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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太阳内冕暗冷物质研究有新发现

探索碳市场法治化的实践路径
——评《我国碳市场法律治理研究》

在2020年 9月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庄严宣告中国
致力于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提出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的重大决定，其中，完善碳市场交易制度、
积极且稳妥地推进碳达峰与碳中和工作，被
视为推动这一转型的核心要素之一。自2013
年起，中国便在国内七大核心城市启动了碳
市场的试点项目，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全
国性的碳市场在2021年7月16日正式启动交
易。这一系列进展，得益于国家层面“自上而
下”的坚定政策导向，以及绿色金融市场的广
泛参与和积极响应，共同促使碳交易机制不
断走向成熟与完善。

在可持续
发展理念与金
融交易特性的

双重影响下，我国碳市场面临着制度供给显著
不足的困境，特别是在私法、公法和社会法等
多个法律维度上，挑战重重。具体而言，碳排
放权的法律属性尚未得到清晰界定，这直接导
致了碳市场经纪业务中，以间接代理制度作为
市场主体权利保障的措施捉襟见肘，难以充分
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此外，碳资产管理
业务在遵循《信托法》方面遭遇了合规性难题，
使得该业务在法律框架下的运作受到制约。
在公法层面，碳市场的监管规则因法律位阶的
混乱、部门权限的交叉以及金融监管的复杂
性，出现了行政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双重缺陷，
这不仅影响了碳市场的规范运行，也削弱了其
公信力。最后，以交易所为核心的碳市场社会
治理体系，在成员实体的权益保障以及程序正义
的实现上，还存在明显的短板，亟需进一步完善。

传统碳市场的法律调整模式表现出分散性
和碎片化的特点，这是由于在碳市场的形成和发

展历程中，私法、公法以及社会法各自在调整碳
市场时展现出了不同的优势与局限性。因此，为
了克服这种基于领域划分的分割式保护，需要转
向一种更为综合和整体性的法律保护框架，实现
碳市场法律调整的一体化与全面保护。《我国碳
市场法律治理研究》一书从私法、公法以及社会
法三个维度，对碳市场的法律基础关系进行了全
面而深入的剖析，不仅揭示了我国碳市场在私法
自治方面的特点，即以信义义务为核心，强调私
力救济的重要性；还阐述了碳市场在公法规制方
面的路径，这一路径主要聚焦于公共性和金融性
的双重监管；同时也探讨了碳市场在社会法治理
方面的实践，特别是以碳排放权交易所作为核
心，强调自律管理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的分
析，该书清晰地揭示了我国碳市场法律治理的内
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整体性的
制度完善建议，以期推动我国碳市场法律治理体
系的进一步发展。

碳市场的发展不仅关乎当代人之间的公
平，也牵动着后代人的权益。因此，在构建碳
市场的法律制度时，必须不断地审视并评估其
法律治理手段，以确保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科学
性、合理性并持续优化。要破解碳市场在法律
治理上的难题，关键在于充分利用私法、公法
以及社会法等多个法律领域的治理效能。然
而，每种治理手段都蕴含其独特的逻辑体系和
实施上的挑战。本书的研究价值在于，它深入
碳市场法律治理的各个领域，从法律的基本关
系到权利义务的架构，再到现实面临的问题，
层层剖析碳市场制度供给中存在的短板。在
此基础上，本书厘清了私法、公法和社会法在
碳市场治理中的具体作用，并在现有法律框架
内，对碳市场主体间的权力与权利、职责与义
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重新平衡，旨在促进各
法律治理要素之间的和谐互动与深度融合。
（乔刚，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笔者10月 13日从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

