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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关税对中国外贸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文 王厚双 于玲玲

摘要：欧美发达国家对能源密集

型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一方面将对

我国现有外贸发展模式造成严重冲

击，导致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出口规

模大幅缩减和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

面将迫使我国外贸发展方式发生转

变，加速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推进。我国应采取外资投向结构合

理化、引导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大
力发展服务贸易、实施绿色贸易增长

战略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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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外贸可持续发展是指一国或地

区的外贸发展与其经济、生态环境、
社会发展、社会效益、人类未来等方

面密切相关的一种持久的发展，也就

是在遵循外贸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

上，健全外贸体制，完善外贸运行机

制，提高外贸效率，合理有效利用和

配置外贸资源，保证外贸与经济、社
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稳健发

展。
2009 年 6 月 26 日，美国众议院

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该法案规定，从 2020 年起，美国对来

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

额的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

关税）。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中国

制造”可能将面对平均 26%的关税，

出口量因此将下滑 21%，短期内必

然对我国外贸发展造成极大冲击。
为谋求外贸可持续发展，积极促进外

贸与能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迫在眉

睫。
二、碳关税对中国外贸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

1、出口产品成本增加，竞争力下

降

中国出口产品能耗高，二氧化碳

强度大，如果欧美国家基于二氧化碳

含量对产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和机电产品（这两类产品为中国出口

欧美的主要产品）征收碳关税，无疑

将增加中国相关出口产品的成本，降

低其国际竞争力。
2、出口规模大幅缩减

欧美国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对

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中国出口企

业遭受沉重打击。根据《美国征收“碳

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课题组估

算，若取 30 美元／吨碳和 60 美元／
吨碳两个等级的碳关税税率，前者将

导致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 0.517%，

而后者将使之下降 0.869%。若以目

前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计算，前者将

会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下降近

1.7%，后 者 则 使 下 降幅 度 增 加 为

2.6%以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碳

关税”一旦在欧盟或美国得以确立，

其做法将会传导到其他国家，导致

“碳关税”贸易保护的“多米诺”效应，

届时碳关税对中国出口造成的负面

影响将更加难以估算。
3、贸易条件恶化

一旦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中国

出口商品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为

了维护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将被迫降

低产品的价格；而另一方面，发达国

家拥有低碳技术优势，发达国家征收

碳关税，将会迫使中国以高价引进发

达国家的低碳技术及相关设备、产

品，这将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出口产

品价格高、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的局

面。另外，碳关税环境壁垒的制定、实
施，必然会涉及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乃

至报废处理的各个环节，使出口产品

各种中间费用及附加费用增多，导致

贸易条件更加恶化。
（二）积极影响

表面看，碳关税对中国形成了一

个巨大挑战，甚至是对短期经济增长

的一种阻碍，但从中国低碳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对中国

经济发展的一种外部驱动。它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约束我国企业的碳排放量，提高环保

意识。因此，“碳关税”挑战可以成为

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契机。
美国总统奥巴马游说国会通过

《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所强调的原

因，是“美国需要调整自身，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方向。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就

是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新能源、智力

电网和生物技术，这些产业成为美国

新的产业选择和战略选择”(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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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其原因也许同样适用于中国，

从长远角度分析，以新能源为主导的

低碳经济必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

趋势，及早顺应这一趋势，对作为新

兴市场国家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三、政策建议

第一，逐步使外资投向结构合理

化，引导外商投资向中西部和第三产

业倾斜；大力引进深加工项目和技术

密集型项目，努力实现向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大的项目转移；积极鼓励

外商投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源枯竭型城市

的接续性第三产业。
第二，引导加工贸易的转型升

级，淘汰部分落后产能。抓住国际产

业转移机遇，制定促进加工贸易转型

升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延伸

加工贸易产业链，促进加工贸易转型

升级，并发挥政府部门管理效能，着

力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淘汰落后

产能。
第三，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

服务贸易。要摆正工业化与发展服

务业的关系，促进服务贸易与相关产

业的协调发展，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

展。要加快服务立法，建立完善的服

务贸易法律体系，优化和提升服务行

业结构，推进服务业现代化，提高服

务行业人力资本素质，增强可持续发

展的竞争力。
第四，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核心，

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健全有关

贸易和环境关系的法律体系，制定相

应的鼓励、扶持政策，促使企业提高

环保技术、不断开发绿色产品。在绿

色技术创新方面，政府要加大人力和

资金的投入力度，设立绿色技术创新

的专项基金，并加强绿色技术创新的

技术服务组织建设；企业要健全绿色

技术创新能力机制，加强与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的合作创新。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把

握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当前，国际社

会尚未达成一个统一的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减排协议，中国应抓住这一机

会，储备新能源替代技术，积极参与

国际碳交易，并从中获得技术进步、

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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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高档消费品进口环节

税收政策的几点看法

文 宋 立 刘国艳 许 生

近期，有关方面围绕是否应当调

整中高档消费品进口环节税收政策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问

题在于，下调进口环节税收对国家财

政收入的实际影响、对不同收入群体

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以及税收下调

后中高档消费品的售价是否相应降

低等。对此，本文认为，应当站在宏观

经济平衡和中长期发展角度审视中

高档消费品进口环节税收政策调整

问题。
一、从宏观而非财税角度看待对

中高档消费品进口环节税收政策调

整问题

（一）调整中高档消费品进口环

节税收政策有利于实现国内消费结

构升级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

平的提高，中高档消费品一般会成为

消 费 升 级 的 重 要 对 象 ， 而 人 均

3000—4000 美元则是消费升级的重

要阶段：一方面，消费热点由衣食向

住行转变，消费档次、消费品质提升，

一些在低收入时期被视为奢侈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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