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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将聚焦气候资金承诺、更强的减排目标、适应策略的推进以及碳市场的完善。

————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



目录/CONTENTS

一、背景介绍

l 碳定价的定义与分类

l 全球碳市场现状

三、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l 碳排放交易框架——EU ETS

l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二、主要文献解读

l 《The global consumer incidence of carbon 

pricing: Evidence from trade》

四、对中国影响与启示

l 中国碳定价机制的发展

l 如何应对CBAM



背景介绍
01
PART

l 碳定价的定义与分类

l 全球碳市场现状



碳 定 价 的 定 义 与 分 类

通过外部定价的方式

5

直 接 碳 定 价

碳税、碳市场

间 接 碳 定 价

碳排放考核强度、能源总量与强度控制、产业与项目补贴、产品碳足迹准入门槛、内部碳定价

其 他 模 式

碳排放强度控制与超标罚款，碳关税

资 料 来 源 ： 世 界 银 行



6资 料 来 源 ： 国 际 碳 行 动 伙 伴 组 织 ， 《 2 0 2 4 全 球 碳 市 场 进 展 年 度 报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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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碳市场压实了企业碳减排主体责任，在全社
会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低碳意识。

————《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



8资 料 来 源 ： 国 际 碳 行 动 伙 伴 组 织 ， 《 2 0 2 4 全 球 碳 市 场 进 展 年 度 报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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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 h e  g l o b a l  c o n s u m e r  i n c i d e n c e  o f  c a r b o n  p r i c i n g :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t r a d e》



T h e  g l o b a l  c o n s u m e r  i n c i d e n c e  o f  c a r b o n  p r i c i n g :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t r a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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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o r g e t o w n  U n i v e r s i t y ：  L u t z  S a g e r

数 据

200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双边贸易数据，包含40个国家的35个部门，覆盖了

约42亿居民

主 要 内 容

u 全球统一碳价情景中的对消费者的影响存在逆分配效应，低收入国家的居民承担了更大的福

利损失，这主要是由低收入国家具有更高的碳密集型价值链

u 欧盟碳定价情景里结论同样成立，为解决碳泄漏问题而进行的边境碳调整产生福利损失并不

高，且这些成本是中性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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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g l o b a l  c o n s u m e r  i n c i d e n c e  o f  c a r b o n  p r i c i n g :  
E v i d e n c e  f r o m  t r a d e

14

G e o r g e t o w n  U n i v e r s i t y ：  L u t z  S a g e r

数 据

u 200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双边贸易数据，包含40个国家的35个部门，覆盖

了约42亿居民

主 要 内 容

u 全球统一碳价情景中的对消费者的影响存在逆分配效应，低收入国家的居民承担了更大的福

利损失，这主要是由低收入国家具有更高的碳密集型价值链

u 欧盟碳定价情景里结论同样成立，为解决碳泄漏问题而进行的边境碳调整产生福利损失并不

高，且这些成本是中性分布的



研 究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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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但生产者的成本升高后，会影响产品价格，从而提高消费者的花费

u 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受到碳定价的影响也不同

u 由于各国生产技术和使用的能源要素不同，产生的碳排放量不相同。例如发展中国家、石油

煤炭丰裕国，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u 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A国的碳定价可能会影响到B国的消费者



模 型 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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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证 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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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景 模 拟 — — 每 吨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 3 0 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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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景 1 ： 全 球 统 一 碳 定 价

u 全球所有国家

u 所有行业

情 景 2 ： 欧 盟 排 放 交 易 系 统 （ E U  E T S ）

u 欧盟27个国家

u 电力、热能生产、钢铁、水泥、玻璃、陶瓷、造纸以及航空部门等

情 景 3 ： 欧 盟 边 境 碳 调 整 （ B C A ）

u 在情景2基础上对覆盖行业的进口商品实施边境碳调整、出口商品进行退税



不 同 碳 定 价 下 的 消 费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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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碳 定 价 下 的 消 费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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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减 排 的 社 会 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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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碳 定 价 下 的 消 费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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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泄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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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生 原 因

u 排放政策增加了当地成本，使得其他国家可能具有贸易优势。

u 环境政策导致某些燃料或商品的需求下降，进而使价格下降，其他国家可能会购买多出的供

给，从而无法产生预期的环境效益



不 同 碳 定 价 下 的 消 费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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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排 放 交 易 体 系  （ E U  E T S ） ， 同 时 执 行 边 境 碳 调 整 （ B C A ） 政 策

u BCA：对未在本国缴纳碳税的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以及对出口商品给予税收豁免



文 章 梳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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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 古 税

u 通过征税让生产者或消费者支付其负外部性（如污染）的社会成本，从而矫正市场失灵

科 斯 定 理

u 通过明确排放权和交易机制，使市场自动找到排放的“最优水平”，如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社会成本



