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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民航的影响
The impacts of the EU's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on civil aviation
■文 / 卢梦圆

一、背景
2021年7月14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揽子环保

议案，其中包括建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意味着

从2023年起将推行碳关税，削减免费碳配额，扩大碳

市场范围。该议案称，如果与欧盟有贸易往来的国家

不能遵守碳排放相关规定，欧盟将对这些国家进口商

品征收碳关税。按照计划，征收碳关税所产生的收益，

将在欧盟预算框架下用以帮助实现“欧洲绿色新政”

的目标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

欧盟碳关税一旦落地实施，一些与其有贸易往来

国家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例如金属冶炼、化工等将

首先受到较大冲击。未来随着全球碳中和目标的推进

和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进一步实施，航空、导航、通信等

相关产品和运输服务将同样难以幸免。

二、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2019年12月，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

协议》 （简称“绿色新政”），提出制定碳边境调节机

制，即根据欧盟进口商品的含碳量对其进行价格调

整、减少欧盟境内外企业在碳排放成本上的不对称，

以保护欧盟企业的竞争力、避免“碳泄漏”（指发达国

家的温室气体减排会引起高污染企业转移到非欧盟

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排放量增长）、保障欧盟实现其减

排目标，并激励贸易伙伴采取更强有力的减排措施。

此次议案主要包括三点内容：其一，欧盟碳排放

交易体系下的所有商品均应纳入碳关税征收范围；其

二，碳关税所得收入应支持欧盟气候能源产业政策；

其三，该机制不得被贸易保护主义滥用。

从2023年开始，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将覆盖电力

行业以及水泥、钢铁、铝、炼油、造纸、玻璃、化工和肥

料等高能耗产业；这些产业目前仍然获得大量免费碳

排放配额，相当于欧盟工业排放量的94%。

按照计划，成员国和欧洲议会需要就最终的改革

方案进行表决，若该议案通过，碳关税提案将纳入欧

盟气候目标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范围和具体设计的不

同，碳关税每年可以带来50亿至140亿欧元的额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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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三、民航主要减排机制
（一）碳定价

碳定价是指对二氧化碳排放设置一个价格，通过

发挥价格的信号作用，使经济主体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从而引导生产、消费和投资向低碳方向转型，实现应

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碳定价又分为碳

关税和碳排放交易两种形式。

1. 碳关税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进口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

放特别关税，这类产品通常是水泥、化工、钢铁等高耗

能产品，此类产品发达国家多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这

意味着一旦欧盟施行碳关税政策，中国和其他涉及

相关排放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国家都会被征收相应关

税。2020年中国已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全年对

欧盟出口商品总额3835亿欧元，占欧盟总进口额的

22.3%，然而其中约有67.3%的产品属于高能耗产品，

这些出口产品将被征收碳关税，因此中国将比其他出

口国家遭受更大的经贸影响。

2. 碳排放交易

碳排放交易（ETS）是指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额

度的分类和交易。全球已运行ETS的国家和地区有21

个，筹划推进中的有8个，提出初步设想的有16个。

（1）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全球范围

内涉及排放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影响力最强的温

室气体减排机制，覆盖了电力、工业、航空等部门的排

放，约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EU-ETS采用

了两种针对碳泄漏的竞争力保护措施，即向工业部门

分配免费配额和对用电大户进行间接成本补偿。为了

将境内航空排放源减排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欧盟

委员会于2008年11月通过了将民用航空排放纳入欧

盟排放交易系统的指令（2008/101/EC）。2015年

开始，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在欧美境内的航班参

与交易。

（2）中国碳排放权交易

2011年以来，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开展了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工作，当地航空公司、机场也纳入碳排放

