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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碳定价是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日本碳定价机制不仅包括碳税、碳排放权交易及信用交易

等国内定价机制，也包括两国间联合信用制度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跨境机制。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日本对新

型碳税的设计、碳排放权交易系统的协调、信用交易市场的完善以及跨境机制的相应措施正在 逐 步 探 讨 和 实 施

中。日本碳定价机制的发展将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和包括中日经济关系在内的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参

考日本碳定价机制，中国应加快探索设计碳税和碳市场的组合方案，调动企业参与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积极性，优

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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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碳中和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欧盟在 2019 年 12 月颁布的《欧洲绿色协议》
中，提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1］; 拜登上台后随即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并承诺 2050
年实现美国碳中和［2 － 3］。2020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正式确立［4］。
与碳中和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即为碳定价机制。碳定价机制被认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有效手段。按照联合国的定义，碳定价是对碳排放收取费用或提供减少排放的激励措施，通过价

格信号改变消费和投资模式，从而限制排放并使经济发展与气候保护相兼容［5］。2021 年 10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向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交的《税收政

策与气候变化》正式发布，该报告提出，在兼具包容性并支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碳定价是缓解全

球气候变化的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有力工具［6］。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会议( COP26 ) 上，推动全球碳定价机制的发展也成为

·18·



各方热议的话题。
日本于 2020 年 10 月宣布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目标，2021 年 4 月提出 2030 年较 2013

年碳达峰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6% 的中期目标。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日本对国内和跨境

碳定价机制的相应措施也在逐步探讨中。这些措施不仅可能影响到日本国内产业发展和经济结

构调整，也将影响到日本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国际合作的方向。中日互为重要的邻国，经贸往来联

系密切，日本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碳定价机制可以为中国各项政策的设计实施提供参照，其对

中日经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一、日本碳定价机制的主要构成

碳定价通过对碳排放赋予一定的价格，促使碳排放主体减少排放量。目前，日本已经实施的

碳定价机制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包括被称为日本碳税的地球温暖化对策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信

用交易，均已经建立基本框架; 跨境碳定价机制则主要是面向限定国家的两国间联合信用制度，碳

边境调节机制目前仍在讨论阶段。因此，本部分对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信用交易以及两国间联合

信用制度进行重点分析和梳理，以期对日本现有的碳定价体系有一个全局性认识，并为日本碳定

价机制的发展方向、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政策启示的研究提供基础。
( 一) 地球温暖化对策税

碳税是对使用化石燃料而造成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征税。按照计税依据，国际上常见的碳税可

以分为以燃料为依据的碳税和以排放为依据的碳税。前者以化石燃料的消耗量作为计税依据，后

者以二氧化碳或者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日本的碳税属于以燃料为依据，按照化石燃

料的种类分别设置税率，并最终统一折合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价格。
2012 年 10 月，日本正式引入地球温暖化对策税作为日本国内的碳税。为避免对企业造成过

重负担，地球温暖化对策税的税率分 3 个阶段进行调整( 参见图 1 ) 。第一个阶段是 2012 年 10 月

设定碳税时，石油( 包括原油和石油产品) 的税率为 250 日元 /千升，气态烃( 包括液化石油气和液

化天然气) 的税率为 260 日元 /吨，煤炭的税率为 220 日元 /吨; 第二个阶段是从 2014 年 4 月开始，

石油、气态烃、煤炭的税率分别提高至 500 日元 /千升、520 日元 /吨、440 日元 /吨; 第三个阶段是从

2016 年 4 月开始，石油、气态烃、煤炭的税率再次提高至 760 日元 /千升、780 日元 /吨、670 日元 /
吨。调整完成后，按排放系数折合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税率统一为 289 日元 /吨。

石油：500日元 /千升
气态烃：520日元 /吨
煤炭：440日元 /吨

石油：760日元 /千升
气态烃：780日元 /吨
煤炭：670日元 /吨

2014年 4月

石油：250日元 /千升
气态烃：260日元 /吨
煤炭：220日元 /吨

2016年 4月2012年 10月

折合成二氧化
碳排放量：
289日元 /吨

图 1 日本地球温暖化对策税的发展变化

资料来源: 環境省 ． 地球温暖化対策のための 税の導入［EB /OL］．［2021 － 11 － 13］． https: / /www． env． go． jp /policy / tax /

about．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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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球温暖化对策税的税收收入每年度约为 2 600 亿日元。除地球温暖化对策税之外，日