文 章 梳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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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收 转 嫁 因 子



文 章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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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全球统一碳定价策略所引发的消费者福利损失，主要归因于国家间的显著差异。特别是在低

收入国家，其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链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碳密集度，这导致这些国家的居民承受着更

为沉重的消费损失

然而，若能将通过碳定价获得的收入在各个国家内部以人均的方式进行再分配，那么碳定价政策

的这种逆分配效应将得到显著的缓解，这是由于再分配机制改善了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公平性

BCA作为一种补充措施，对最贫穷和最富有的欧盟消费者影响相对较小，且在分配上保持中性

在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的框架下，碳定价政策可能会加剧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经济

不平等。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在碳排放密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从而在碳定价的背景下，

这些差异可能会转化为成员国间的不平等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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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碳排放交易框架— — E U  E T S

l 碳边境调节机制— — C B A M



欧 盟 碳 排 放 交 易 框 架 — — E U  E T S

30资 料 来 源 ： 《 2 0 2 3 年 欧 盟 碳 市 场 运 行 报 告 》



31资 料 来 源 ： 《 2 0 2 3 年 欧 盟 碳 市 场 运 行 报 告 》

阶段 减排目标 监管方式 覆盖行业 温室气体
可排放量 

(MtCO2e)
配额方法 特点 市场表现

EU ETS1

第一阶段 
2005-2007 
(试验时期)

达成《京都议定书》
第一承诺期减排要
求，建立基础设施
和碳市场

在燃料燃烧点
进行监管

电力、能源、
石化、钢业、
水泥、玻璃、
陶瓷、造纸等

CO2 2096
95%配额免费分
配

免费分配供
大于求

成员国上报的碳配额需求普遍虚高，配额总量超过了实
际排放量3亿吨，导致2006年EUA期货价格暴跌，从最
高每吨30欧元跌到10欧元，再加上第一阶段不允许跨期
储存，2007年末EUA价格已逼近0欧元

第二阶段 
2008-2012 
(改革时期)

在1990年的基础上
减少8%温室气体排
放

第一阶段行业、
航空部门

CO2、N2O 2049
90%配额免费分
配

跨期结转需
求减少

受金融危机影响，各成员国碳配额需求大幅减少，EUA
价格大幅下跌，2009年初欧盟在价格剧烈波动时进行回
购操作，平抑市场波动。2009-2011年EUA价格逐渐趋
稳，保持在每吨15欧元左右

第三阶段 
2013-2020 
(深化时期)

在1990年的基础上
减少20%温室气体
排放

扩大的工业部
门、航空部门

CO2、N2O、
PFCs

2084

电力行业100%拍
卖；工业企业
2013年免费发放
80%，拍卖20%，
逐年减少，至
2020年免费发放
的配额下降到
30%

配额拍卖稳
定储备

2014年2月欧盟启动折量拍卖计划，短期刺激碳价格到
每吨7欧元，很快回到4.6欧元。2018年，欧盟宣布启动
MSR，市场对碳配额预期收紧，价格迅速攀升。至2019
年8月，价格最高达到每吨28.7欧元

第四阶段 
2021-2030 
(常态时期)

在1990年的基础上
减少55%温室气体
排放

与第三阶段一
致

CO2、N2O、
PFCs

1610

电力行业100%拍
卖；总配额的
40%免费分配，
至2026年降至0%

收紧上限创
新融资

受需求拉动影响，EUA期货价格在2021年12月8日达到
历史最高点每吨88.97欧元

EU ETS2
预计2027年
全面投入运营

到2030年相比
2005年水平减少
42%的排放

在燃料释放给
消费者之前进
行监管，即在
上游监管

建筑、道路交
通以及其他一
些小工业部门
的燃料燃烧产
生的CO2排放

CO2 -
所有排放配额都将
通过拍卖分配

-覆盖上游排
放-燃料供应
商需要监测
和报告他们
的排放。
-通过拍卖购
买配额。

尚未全面运营，但设计旨在有序、平稳、高效地启动。
2025年开始监测和报告排放，2027年拍卖配额量将比平
常高出30%以提供市场流动性。



欧 盟 碳 边 境 调 节 机 制 — — C B A M

32

u 虽然拍卖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分配配额的主要方式，但为了应对碳泄漏风险，大量配额均为免费

分配。2021-2030 年的碳泄漏清单确定了 63 个行业和子行业，涵盖了欧盟 ETS 中约 94% 的工

业排放量，这些行业得到了100% 相关基准水平的免费分配

————《欧盟碳排放交易框架手册》



欧 盟 碳 边 境 调 节 机 制 — — C B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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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3 年开始的过渡期将

