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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试点碳市场累计线上配额成交情况图表 2013-2021年七个试点碳市场日交易量情况图表
2013-2021年七个试点碳市场日交易量情况（续）图表
2014-2021年7个试点碳市场年度总交易量占比情况图表
2013-2021年各试点碳市场的日均成交价格变化趋势图表 2013-2021年七个试点碳市场的碳价波动性图表
2014-2021年总成交量、高价、低价、平均价之间的关系图表
2014-2021年总成交量、高价、低价、平均价之间的关系（续）图表
2014-2021年试点地区的交易集中度与交易活跃度图表
2014-2021年试点地区的交易集中度与交易活跃度（续）图表
2014-2021年配额估计值、日交易量大值、总交易量关系图表
2014-2021年配额估计值、日交易量大值、总交易量关系（续）图表
2013-2020年七个试点碳市场履约情况图表 全国碳市场覆盖重点排放单位分布情况图表
2021年全国碳市场配额交易情况（月度数据）图表 全国各地碳排放配额履约名单及处罚情况汇总表图表
全国各地纳入履约名单企业碳排放数据公开情况图表 2021-2022年全国碳市场日成交均价涨跌趋势图图表
2021年全国碳市场大宗协议、挂牌协议月度总交易量占比图表
2021年全国碳市场大宗协议、挂牌协议日均价格图表
2021年七个试点碳市场的配额分配与线上交易情况图表
2020-2021年七个试点的日成交价格和日成交量图表 2021年全国及试点碳市场的日均价格变化趋势图表
2021年全国及试点碳市场的日均价格变化趋势图表 2019-2020年试点碳市场日成交量波动情况图表
2019-2020年广东碳市场日平均价格波动情况图表 2019-2020年各碳交易试点市场日平均价格波动情况图表
1960-2021年全球GDP与碳排放量趋势图表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图表 碳金融市场产业图谱图表
试点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概况图表 中小银行碳金融产品图表 6家典型银行“碳账户”产品概述图表
浦发银行构建的企业端、个人端两类“碳账户”体系图表 日照银行“碳中和账户”的四类场景介绍图表
碳金融产品分类及含义图表 我国区域碳市场对碳金融工具的运用情况图表 广州期货交易所发展历程图表
北京碳期权运行示意图表 北京碳期权参考合约要素图表 上海碳配额远期运行示意图表
上海碳配额远期合约要素图表 北京碳配额掉期运行示意图表 北京碳配额掉期参考合约要素图表
上海碳市场碳质押标准业务流程示意（以碳配额为例）图表 北京碳配额回购运行示意图表
北京碳配额回购参考合约要素图表 碳基金运行示意图表 碳债券运行示意图表
碳融资（抵押质押）信托示意图表 碳融资（买入返售）信托示意图表 碳投资信托示意图表
北京绿色金融协会“中碳指数”表现图表 复旦大学“复旦碳价指数”预测数据图表
复旦大学“复旦碳价指数”预测存在一定偏差图表 碳清缴保险运行流程图表 碳信用保险运行流程图表
碳融资保险运行流程图表 碳损失保险运行流程图表 借碳交易流程示意图表 卖出回购流程示意图表
2013-2020年湖南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图表 湖南碳金融发展框架构建设想图表
2021年部分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进展图表 “农银碳”产品体系图表 “农银碳服”系统账户体系图表
江苏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节能减排余额图表
江苏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企业余额图表
江苏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节能减排余额占公司余额的百分比图表
江苏银行碳金融业务体系图表 浦发银行碳金融业务体系图表 光大银行碳金融业务体系图表
兴业银行碳金融业务体系图表 兴业银行碳金融组织体系图表 2016-2021年江苏银行总资产图表
2016-2021年江苏银行净利润图表 2016-2021年有关江苏银行主要碳金融方面制度图表
2017-2021年有关江苏银行碳金融业务大事记图表 江苏银行节能减排余额图表
江苏银行节能减排折合二氧化碳量图表 赤道原则项目数及投资金额图表 兴业银行节能减排项目概况图表
兴业银行节能减排融资占比图表 赤道原则实施组织架构图表 兴业银行赤道原则实施流程图表
碳资产质押融资图表 兴业银行低碳信用卡发卡情况图表 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图表 +碳金融图表
智算+碳金融图表 金融业+碳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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