本还有石油煤炭税、挥发油税·地方挥发油税、液化石油气税、飞机燃料税、轻油交易税等针对各

种能源的课税，这些税收也可以纳入广义的对碳排放征税的范围。如果加上这些能源课税，与碳

排放相关的税收总收入可以达到每年度约 4 ． 3 万亿日元，碳价格则由只计算地球温暖化对策税时

的 289 日元 /吨上升至约 4 000 日元 /吨［7］。
( 二) 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是指政府对企业等各个排放主体配置一定的排放量上限即排放权，企业可以根

据实际排放量和拥有排放权的情况在市场上进行排放权交易，碳价格即由碳排放权的供给和需求

关系决定( 参见图 2 ) 。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排放权有剩余，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给有需求的企业，也

可以留作将来使用; 如果排放权不足，则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排放权，或者使用后述的信用交易进行

抵销。该制度旨在促使企业主动减少碳排放量，或者帮助短时间内减排有困难的企业通过市场交

易实现减排目标。目前，日本碳排放权交易主要在东京都和埼玉县应用，还未形成覆盖全国的市

场交易体系。其中，东京都于 2010 年正式引入，适用对象为上年度燃料、热、电的使用量按原油换

算达到 1 500 千升以上的单位，约为 1 400 家; 埼玉县以东京都为模板，于 2011 年正式引入，适用

对象为能源使用量按原油换算连续 3 年达到 1 500 千升以上的单位，约为 600 家［8］。

实
际
排
放
量

A企业 B企业

供给

排放量
上限

排放权
不足

实
际
排
放
量

排放权
剩余

需求

图 2 日本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资料来源: 環境省 ． 国内排出量取引制度について［EB /OL］．［2021 － 11 － 13］． https: / /www． env． go． jp /earth /ondanka /

det /capandtrade /about1003 ． pdf。

( 三) 信用交易

信用交易是对企业等排放主体削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赋予一定的价值，并允许企业通过市场

进行交易。目前日本国内使用的信用交易制度主要包括适用于电力行业的非化石电源认证制度

和适用于所有行业的 J 信用制度。其中，非化石电源认证制度自 2017 年开始正式实施［9］。该制

度对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燃料的电力进行认证，并发行相应的“证书”( 以千瓦时为

计量单位) ，电力企业可以就“证书”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达到法律规定的非化石电源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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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①。
J 信用制度由日本经济产业省、环境省以及农林水产省共同管理运营。该制度与前述的碳排放权

交易设置排放量上限有所不同，是对企业、农业从业者、森林所有者等设置基准排放量，即假设企业等如

果不采取改进措施的情况下产生的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等通过引入设备或者改善生产流程和

经营管理水平等方式减少的排放量或者增加的吸收量进行认证，并向其发放相应的信用额度( 以碳排

放量吨为计量单位) ，这些信用额度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购买者需支付资金，碳价格也由此决定( 参见图

3) 。该制度自 2013 年引入，2016 年日本《地球温暖化对策计划》将 J 信用制度作为减排目标的支持政

策，市场对于信用额度的需求量大幅增加，J 信用的累积认证量由 2013 年度的 3 万吨增长至 2016 年度

的 242 万吨，并迅速增长至 2020 年度的 697 万吨，预计到 2030 年度将达到约 1 300 万吨［10］。

出售J信用 支付资金

引入节能设备、引入可再生能源利用
和转换设备、改善工业流程、优化农
业经营、森林管理和废弃物处理，减
少温室气体排出量或增加温室气体
吸收量

J信用提供者
（企业、农业从业者、森林所有
者、地方自治体等）

J信用购买者
（企业、地方自治体等）

可用于应对法律法规要求、抵销碳排
放权不足、完成减排目标、履行国际
承诺

图 3 日本碳定价机制中的 J 信用制度

资料来源: 経済産業省 ． J ークレジットについて［EB /OL］． ( 2021 － 05 － 27) ［2021 － 11 － 16］． https: / /www． meti． go．

jp / shingikai /energy_environment /carbon_neutral_jitsugen /pdf /005_02_00 ． pdf。

J 信用制度旨在鼓励企业等主动采取措施减少排放量，并将减少的排放量的价值显性化，使其

具有市场流通性，同时满足购买方的多样化需求。如图 3 所示，企业、农业从业者、森林所有者等

获得 J 信用认证的方式主要有引入符合规定的节能设备，例如具有节能效果的锅炉、空调、照明、
冷冻冷藏设备，热电联产装置，变压器更新以及利用废热发电、供热的设备等; 或者引入符合规定