逐步引入新制度，CBAM 行

业产品的进口商将为排放支付

费用，等同于欧盟生产商在欧

盟 ETS 下支付的费用

自 2026 年起，在某些 ETS 

行业（水泥、铝、化肥、氢气、

钢铁），免费分配将逐步被碳

边境调整机制 (CBAM) 取代



碳 定 价 社 会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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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环境政策和能源

政策均存在潜在碳定价

不同地区的碳排放社会成

本并不相同

碳市场不是唯一、也并非

最佳的减碳政策



欧 盟 碳 边 境 调 节 机 制 — — C B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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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开始对进口产品实施与气候相关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欧盟的CBAM将

相当于增加平均进口关税2%。如果以保持全球气温上升低于2摄氏度为目标，碳

价格进一步上涨至每吨二氧化碳75美元，CBAM的关税等效成本可能增加至6%

————《WTO贸易展望2024》



欧 盟 碳 边 境 调 节 机 制 — — C B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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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的研究报告，欧盟实施CBAM时，如果以每吨44美元的价格计算二氧化

碳排放量，发展中国家在目标行业的出口预计将减少1.4%；若价格提升至每吨88美元，出口减

少的比例可能高达2.4%。

这种影响会因各国的出口结构和碳生产强度而异。不过，无论在哪种价格下，发达国家作为一个

整体遭受的出口损失并不高，因为它们在目标行业中往往采用的碳密集度较低的生产技术。

CBAM将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造成福利差距，基于每吨44美元的碳价，发达国家的收

入将增加25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则可能减少59亿美元。



对中国影响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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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国碳定价机制的发展

l 如何应对C B A M



中 国 碳 市 场 发 展 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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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 - 2 0 1 6  年 ， 在 北 、 上 、 广 等 八 个 省 市 启 动 碳 交 易 试 点

2 0 2 1 年 7 月 ， 全 国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市 场 启 动 线 上 交 易

2 0 2 4 年 1 月 ， 全 国 温 室 气 体 自 愿 减 排 交 易 市 场 正 式 启 动

2 0 2 4 年 1 月 ， 国 务 院 颁 布 《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管 理 暂 行 条 例 》 ， 自 5 月 1 日 起 施 行



中 国 — — 试 点 碳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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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 — 全 国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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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覆盖发电行业

u 于2021  年7月启动上线交易

u 纳入重点排放单位  2257  家

u 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51  

亿吨，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  

40% 以上

u 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

大的市场

资 料 来 源 ： 《 全 国 碳 市 场 发 展 报 告 2 0 2 4 》



中 国 — — 全 国 碳 排 放 权 交 易 市 场

41资 料 来 源 ： 《 全 国 碳 市 场 发 展 报 告 2 0 2 4 》

u 2023 年全国火电碳排放强度（单位火力发电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 2018 年下降 

2.38%，电力碳排放强度（单位发电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 2018 年下降 8.78%

u 2024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作为政府年度工作任务。发

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纸和航空是我国碳排放的重点行业，占到我国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的75%左右。按照“成熟一个、纳入一个”的原则，我国正在分阶段、有步骤

地将它们纳入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总 结 — — 对 我 国 碳 定 价 政 策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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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价政策时可能通过税收转移机制间接提高消费者的成本，尤其是对于低收入群体可能更为显

著。因此碳定价政策应更加注重其包容性和公平性，确保碳定价政策在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同时，

兼顾社会公正

碳定价政策并非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应当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包括投资于清洁能源技术

研发、提高能源效率、以及推广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在实施碳定价政策的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其对特定行业和地区的影响。能源密集型行业和不发达

地区可能对碳定价更为敏感，因此应当为这些行业和地区提供特别的关注和支持，减少潜在的不

利影响，同时促进其向低碳经济的平稳转型



总 结 — — 我 国 应 当 如 何 应 对 C B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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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大力推行节能减排举措

u 优化贸易结构，以降低欧盟碳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

u 大力推动碳排放核算体系建设

u 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

u 积极推动国内碳税立法进程，做好碳税预案

u 加强国际联系，推动协作解决碳减排问题

u 反对单边主义，积极推动建立多边协调机制

u 加强碳层面的科学交流与科研合作

u 加强碳中和路径国际舆论引导努力

资 料 来 源 ： 北 京 E S G 研 究 院 ， 《 欧 盟 碳 关 税 C B A M 对 我 国 贸 易 的 影 响 》



总 结 — — 我 国 应 当 如 何 应 对 C B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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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积极引入减排生产技术，增加绿电使用比例

u 如实申报企业生产碳排放强度

u 构建企业碳排放管理体系

u 增加服务要素投入，减少产品中的隐含碳量

u 避免将CBAM作为金融衍生品进行投机

u 加强中欧企业之间绿色产业技术的合作

资 料 来 源 ： 北 京 E S G 研 究 院 ， 《 欧 盟 碳 关 税 C B A M 对 我 国 贸 易 的 影 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