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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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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国，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为代表的碳关税政策将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生重要影响。
文章分析了发达国家提出的碳关税产生的背景和征收碳关税的实质，并分析如果中国制造业产品被征收碳关税，所产生的正负面
影响，因此中国应当从国家到企业、公民层面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碳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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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the world’s largest exporter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s, and the carbon tariff policy represented by the EU’s carbon border 

regulation mechanism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tariffs 

propo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essence of imposing carbon tariffs. It also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carbon 

tariffs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corporate, and citizen 

level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upcoming carbon tari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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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背景及其实质

碳关税话题早在 2007 年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之后

在法国的推动下，欧盟许多国家也逐渐对碳关税问题取得了共

识。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未与欧盟达成一致，因此碳关税虽没

有成为边境措施，但以欧盟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已在国内征收碳

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始实施绿色新政；

拜登曾提出对来自未能履行环境义务（即不符合美国环境标准）

的国家和地区进口产品征收碳调整费用，以其内部化施加于世

界其他地方的环境成本，并认为通过费用的征收可以保护美国

工人和制造商利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 2021 年度政策报

告中也表示，在适当情形下，酌情考虑对全球范围内未达到减

排义务的国家征收碳关税。

随着美国对碳关税态度的软化，其他发达国家也开始转向

积极，如日本政府宣布针对包括边境调节机制在内的贸易制度

探索美欧日三方协调行动的可行性，英国首相约翰逊则提出七

国集团应当率先将各自的碳边境调整计划联合起来，打造一个

强大的碳关税联盟。

2021 年 3 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设立“碳边境调节机制”

议案（CBAM），欧盟委员会亦于7月14日提出包括建立欧盟“碳

边境调节机制”的一揽子环保提案。根据这一机制，欧盟将对

未执行同等强度减排措施、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

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并计划于 2023 年实行。

实质上，碳关税是将气候变化问题与贸易问题捆绑在一起，

以环境保护为名，行新型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发达国家采取碳

关税的保护措施，目的是为了减少碳定价对其内部产业的冲击

和产品竞争力的削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部分有能力达标的

企业，因减排技术研发、设备投入的增加，导致产品价格上涨，

出口受阻；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因技术、资金限制，产品

碳排放达不到发达国家确定的标准，被征收碳关税即意味出口

成本上升，外部市场壁垒提升甚至封闭，出口将受到较大冲击，

并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发达国家通过贸易碳关税这一壁

垒维持其某些核心产业，诸如汽车、船舶业、航空制造业等的

优势，提升技术标准，形成竞争鸿沟，避免发展中国家通过低

成本承接其中高端制造业转移和造成“碳泄露”，保护产业链

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国内就业。

碳关税的征收除了抬高产品出口成本，降低发展中国家产

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以外，欧美发达国家还有更深层次的用意。

首先，发达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能源和产业的革命，保障

本国利益，需要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利益，制衡新兴发展中国

家，因此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低碳体系，以振兴和提高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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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手段。其次，发达国家通过碳关税转嫁

减排责任和成本，获取经济利益。发达国家一直通过本国低端

且高碳排放制造业外移，将其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和成本转嫁给

发展中国家，并通过碳关税进行利益收割，而发展中国家欲减

少碳关税影响，必须符合发达国家减排标准，购买其减排技术

和设备以及减排服务等。

二、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现状

按照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我国制造业有 31 个大类、179 个

中类和 609 个小类，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

的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发展

潜力。2012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 16.98 万亿元，到 2021

年已经增长至 31.4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 2012 年的 22.5% 提

高到 2021 年的近 30%，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其中，技术

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由 2012 年的 7.4

万亿元、3.8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2.8万亿元、6.3万亿元，

制造业中间品贸易在全球的占比达到 20% 左右，入围世界品牌

500 强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品牌数量从过去的 10 个增加到

24 个。

2022 年，美国和欧盟仍然是我国第一和第三大出口国。从

出口产品结构看，2022 年我国工业制品出口增长 9.9%，拉动

整体出口增长 9.4 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

长，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电动载人汽车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

增速均超过 60%，出口新动能快速成长。我国现在是欧盟最大

的贸易伙伴，2021 年，我国对欧盟出口额为 4720 亿欧元，约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5%，占欧盟进口总额约 25%。我国出口到