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转换设备，例如太阳能、水力、风力发电设备，利用可再生能源热能的发电、供

热设备以及用生物质燃料替代化石燃料等; 或者改善工业流程和废弃物处理方式，优化农业经营

和森林管理，利用生物质炭改良耕地土壤，增加植树造林面积等。企业购买 J 信用可以用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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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日本《能源供应结构高度 化 法》的 规 定，来 源 于 可 再 生 能 源 和 核 能 等 非 化 石 燃 料 的 电 源 比 例 到 2030 年 度 应 达 到

44% 以上，并且应分阶段设置中间目标逐步完成。参见: 経済産業省 ． エネルギー供給構造高度化法の中間目標の策定について

［EB /OL］． ( 2019 － 05 － 31) ［2021 － 11 － 16］． https: / /www． meti． go． jp / shingikai /enecho /denryoku_gas /denryoku_gas /seido_kento /
pdf /032_04_03 ． pdf。



法律法规的要求，例如日本《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规定，对于一些特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

单位，有义务自行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向政府汇报; 或者用于抵销前述的碳排放权不足; 或者用

于完成减排目标，例如“低碳社会实行计划”是日本产业界自发的组织，参与的企业主动设置减排

目标，并为实现目标采取相应的措施; 或者用于履行国际承诺，例如“ＲE100”国际倡议，参与的企

业承诺将在一定时期内转向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
( 四) 两国间联合信用制度

除了上述国内定价机制外，日本还与亚洲、非洲等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两国间联合信用

制度( JCM) 。在该制度下，日本通过向对象国提供脱碳技术、产品、系统、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

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定量测算并在两国间分配信用额度，其中属于日本的部分可以

计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 架 公 约》提 出 承 诺 的 国 家 自 主 贡 献，作 为 日 本 的 减 排 成 果。日 本 自

2011 年开始陆续与各个国家签订联合信用制度协议，到 2021 年发展至 17 个合作对象国，包括印

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柬埔寨、肯尼亚、哥斯达黎加、沙特阿拉伯、泰国、智利、帕劳、孟加拉国、菲

律宾、越南、缅甸、墨西哥、马尔代夫、蒙古国以及老挝［11］。
JCM 项目由日本企业和合作企业共同向两国政府层面设立的联合委员会提出申请，经审定后

按项目实施产生的减排量和吸收量发放信用额度。为了鼓励日本企业积极参与，日本政府在融资

和设备投资方面设置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在融资方面，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国际协力银行

( JBIC) 、亚洲开发银行( ADB) 等金融机构为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在设备投资方面，日本环

境省设立“JCM 设备资助计划”，对企业初期投资费用最高提供 1 /2 的资助。例如，三菱重工在菲

律宾的地热发电项目、兼松 KGK 在越南的太阳能发电项目、Saisan 在蒙古国的饮料工厂 LPG 锅炉

导入项目、日铁工程公司在泰国的纤维工厂热电联产设备排气热交换器导入项目、Tepia 在泰国的

食用油工厂生物质锅炉导入项目、东洋能源农场在印度尼西亚的水力发电项目等，均获得日本政

府的支持［12］。根据日本政府预测，通过 JCM 项目实现的减排量和吸收量累积到 2030 年度将达到

5 000 万吨至 1 亿吨［11］。
可见，在不同的机制下，日本碳定价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为加快碳减排

进程、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日本对国内碳定价机制，包括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信用交易及其配套

机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重点探讨和设计。同时，在国际社会日益强调碳边境调节机制特别是欧盟

已经出台了世界上首个碳边境税政策的背景下，日本对跨境碳定价机制更加重视，不仅提出要进

一步发挥两国间联合信用制度的作用，也开始着手探讨建立自身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二、日本国内碳定价机制的动向及影响

日本碳定价机制的发展与减排目标的提出和发展分不开。在现行目标提出之前，日本已经提

出过阶段性的 中 期 和 长 期 减 排 目 标。2015 年，为 配 合《巴 黎 协 定》的 签 署，日 本 提 出 2030 年 较

2013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26% 的目标; 2016 年，日本《地球温暖化对策计划》明确国家层面温

