绿证完成消纳责任权重。三是衔接

能耗双控，跨省绿证交易电量可用于核算节能评价考核指标。四是满

足进出口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绿色电力消费需求，以及国际供应链

对上下游企业的绿色电力消费要求，支撑企业绿色电力消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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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趋势 

1、应用数量指数上升 

2024年全国绿证交易 4.46亿个，同比增长 3.64倍，其中绿证单

独交易 2.77亿个、绿色电力交易绿证 1.69亿个。截至 2024年 12月

底，全国绿证累计交易 5.53 亿个，同比增长 4.19 倍，其中，绿证单

独交易 3.15亿个，绿色电力交易绿证 2.38亿个。 

 

 

 

2、应用主体显著增长 

2024 年全国参与绿证交易的消费主体约 5.9 万个，同比增长

2.5 倍，其中企业买家 5.54 万家、个人买家 3955 名，消费主体遍

布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在内的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域。从行业

分类看，制造业购买绿证数量占比最高，约占 70%，绿证对制造

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支撑作用明显；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占比约 20%，其他行业合计占比约 10%，受数据中心绿

色低碳发展等相关政策影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绿证购买量增速较快，逐步成为购买绿证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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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跨国企业购买中国绿证 

苹果、微软、宝马、巴斯夫、强生、联想、中国石化等跨国企业

通过自身或接受供应链购买中国绿证等方式，完成可再生能源使用或

降碳目标，充分展示了中国绿证对于推动各行业企业能源消费绿色转

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作用，也体现了中国绿证在国际跨国

企业中的认可度得到不断提升。 

（三）国际应用 

自 2020 年以来，RE100 一直对中国绿证实行有条件认可。023

年以来，中国绿证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经水电总院与气候组织深入交

流，复核中国绿证在属性聚合、有效期、证书核销等方面对 RE100

标准的符合性要求，最终于实现 2025年 4月 RE100对中国绿证全面

认可。RE100全面认可中国绿证，源于双方对中国绿证制度进一步完

善的认可，不仅简化了在华企业使用中国绿证声明绿电消费的流程，

更是中国绿证国际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