台获悉，该台研究人员及合作者就太阳局部

高层大气的夫琅禾费线光谱偏振问题展开研

究，并在太阳内冕暗冷物质方面有新发现。

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国际期刊《天体物

理学杂志》上。

夫琅禾费线是太阳光谱中的暗特征吸收

谱线。传统上，太阳物理学教科书认为日冕

由上百万度的完全电离物质构成。然而，

2013年日全食观测资料的分析结果挑战了

这一观念。观测显示，太阳光球以上3万公

里高度以内的内日冕中存在铁、镁、铬和钛等

中性金属原子，这些原子散射的光球夫琅禾

费线能被探测到，且其周围环境温度应低于

2.5 万摄氏度。与此同时，观测到的电离 13

次的铁离子产生的日冕绿线，则需要百万度

以上的高温。相比同视向投影区域探测到的

日冕绿线辐射，这些中性原子产生的夫琅禾

费线辐射则要暗淡很多。

早在 2013 年，云南天文台光纤阵列太

阳光学望远镜团队在非洲加蓬的日全食观

测中，原本专注于日冕绿线和色球发射线

的偏振成谱成像观测。然而，在分析观测

数据时，研究人员意外发现色球和过渡区

中性金属原子发射线形成区域之上还存在

对应的吸收线。这些吸收线的线偏振性质

复杂，依赖于入射角和谱线本身，且随位置

变化。研究人员因此断定这些夫琅禾费线

并非来自尘埃散射，而是由过渡区之上内

冕中相互独立运动的中性金属原子选择散

射所形成。

（赵汉斌）

近日，全球运营商最大单集群智

算中心——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哈尔

滨）建设完成并正式投产使用。该智

算中心利用国产网络设备探索1.8万

张智算卡的单集群规模部署上限，能

提供高达6.9EFLOPS（EFLOPS指每

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智能算力，

相当于300多万台高性能计算机算力

的总和。

该智算中心位于中国移动（哈尔

滨）数据中心内，采用国产46千瓦风冷

网络设备和最大规模的两级组网技术，

并创新应用GSE1.0、天池SDN等多项

中国移动自主研发的技术，融合分级存

储达150P。“通过建设这一算力‘超级

工厂’，我们释放算力集群优势，为人工

智能万亿参数规模训练提供坚实算力

底座。”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

公司计划建设部项目经理闫文说。

该智算中心支持万卡并行训练、

智能断点续训、人工智能（AI）任务生

命周期管理等功能，可实现分钟级故

障定界、定位。中国移动“九天”千亿

参数模型已在集群上实现高效、长期

稳定训练。

黑龙江移动基于智算资源积极开

展行业应用探索，目前“九天”大模型

已在黑龙江省内构建政务智慧大脑，

打造政务智能助手、数字人、龙政智搜

等创新应用，推动黑龙江数字政府智

能化升级。今后，“九天”大模型还将

聚焦农业生态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升

级、催生农业生产生活新范式；面向教

育、工业、医疗等行业，助力实现

“AI+”智改数转网联。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

司政企事业部总经理郅刚说，中国移动

致力于打造从基础设施到核心能力的

开放AI服务，对内满足“九天”大模型

自训需求，对外面向千行百业提供站式

智能计算服务。

（李丽云朱虹孙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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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网淮南市潘集区供电

公司正组织人员对潘集城区17条线路进行

绝缘化排查。

在排查过程中，巡视人员采取交叉巡

视、集中巡视的方式，重点对用电高峰时段

辖区内的设备、线路进行逐杆、逐线、逐台

区全方位排查。重点检查配电台区线路、

设备连接处氧化发热放电等巡视时难以发

现的隐性故障，记录设备和导线、杆塔周围

有无异常以及绝缘子局部有无火花放电等

现象。

同时，为防止树木、杂物等接触架空线

路造成线路跳闸，该公司针对夏季线路通

道内树木长势迅速，发枝抽条较快的实际

情况，加大排查力度，做到线路全覆盖、巡

视无盲点，并对记录在册的隐患推出针对

性消缺策略，实现闭环管理，保证线路应巡

尽巡，设备应检尽检。

据悉，本次线路绝缘化排查工作中，涉

及未绝缘化线路的断路器79台、熔断器119

组、PT34台、高压计量箱72台、电缆头80

组；变压器涉及熔断器77组、桩头30组、负

荷开关35只。

（张军）

高效开展线路绝缘化排查

国网淮南市潘集区供电公司——

智能机器人巡检电网智能机器人巡检电网

10 月 8 日，在

滁州市南谯区500

千伏同乐变电站，

一台智能机器人

和运维人员正在

对变电站内主设

备进行特殊巡检，

确保华东电网“迎

峰度冬”期间供电

设备安全稳定运

行。当日，滁州市

供电公司利用“智

能机器人巡检+人

工特巡”对皖电东

送大电网变电设

备开展运维保供，

确保电网设备在

低温大负荷下安

全稳定供电。

宋卫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