室气体减排的中期和长期目标分别为 2030 年减少 26% ，2050 年减少 80% ，这一标准一直沿用到

2020 年［13］。可见，与此前的目标相比，现行的目标( 2030 年减少 46% ，2050 年碳中和) 无论在中

期还是在长期都大大提高。因此，碳定价机制作为一项调控工具，就需要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从 2021 年开始，日本环境省和经济产业省开始就碳定价机制进行集中探讨和设计，环境省重

启原有的“中央环境审议会地球环境部会———运用碳定价相关小委员会”，经济产业省新设“实现

全球碳中和的经济方法研究会”，召集官产学各界展开讨论，并提出设计方案。总体来看，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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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价机制上，环境省侧重新型碳税的设计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协调，强调通过政府层面的税收和

政策进行引导，提高减排效率［14］; 经济产业省则侧重完善信用交易和配套机制，强调给予企业自

主权和选择权，确保市场活力［15］。日本政府的方案决定着日本国内碳定价机制的发展方向。
( 一) 日本国内碳定价机制发展的方向

1 ． 新型碳税的设计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协调

一般认为，碳税具有双重红利效应。第一重红利是将排放主体所形成的社会成本内部化，降

低对高碳能源的需求，突出低碳能源的替代作用，发挥节能减排效应; 第二重红利是通过加征碳税

相应降低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收或者设置税收优惠，提升税收系统的效率，促使企业更好地去创

新和动能转换，优化资源配置，增进社会福利。日本自 2012 年引入“地球温暖化对策税”，折合成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税率为 289 日元 /吨，相比已经征收碳税的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法

国、加拿大、瑞典、挪威等国家的税率均明显高于日本，并且近年来这些国家的碳税税率都在逐渐

提高。日本环境省的方案认为，鉴于日本整体减排目标较此前大大提高，日本现行的碳税存在税

率较低、征收环节单一等问题，难以起到有效的调控作用，因此应设计和探讨新型碳税。
在税率方面，如图 4 所示，起始阶段以较低税率起步，此后逐渐提高税率，并公布明确的税率

变化时间表。这样一方面使企业逐渐适应，避免短时间内负担急剧加重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影

响; 另一方面，对企业释放强烈的价格信号，并使企业清晰地认识到税率变化的时间，从而能够制

定计划进行设备和技术更新。在税收用途方面，碳税税率提高而增加的税收收入部分可以用于对

企业设备投资和业务开发进行补贴，或者促进去碳化技术的创新和普及，从而加速节能减排的进

程。虽然碳税税率提高会增加企业税负，但随着设备和技术的更新，生产和消费模式转变，碳排放

量逐渐减少，税负会逐渐降低，并且在逐步向碳中和目标迈进的过程中企业税负会进一步降低，最

后可能不会对企业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税收收入用途并不限于去碳化投资和技术，也可用于灾

害防治、科技研发、配合其他税收减税、弥补财政赤字等，从而从整体上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社会

福利。

2050年

②碳排放量逐渐减
少，税负逐渐降低

税
率\

税
负

②税率逐渐提高

税负的变化

③逐步实现碳中和，
税负进一步降低①税率提高，税负

逐渐增加

①起始阶段税率较低

税率的变化

③未来价格信号更强

图 4 日本新型碳税设计构想

资料来源: 環境省 ． カーボンプライシングの 活用 に関する小委員会( 第 13 回) 議事次第·配付資料炭素税について

［EB /OL］． ( 2021 － 03 － 02) ［2021 － 11 － 13］． https: / /www． env． go． jp /council /06earth /13_3 ．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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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环境省的方案提出，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各具优势，相互补充。与碳税依托政府强制征

收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是企业基于自身的情况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更容易获得社会接受; 并且，通

过碳排放权的交易量可以明确计量减排效果，而碳税从税收收入中难以直接看出减排效果。但

是，碳排放权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时时在变化，而碳税税率在一定期间是确定的，能够给予企业

明确的预期; 同时，碳税作为税收收入，能够用于各项财政支出，而排放权虽然是企业间的交易，也

需要政府进行制度设计和运行管理，行政成本较高。从国际上来看，引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国

家要多于实施碳税的国家，而日本目前碳排放权交易仅限东京都和埼玉县。因此，从日本现实情

况出发，由于碳税已经有了基本框架，应先对碳税进行设计，但在推进新型碳税的同时还需要对原

有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适用性进行研讨，并进一步扩大交易市场，使得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相

