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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碳税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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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大趋势的情形下，碳税再度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在法学领域里主要从碳税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碳税立法的理论基础、碳税立法的框架研究、碳税立法的基本原则、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比较、碳

税的国际经验与借鉴等方面进行概述。在经济学领域里主要从碳税的理论基础、碳税的含义、碳税的框架设计、碳税的

影响因素分析、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碳税在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家开
征的国际经验和借鉴、碳税的国际协调等方面进行总结和归纳。通过梳理，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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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ase of low-carbon economy to become a worldwide tendency, the carbon tax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the range of law, the paper summarizes mainly from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arbon tax,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arbon tax legislation, the research on framework of carbon tax legislati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arbon tax legislation, the comparison of carbon tax and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carbon tax, etc.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the paper illustrates mainly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arbon 
tax, the meaning of carbon tax, the framework design of carbon tax, th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of carbon tax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carbon tax on China’s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rom the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ries on which carbon tax has been impos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carbon tax, etc. In summary,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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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异常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常是以对环境的损害为代

价，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碳排放量，阻止气候的进一

步恶化，碳税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它已经引起了专家、学

者和各界人士的热烈讨论，碳税的引入和碳税法的制定也

逐渐提上日程。本文通过对法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里的相

关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启示。

1  法学领域里对碳税的研究

关于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张梓太认为在我国

目前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碳税立法已是势在必行。他

还论述了碳税立法的基本形态以及碳税立法的功能定位等

问题 [1]。李传轩认为碳税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需要首

先解决的问题。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并参照国外碳税经验进

行分析，碳税已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必要性

立法选择，进行立法的一般条件初步成熟，对立法中可能

遇到的特殊障碍也有相应的方法予以克服，在我国开征碳

税的可行性基本具备 [2]。熊彬对我国设立碳税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3]。

关于碳税立法的理论基础研究。宋志刚指出碳税的立

法理论主要包括外部性理论、庇古税理论、权利成本理论、

侵权行为理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4]。

关于碳税立法的框架研究。李传轩认为碳税是当前国

际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项重要制度手段，一些发达国

家已经启动了碳税的立法行动，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我国

的碳税立法尚属空白，相关研究刚刚开始，缺乏系统性和

框架性的研究。以碳税制度的基本要素为切入，从征税对

象、征税方式、税率和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框架研究，对

我国碳税立法的顺利启动十分重要 [5]。张建伟和钟钦才也

认为中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为抑制碳排放而开征碳

税已势在必行。碳税的税制要素应主要包括征税对象、纳

税人、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等方面 [6]。

关于碳税立法的基本原则研究。赖超超和郑伟认为碳

税作为一个新税，其开征必须先经过严谨和慎重的立法，

汲取其他国家碳税征收的经验和教训，更需要在立法原则

上予以准确把握。以税法基本原则为基础，并结合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特点和碳税自身的特殊性，我国碳税立法应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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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必要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7]。

关于碳税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宋一欣对碳税起源作了

详细的介绍，从 19世纪 20年代法国科学家发现温室效应

起，到 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并阐述了碳税在中

国的演进和发展 [8]。

关于碳税与排污权交易的比较研究。王慧、曹明德指

出作为市场机制的排污权交易和碳税如今成为各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主要选项，但由于气候变化存在不确定性，所以

很难对排污权交易和碳税的优劣做出一般判断，需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我国的国情来看，借助碳税而不是排

污权交易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外

交利益 [9]。向昉认为经济调节效果最为直观且手段多样，

如排污费、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结合我国的市场发展

程度、法制环境、人文理念等，将环境税和排污权交易加

以同时适用，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 [10]。

关于碳税的国际经验与借鉴。夏璐以国际的视角对北

欧各国碳税法律制度及实践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总结出现

行国际碳税的特征，提出关于我国征收碳税的一些建议 [11]。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见法学领域里对碳税的研究起步

较晚，研究的也不够深入。主要集中在对碳税征收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碳税立法的理论基础，碳税立法的框架设计，

碳税立法的基本原则，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比较，

碳税的国际经验与借鉴等方面的研究。其中介绍性的文章

更多，深入剖析的较少。目前大部分的讨论还停留在碳税

的合理合法性问题上，缺乏研究征收碳税对不同收入群体

影响方面的论文，有关碳税的公平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  经济学领域里对碳税的研究

和法学领域里的研究相比，经济学领域里的研究要丰

富和深入得多。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关于碳税的理论基础研究。高鹏飞、陈文颖较早地提

出碳税的理论基础，但只简单地提到了福利经济学的外部

性理论，认为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外部不经

济性问题 [12]。刑丽认为碳税的理论依据应包括外部性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双重红利理论、污染者付费原则 [13]。苏明、