欧盟的产品中主要以机电产品为主，其次是家具寝具，车辆及

运输设备。

三、欧盟征收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

碳关税的征收，势必会对高能耗产业带来较大的冲击。我

国作为制造大国，出口产品 80％都是碳排放来自金属、化学

品和非金属矿物，属于能源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

能源密集型产品中，具有高污染、高能耗的产品也是碳关税政

策的主要针对对象。美国和欧盟是中国主要出口对象，碳关税

一旦实施将对我国大量对欧美地区的出口企业产生诸多负面

影响。

第一，降低中国制造业产品竞争力。参考了任亚楠、田金平、

陈吕军（2022）的研究成果，欧盟提出的碳关税适用行业中除

电力外，均属于我国主要的出口行业，特别是钢铁和铝。我国

出口欧盟的钢材产品总量较大，是我国出口欧盟数量最多的产

品，2019 年出口贸易额为 636.1 亿欧元，占全球基本钢铁贸

易额的 14.0%；同时，基本钢铁贸易为我国带来 537.7 亿欧元

增加值和 1.2 亿 t 碳排放。其次是铝及其制品，2019 年我国出

口贸易额、增加值和隐含碳排放依次为 172.1 亿欧元、147.8

亿欧元和 0.2 亿 t。我国化肥和水泥出口量较小，2019 年化肥

出口贸易额为 81.0 亿欧元，出口贸易增加值和隐含碳排放分

别为 66.9 亿欧元和不足 0.1 亿 t；2019 年水泥所属的水泥石

灰石膏类产品的出口贸易额为 41.5 亿欧元，出口贸易增加值

和隐含碳排放分别为 36.0 亿欧元和 0.5 亿 t。碳关税的征收，

相当于提升了电力、水泥、铝、化肥以及钢铁这五种高碳产品

的关税，中国出口欧盟的钢铁及钢铁制品的关税相当于提高了

3.3 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欧盟的钢铁及钢铁制品的

出口将下降 14.0%；我国出口欧盟的非金属矿物的关税相当于

提高了 5.7 个百分点，出口则下降 25.0%。

第二，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碳关税引发的

低碳需求效应可能对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造成影响。在欧盟

碳关税政策引领下，将形成全球低碳需求效应。全球众多企业

逐步推行“绿色低碳采购”，缩减进口高碳制成品的渠道和数量。

同时广大民众逐渐接受绿色发展的理念，减少高碳商品的购买，

我国产品一旦被欧盟贴上“污染”“不环保”的“黑标签”，

可能影响我国产品和相关企业的国际形象，引发对我国出口产

品和相关企业的采购和消费抵制，给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造

成障碍。

第三，我国制造业产品被迫面临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我

国对欧盟出口强度较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纺织品、金属制

品、化学品等，特别是汽车零配件、动力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等

有可能因为碳关税的征收产生相关贸易和技术壁垒问题。当前

我国面临反补贴、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

产权等多重贸易摩擦，其中来自欧盟的贸易摩擦数量层出不穷。

此外，碳关税的运行体系、监管机制和征收准则等随意性较强，

亟需统一，推行碳关税势必影响中国对欧贸易环境。同时，碳

关税出台可能引发征收数量、产品和地区的示范和扩散效应，

使我国产业成为世界各国实行碳关税征收的主要目标。此外，

其他国家担忧碳关税导致中国产品出口向本国转移，对自身产

业带来冲击，也易倾向对华产品实施更大规模和范围的贸易摩

擦。由于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标准 , 欧美等

国一旦开征“碳关税”, 实施符合自己利益的碳标准 , 那么其

他国家也可以按自己的标准征收“碳关税”, 这势必会引发贸

易大战。

第四，对信息安全带来挑战。形成欧盟在国际标准制定、

第三方市场（如法律、金融、认证）等领域的垄断地位，欧盟

碳关税要求出口商配合提供相关产品碳排放信息，大量数据涉

及到企业秘密，关系到产业安全，一旦数据泄露，将给我国带

来信息安全隐患。而且繁冗复杂的报表、证书和数据库将对我

国企业造成非生产性劣势。而且在这些领域大量数据的提供还

会关系到产业信息安全问题。

当然，碳关税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对我国出口和

产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将带来一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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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碳关税的出台可能倒逼相关企业转型，低碳技术创

新必然会成为行业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竞争的直接动力，推动相

关企业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投入，集中攻关，一方面会通过技术

创新不断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加强能源

利用科技创新，减少对煤炭能源的过度依赖，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从而降低减碳的费用，极大地抵

消低碳成本造成的负面影响，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拓展以

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为主体的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建

设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为绿色产品提供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满足更高标准的国际需求，进而为我国绿色低碳产业形成外部