互协调，发挥二者互补性。
2 ． 信用交易与配套机制的完善

相对于设定固定税率的碳税和设定排放上限的碳排放权交易，经济产业省更强调尊重企业的

自主选择，对企业减排的成果赋予相应的市场价格，让减排价值“看得见”，从而激励企业主动进

行改进。其方案 有 两 个 核 心 机 制，其 一 是 构 建“碳 中 和 顶 级 企 业 联 盟”，其 二 是 活 用“碳 信 用 市

场”，两个机制相互联系。“碳中和顶级企业联盟”由致力于减排事业的企业自愿申请，加盟企业

主动提出减排目标和计划，并获得国家的承认，从而将企业自主性与国家碳中和目标联系起来。
在此基础上，超额完成目标的企业，由政府管理和运行机构按超额减排量发放信用额度; 未能完成

目标的企业，在“碳信用市场”通过交易获得信用额度从而满足要求。
“碳中和顶级企业联盟”和“碳信用市场”不仅具有设定目标和信用交易的功能，在统一规则

制定、创造市场需求、引导消费理念、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在该机制下，先

驱企业组成企业联盟共同制定产品碳排放量测定等相关规则，如生命周期评估和碳足迹测定方法

等，并在研究新的商业模式方面形成聚合力量，创造市场对于脱碳技术的需求; 共同描绘可持续发

展的碳中和社会的未来形象，表明企业的决心和可以发挥的作用，获得消费者的理解和支持，并通

过在商品和服务上显示碳足迹，引导低碳消费，促进消费绿色化; 形成可以在碳中和的国际竞争中

掌握先机并胜出的“企业群”，并由“企业群”牵引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
同时，完善配套机制，确保“碳中和顶级企业联盟”和“碳信用市场”的顺利运行。一是有效利

用 IT 技术等为碳足迹测算做好基础准备，特别是对蓄电池等重点产品和行业的全生命周期的碳

足迹测算，使整条供应链的碳排放可视化。二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扩大发放信用额度，对碳信

用的使用方式进行详细的制度设计，确保信用交易的透明化。三是政府在金融市场和人才培养方

面为加入联盟、主动提出减排目标的企业提供支持。这一方案虽然充分尊重企业自主权，但是业

内人士提出，即使是先驱企业，为达到显著的减排效果也需要追加大量成本，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商

业模式是一大难题; 自主参加和设定目标的这种方式，参与的企业只是一部分，难以产生普遍的社

会效果; 同时，企业没有在完不成目标的情况下主动购买信用额度的动力，也没有必须完成任务的

义务，减排的有效性非常有限; 以这种方式持续下去，日本有可能难以完 成 2030 年 减 排 46% 和

2050 年碳中和的国家目标［16］。
( 二) 日本国内碳定价机制的影响

1 ． 对经济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

日本国内碳定价机制将碳排放的成本或减少排放的价值显性化，使市场主体更清晰地看到价

格信号，从而调整自身的行为。碳定价机制的发展对日本国内经济将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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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有一些消极效应。
日本国内碳定价机制的积极效应表现为 4 个方面: 首先，价格机制将激发市场主体的减排动

力，从而促进碳中和相关的设备投资和技术革新，投资的增加和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不仅能够反

映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上面，对于盘活日本经济、增加市场活力、增加就业和培养高技术

人才也是有利的; 其次，社会资金将会流向更符合碳中和趋势的行业，从而助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在全球碳中和浪潮下，有利于把握产业发展方向，保持长期竞争力; 再次，能够扩大与低碳相

关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从而增加外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支撑; 最后，价格机制能够起到良好的社

会宣传效果，从而引导消费者转向低碳消费模式，同时，环境的改善也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

现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消极效应则包括 4 个层面: 首先，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企业负担，减少企业利润，无论是征收

碳税，还是企业在市场购买碳排放权或者 J 信用额度，都相当于增加企业成本，反映为企业收益的

减少，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日本企业已经出现经营困难的问题，一些企业也濒临破产，

如果再增加企业负担，那将会加重对经济的打击; 其次，企业为应对碳定价机制的要求，需要一些

资金用于相关的设备投资或者购买额度，这样就会挤占企业原本用于其他重要投资或者技术研发

的资金，也可能会挤占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就业市场; 再次，碳定价相当于提高了能源使用价格，特