傅志华等认为碳税作为环境税的一种，其征收的理论基础

与环境税是一致的。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看，主要的理

论基础有环境的负外部性、庇古税理论、污染者付费原则、

公共产品理论和双重红利理论 [14]。在经济学领域对碳税的

理论基础研究的比较少，学者们更注重通过模型、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这也许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种偏好。

关于碳税的涵义研究。王淑芳从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

碳税的含义，认为碳税是一种庇古税，实际上就是根据化

石燃料中的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产品消费税 [15]。

苏明等从碳税与其他资源税的关系上认为，碳税属于包括

消费税、资源税、硫税、氮税、废水税在内的整个环境税

税收体系中的成员之一 [16]。张晓盈和钟锦文认为碳税以生

产经营领域和消费过程中因消耗化石能源直接向大气排放

的二氧化碳为征税对象，以向大气中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

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以二氧化碳的实际排放量或估算排

放量（根据石化能源的含碳量估算）为计税依据，旨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避免由此引起危险的气候变化而对化石能

源和相关产品征收的一种环境税 [17]。总体上看，学者们对

于碳税含义的理解分歧不大。

关于碳税的框架设计研究。王金南等建议碳税的设计

应包括计税依据、起征时间、税率方案、征收对象和碳税

收入的使用管理。为使碳税方案不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

响，中国碳税税率宜从低方案起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

逐步形成完善的碳税税制。同时，必须切实加强碳税收入

的合理使用，达到碳税征收的预期激励效果 [18]。苏明等认

为我国的碳税税制要素包括征税范围和对象选择、纳税人、

计税依据、税率、征收环节、税收优惠、征收方式等方面 [19]。

张明喜提出碳税法相关条款设计，认为碳税的税制要素包

括纳税人、征税范围、计税依据、税率、征收环节、税收

优惠和征收方式等 [20]。张晓盈和钟锦文认为中国碳税总体

框架设计实质上就是要明确税制要素的具体内涵，税制要

素应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

纳税期限、减免和加征 [21]。刑丽是从国际协调的视角来谈

我国碳税制度的构建，认为我国碳税制度的设计，不但要

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引

入，还应考虑在碳税国际协调的框架下进行，主要包括征

税对象、征收环节与纳税人、计税依据、税率、税收优惠、

收入归属与使用、碳税的实施时机选择 [22]。

关于碳税的影响因素分析。对碳税的影响因素进行定

量分析的不多，仅见有李齐云、商凯通过建立以碳排放为

因变量的 STIRPAT模型，分析了我国、发达国家及世界的

人口、人均实际 GDP、能源效率和城市化率对碳排放量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很大；人均

实际 GDP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基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而呈下降趋势；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减少碳排放量，其结

果的高低受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制约 [23]。

关于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比较研究。苏明等对碳税

和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两者都属于环境

经济政策，碳税在开征灵活，符合污染者付费原理和相对

公平等方面比碳排放权交易具有一定优势 [24]。王珉和聂利

彬也对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是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两种不同的经济手段，两者的目的相同，

实际效果和途径不同。关于两者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从两方

面展开的，一是两者的成本，二是政府的参与度。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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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碳税的成本要低于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从政府参

与程度来看，无论是征收碳税，还是建立碳交易市场，都

需要政府干预。实际上，尽管两者存在差异，但并不导致

两者彼此冲突，恰恰相反，两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从实

践情况来看，碳排放权交易是除碳税之外，促使排放主体

自主减排的重要推动力，两者可以形成有益补充 [25]。

关于碳税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研究。第一种观点认为，

开征碳税对我国经济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魏涛远和格

罗姆斯洛德利用一个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

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征收碳税将使中国经济状况恶化，但二氧化碳的排放

量将有所下降。从长远看，征收碳税的负面影响将会不断

弱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征收碳税实施温

室气体减排，经济代价十分高昂 [26]。高鹏飞和陈文颖应用

建立的一个中国“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征收

碳税对中国碳排放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碳税

将会导致较大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如果保持总税赋不变

可减少碳税造成的 GDP损失。当碳税水平较高时，减排

的效果并不显著，而 GDP损失却急剧增加 [12]。

第二种观点认为，开征碳税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

响不大。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认为征收碳税可显著地

降低能源消费的增长，改善能源的消费结构，并能有效地

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虽然实行碳税政策的同时，也会给

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通过“ERI-SGM”模型

的运算，采用较低强度的碳税政策，对我国的未来经济没

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27]。王金南等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模拟了碳税征收对中国宏观经济、节约能源和抑制 CO2排