市场机会。

其次，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完善碳交易机制。我国

的碳交易市场目前只包含电力行业，钢铁、铝、水泥等高碳产

业尚没有纳入。目前的碳市场成交价在 40—60 元 / 吨浮动，

与欧盟的 70 欧元左右 / 吨有很大的差距。碳关税政策将会倒

逼我国尽快扩大碳交易市场范围，加快提升碳市场规模，形成

更加成熟、完善的碳交易体制，并逐步与全球碳市场接轨。

最后，有助于促进国内绿电开发。新规则明确提到纳入电

力间接排放。对于我国出口型企业而言，在生产中使用绿电，

将降低企业的间接排放量从而降低企业的 CBAM 成本。当前，

绿电交易在国内是企业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碳关税

价格的传导作用，有可能成为促进国内绿电开发与消纳的重要

积极因素。

四、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知道碳关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实施贸

易保护措施，无论对维护国际正常贸易秩序，还是对促进我国

制造业出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都不可小视，被征收碳关税已迫

在眉睫，我国政府和企业必须综合考量当前国际政治、经济、

文化、技术发展趋势，加强协作，苦练自身，才能有效应对碳

关税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国际层面
第一，在面对国际碳关税和国际气候治理的问题上，应立

场坚定地维护本国合法利益，并积极参与国际相关规则制定，

提升我国在碳关税和气候治理方面的国际话语权。我国是发展

中国家，根据《京都议定书》中“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精

神，我们没有减排或限排义务，但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

国有必要主动接触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就碳关税的征收

准则、核算标准、运行机制、透明程度以及与 WTO 规则的融合

协调等内容设计与欧盟启动双边对话，努力争取对我国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影响最小的税收标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

的话语权以彰显国家责任。也可以利用WTO”自由贸易”原则和”

最惠国待遇”原则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通过争端解决程序，

重建公平的贸易环境。

第二，加强国际合作。碳关税和气候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

同问题，开展广泛深入的全球合作有助于我国更好地面对碳关

税带来的挑战。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碳市场管理、交易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的合作与共建；学习欧盟、日本

等发达经济体先进的绿色低碳技术，助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和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同时，向技术水平较弱，自然环境比较

贫乏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给予更优惠的待遇倾斜，如免除他们

的减排或限排义务，对其经济和技术发展给予资金、技术、人

力等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向低碳环保的生产模式转变。在国

际谈判中，我国应同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砖国家互

通有无，协同合作。

（二）国内层面
第一，政府应加快碳交易市场发展，健全碳排放政策。建

立健全我国的碳市场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绿色金融规则，从

制度上保障碳交易的顺利开展。同时，不断丰富我国碳交易方

式，活跃碳交易市场，通过扩大行业范围和交易主体范围，构

建全领域、多层次的产品体系，配备专业的基础设施和人才队

伍，引入多样化的交易方式，构建完善的碳市场信息公开制度，

实现碳市场全生命周期的有效监管，减少碳交易市场风险。

第二，优化行业出口结构，减少碳关税影响。从政策层面

对高碳企业出口进行引导和支持，引导其构建贸易多元化发展

策略，积极推动高碳出口行业企业进行产品优化。比如引导出

口企业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鼓励这类企业积极运用先进技术和节

能材料以降低碳排放，减轻碳关税政策实施后对企业的冲击。

同时，加对发展中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份额，扩大对外直

接投资步伐，将部分低附加值、高排放行业转移向生产成本更

低的国家进行经营，通过贸易转移效应缓解碳关税压力。

第三，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生产生活方式。公众低碳化

的价值取向和消费偏好，对企业生产行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应对碳关税、实现低碳转型需要激发企业和民众对低碳发展的

行动自觉性。引导公众广泛认知、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将有力

推动能源开发、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筑各领域发展方

式转换，也是助推可再生能源开发、新能源车船替代、低碳建

筑发展等减碳政策落地的关键。引导国内生产企业增强碳排放

管理意识，建立相应的可实施管理制度。

第四，企业自主创新，掌握低碳生产技术。中国企业遭遇

了各式各样的非关税壁垒，碳关税也只是一种新的表现方式。

突破技术壁垒关键在于企业自身技术过硬，所以国内出口企业

应加大研发投入，积极与有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努

力研发节能减排相关技术，提高企业竞争力，从根本上摆脱受

制于人的不利地位。同时，企业也要重视开拓多元化市场，比

如加深加强和东盟各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

减轻企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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