别是日本电力行业，日本单位电价本身在国际上就属于较高水平，电价的提升并不利于日本向非

化石电源转换; 最后，碳定价增加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这些成本

最终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对民间消费也会造成冲击。
2 ． 以碳税为例的分析

为定量分析以碳税为代表的日本国内碳定价机制对经济的影响，环境省聘请两家专业机构，

分别为日本政策投资银行集团价值综合研究所和国立环境研究所，对征收不同水平碳税的经济效

应和环境效应进行测算。具体来说，现有碳税( 即地球温 暖 化 对 策 税) 的 税 率 确 定 为 289 日 元 /
吨，假设从 2022 年起，每吨碳价格分别提高 1 000 日元、3 000 日元、5 000 日元、10 000 日元，使用

计量经济模型模拟分析到 2030 年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和碳排放量的情况［17 － 18］，结论如下。
第一，碳定价机制将会有效减少碳排放量，并且碳价格越高，减排效果越明显。例如，在价值

综合研究所使用“能源 － 经济”模型进行的模拟分析中，在每吨碳价格提高 1 000 日元的情况下，

到 2030 年日本碳排放量将较 2013 年碳达峰时减少 22 ． 8% ; 进一步模拟可得，在每吨碳价格提高

3 000 日元、5 000 日元、10 000 日元的情况下，排放量将分别减少 24 ． 2%、25 ． 1%、26 ． 5%。
第二，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碳定价机制有可能会对经济造成冲击，从而使经济

增长率受到影响，并且价格越高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越大。例如，在价值综合研究所的分析中，

如果每吨碳价格提高 1 000 日元，预计 2015—2030 年日本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将为 0 ． 91% ，而

基准值即碳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同时期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预计为 0 ． 93% ，因此，经济增长率较

基准值有所降低; 如果每吨碳价格提高 3 000 日元、5 000 日元、10 000 日元，那么同时期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 ． 89%、0 ． 87%、0 ． 82% ，较基准值进一步降低。

第三，如果将碳税收入用来对企业进行设备投资，特别是对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机械设备投

资进行财政补贴，那么提高碳价格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有所缓和，甚至经济增长率将有可能高于基

准值。在价值综合研究所的分析中，如果碳税收入用于对企业进行补贴，即使在每吨碳价格提高

10 000 日元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仍然显著超过基准值; 在国立环境研究所的分析中，将每吨碳价

格提高 1 000 ～ 5 000 日元时经济增长率超过基准值，提高 10 000 日元时与基准值基本相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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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碳税收入的用途是碳定价机制能否在减排同时支持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虽然经

济模型并不能对现实做出完全准确的预测，但是其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三、日本跨境碳定价机制的动向及影响

在各国纷纷推出碳中和目标及相应措施的国际大趋势下，碳定价不仅关系到国内经济发展，

也关系到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市场份额的确保和提升。因此，在推进国内碳定价机制的同时，日本

政府以及经团联等民间团体均提出要致力于推动跨境碳定价机制，特别是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进

展，而这将会对日本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产生影响。
( 一) 日本跨境碳定价机制发展的方向

从日本政府出台的“绿色增长战略”［19］以及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等政府机构和经团联的提案

来看，日本跨境碳定价机制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其一是加强在规则制定和技术标准化层面与欧美国家的合作，推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制定和

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是指对来自环境限制宽松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或碳关税等，

提高相关进口产品的碳价格，维持本国产品的竞争力，防止国内企业向碳定价更低的国家或地区

转移，避免出现“碳泄漏”。目前，欧美均在试图推动这一机制。2021 年 7 月，欧盟正式发布《关于

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立法提案》，推出世界上首 个 碳 边 境 税 政 策，调 整 范 围 初 步 覆 盖 水 泥、电

力、化肥、钢铁、铝五大行业，相关进口产品需参照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碳定价购买配额①［20］。

美国也在政府报告中提出探讨碳边境调节机制，但还未形成具体的方案［21］。对于日本来说，掌握

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是核心诉求，因此，日本政府及产业界提出，在新一轮碳定价权的竞争中，

应密切关注欧美动向，尽快制定应对措施，避免由于应对迟缓而遭受损失。一方面，关于各类产品

单位碳排放量的测度和评价方法，应该从正确性和实施可行性相平衡的目标出发，主导制定可靠

性强、认可度高的国际规则，并积极督促世界各国保证数据透明度; 另一方面，需要从防止碳泄漏

和确保公平竞争条件的原则出发，与立场相同的国家联合进行碳边境调整措施的合理性探讨和制

度设计。
其二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设备提供、清洁能源开发、碳回收利用、核能、氢能、生物