放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征收低税率的国家碳税是一种

可行的选择。低税率的碳税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

限，但对减缓 CO2排放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
[18]。苏

明等根据静态分析的结果得出的结论为：开征碳税会带来

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双下降，以及投资和可支配收入下

降，当然也必然会导致碳排放下降，而且碳税税率越高，

减排力度越大。对于高耗能行业的出口有负面冲击，对其

产量也有负面影响，对其价格则以正向冲击为主。根据动

态分析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对所有的指标而言，开征碳

税的影响后果随着时间流逝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增

强，碳税税率越大，增强的幅度越大，对 GDP的负面影

响也随时间而增加 [28]。张明喜通过研究发现：征收碳税对

我国的经济影响不大，短期内减少 GDP约 0.51%，长期

内减少 GDP约 0.08%，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大幅度下降，

同时碳税对经济结构中各个行业的产出具有负面影响 [20]。

关于碳税对我国区域经济影响的研究。张明文等利用

1995～ 2005年我国 GDP、能源消费和资源税样本数据，

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税对我

国 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收

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能够提高我国大部分

地区的经济规模，同时对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具有抑制作

用，但扩大了大部分地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收入分配

差距。这说明现阶段我国应该分地区、分税率进行碳税征

收，以使我国大部分地区在保持经济增长和体现社会公平

的前提下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29]。蔡岩兵和王云洋认为碳

税一方面会使化石能源价格上升，增加生产成本，降低私

人投资的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可

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扩大政府的整体投资规模，对经

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 [30]。彭红枫和吴阳认为与中、西部地

区相比，东部发达地区大部分产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较低，

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高。不同碳税水平下各地区税负有较

大差别。随着碳税水平的提高，地区（如西部）越不发达，

税负增幅越大，所承受的税负越重，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发

展不平衡，为此，合理选择碳税水平对统筹我国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非常必要 [31]。林桢针对河南经济发展的特点，详

细分析了碳税开征对河南经济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在应

对策略上提出了一些思考建议 [32]。

关于碳税在 OECD国家开征的国际经验和借鉴。清华

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周剑、何建坤根据北欧五国的

实际经验，从税率、征税对象、税收循环、免税条款、减

排效果等方面来研究北欧碳税政策，并提出我国未来碳税政

策的思考与建议 [3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苏明等认为

在各种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中，碳税是减少碳排放的一

种重要经济手段。他们详细介绍了十个发达国家开征碳税的

背景、措施及其效果，旨在探讨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借鉴 [34]。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的汪曾涛指出碳税已在芬兰、瑞典、

丹麦、荷兰、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得到了运用，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碳税基本要素、

税收偏离、碳税地位及效果等方面各不相同。国外开征碳

税的实践为我国提供的借鉴经验是：开征碳税应选择合适

的时机和合适的征收方式，应遵循逐步推进的原则，采取

税收中性的改革措施，应在生产环节征收碳税等 [35]。

关于碳税国际协调的研究。刑丽认为与一般环境问题

相比，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已超出了环境和气候

领域，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多地涉及政治、经济、外交

和科技等诸多领域，也是重大的国际问题，已成为影响未

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重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单个国家的行动，

更需要全球合作，共同治理。对一个国家来说，在应对气

候变化的全球互动过程中，思想与理论往往决定了一个国

家在未来世界新格局中的位置，当气候变化、碳排放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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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产生了。在应

对气候变化的众多手段中，碳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效

果已经在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得到初步验证。但

她也指出，如果仅是少数国家单方面开征碳税，就会对开

征碳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会产生污

染的跨境转移或未采取减排措施国家的排放量增加，造成

“碳泄漏”现象。因此，有研究报告指出，碳税除非是国际

层面的统一碳税，否则是无效的。这对中国是否应当单独

开征碳税，是否至少应当与周边国家联合行动，提出了一

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 [36]。

3  文献评述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经济学领域里的研究前期主

要集中在碳税对经济和碳排放的影响方面。后期先是介绍

国外的先进经验，研究如何借鉴，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

碳税制度。之后，很多学者详细论述了我国碳税制度的具

体框架设计，现在已有人在深入研究碳税制度中的税率问

题，试图利用模型计算出最优税率。当然，以前也有学者

曾提出存在最佳税率，只是没有深入探讨。可见经济学领

域里的研究在逐步地深入和细化，研究的视角也逐渐变得

开阔，能够从国际的角度来研究碳税问题。

和法学领域里的研究相比，经济学领域里的研究要早

很多，而且更加深入，成体系化研究，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

不少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和个人专著陆续出版。经济学者大

多在通过各种数据模型来研究碳税对经济、碳排放、能源消

费、收入分配和环境的影响，而法学学者更多在研究碳税立

法的理论基础，碳税立法的基本原则，碳税立法的框架设计

等，试图制定一部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碳税法，为我国即将开

征的碳税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无论是经济学领域还是法学领

域对基础理论的研究都比较少，更多的集中在碳税的制度构

建上，以解决我国正在和即将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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