权交易体系。2017年年底，中国启动碳排放权交易。

2021年5月20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碳排放交易

系列新规，碳市场进入落地阶段。未来国内航班运营

也将被纳入碳排放交易。

（ 二 ） 国 际 航 空 全 球 碳 抵 消 和 减 排 机 制

（CORSIA）

国际民航组织第39次大会通过的“国际航空全球

碳抵消和减排机制”旨在利用市场手段实现2020年

后国际民航二氧化碳排放零增长的目标，即从2021年

起，国际航空二氧化碳排放较2020年水平的增量部

分需通过购买相应的减排量予以抵消。

根据决议，航空公司每年与基准年相比的碳排放

增量部分，均需购买配额抵消。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民

航业增长迅速，发达国家民航业相对成熟，如果单纯

计算各航空公司自己的增量，像中国这样的民航新兴

国家将不得不承担起全球大部分排放抵消责任，每年

将不得不耗费大量成本购买配额。因此，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始终坚持，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

的，发达国家航空公司必须要承担大量排放的历史责

任，要求全球民航业新增碳排放由所有航空公司共

担。最终经多轮谈判，大会通过了折中方案，各公司需

抵消的碳配额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按各航空公司自

身增量计算，另一部分则按行业总体增量计算。

四、对中国民航的影响
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提出2030年前

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在“7+2”个

试点碳市场的基础上，筹建全国碳市场，建立了自己

的碳定价机制。在民航领域，2018年以来中国先后出

台《关于深入推进民航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民用

航空飞行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管理暂

行办法》等相关文件，各大机场积极开展绿色机场相

关项目建设，业内代表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

虽然目前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具体实施方案

还在制定过程中，但无论最终采取何种方式，中国、印

度、巴西等低（零）碳税发展中国家的对欧贸易都将

受到冲击。较高的碳关税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

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如果不能在产品质量以及生产效

率上取得优势，或将被迫逐步退出欧洲市场。

“十四五”是中国国产大飞机、国产卫星导航系

统、通信设备、国产服务设施设备市场导入的窗口期，

无论在生产环节还是使用环节征收碳税，都将对中国

国产航空相关产品“走出去”造成阻碍，甚至迫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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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贸易政策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实施的影响将体

现在航空公司的飞机选型上。运营中油耗成本的竞争

会随着碳关税和碳交易的实施而进一步加剧，这对未

来C919、C929等国产大飞机的燃油效率提出了更高

要求。若国产飞机的燃油效率无法与波音737MAX或

空客A320neo达到相近水平，其销售市场将受到巨大

冲击。

五、政策建议
为了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其他发达国

家未来可能征收的碳关税，中国在对内推进节能减排

的同时，对外需提前做好准备积极应对。

一是就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核算体系、工作机

制、透明度和WTO规则的协调性等内容与欧盟展开

对话。2020年，中国已经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欧贸易对于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

应加强塑造与欧盟的伙伴关系，促进中欧联合气候行

动。通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零碳低碳技术贸易等

方式，促进与欧盟经济贸易合作。

二是完善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或碳税机制。进

一步扩大碳定价的覆盖范围，提高碳排放成本，从而

对欧盟碳关税进行有效规避，将欧盟从碳关税中可能

得到的财政收入通过内部机制提前纳入中国的财政

收入，以支持中国民航事业的绿色发展。

三是尽快引入碳泄漏机制。目前中国国家碳市场

并没有设计碳泄漏相关政策模块，随着纳入行业的增

加和碳价格的上涨，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也会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碳泄漏，从而引

发国际社会的关注。通过碳泄漏机制既可以保护中国

出口行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可以对欧盟对华出口商品

形成对等约束关系。

四是尽快建立透明的碳核算体系。欧盟很有可能

把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核算压力通过进口商转移给出

口国家，所以中国应该把建立透明的核算体系作为

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加强中国贸易产品隐含碳排放

量测算和计量的研究，从而为低碳商品出口欧盟保

驾护航。

五是加速碳中和进程。随着中国加速经济结构调

整和供给侧改革，高耗能产业出口比重会逐步降低。

长期而言，加速实施碳中和路径将从根本上降低中国

出口产品隐含的碳排放量，也将逐渐降低碳关税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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