燃料、氨氢混烧等具体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运用碳边境调节机制和两国间联合信

用制度等跨境碳定价机制，形成国际规则优势和制度优势，为日本企业创造先机，输出日本技术、
产品与服务，扩大海外市场，确保日本海外利益。对于两国间联合信用制度，在进一步扩大合作对

象的基础上，重点推进和创建资金规模较大的合作项目，如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氢能、碳捕获与封

存项目等，形成显著的减排效果和规模效应; 同时，转变以政府预算为主的项目构成，促进资金来

源的多样化，基于民间企业的需求，构建以民间资金为中心的 JCM 项目，完善申请手续、信用额度

分配、信用用途等规则，增强国内外市场对于 JCM 信用的认可和需求［16］。
( 二) 日本跨境碳定价机制的影响

从贸易层面来看，碳边境调节机制采取征收碳关税或碳边境税等方式直接施加于贸易商品，

对出口规模大、产品碳密集度较高的国家会形成一定冲击，这也是中国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
目前，虽然各国都在积极探讨碳边境调节机制，但只有欧盟提出了明确的覆盖范围和详细设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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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欧盟的立法提案，2023—2025 年为过渡期，进口商无需支付费用但需监测产品的碳排放情况并予以汇报。2026 年

开始进口商将需要支付费用，同时欧盟还将考虑扩大覆盖范围。



此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实际上，中日经贸往来密切，中国是日

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国①，中日地理位置相近、经济互补性强、产业链相互联系更加紧

密，因此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于中日贸易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虽然日本目前还没有明确划定范围，但其提出在规则制定和技术标准化上与欧美对接，因此

本文暂用欧盟《关于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立法提案》划定的五大行业来比较分析中国对欧美日

的出口情况，以期提供一个前瞻性分析轮廓。为避免单一年份的双边贸易容易受特殊因素影响而

难以反映全貌，本文采取 2016—2020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五大行业中，中国电力行业没有对欧

美日出口，因此表 1 反映的是水泥、化肥、钢铁、铝四大行业的出口情况②。第一，中国对日本四大

行业出口额在 2016—2019 年期间呈上升趋势，从 29 ． 30 亿美元增长至 40 ． 78 亿美元，2020 年有

所回落，但仍然在 30 亿美元以上; 从金额来看，对欧盟和美国四大行业的出口额超过日本，但考虑

到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经济体庞大，对日本出口额达到这个程度已不算低，特别是个别

年份甚至超过美国。第二，2016—2020 年中国对日本四大行业出口额在中国对日本出口总额中

所占的比重最高的年份为 2019 年( 2 ． 85% ) ，平均为 2 ． 47% ，显著超过对美国和欧盟四大行业的

出口比重( 平均分别为 1 ． 07% 和 1 ． 81% ) ，说明高碳行业在中国对日本出口中占据了 更 大 的 份

额。第三，虽然从短期来看，碳边境调节机制对贸易的影响有限，但是这些行业仅是一个开始，未

来有可能不断拓宽，欧盟在报告中也提出要逐渐覆盖欧盟碳市场下所有行业，在中国对日本出口

中高碳行业占比较高的情况下，如果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行业覆盖范围有所扩大，对中日贸易的影

响也会进一步扩大。

表 1 2016—2020 年中国对日本、美国和欧盟四大行业出口额及比重 单位: 亿美元，%

出口对象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日本
29． 30 32． 82 37． 56 40． 78 32． 69

( 2． 27 ) ( 2． 39 ) ( 2． 55 ) ( 2． 85 ) ( 2． 29 )

美国
48． 37 55． 97 52． 23 39． 79 35． 17

( 1． 25 ) ( 1． 30 ) ( 1． 09 ) ( 0． 95 ) ( 0． 78 )

欧盟
56． 97 56． 74 73． 85 66． 21 51． 82

( 2． 01 ) ( 1． 80 ) ( 2． 09 ) ( 1． 81 ) ( 1． 32 )

注: 括号中为中国对日本、美国和欧盟四大行业出 口额占中国当 年 对 其 出 口 总 额 的 比 重。表 中 欧 盟 数 据 覆 盖 27 个 国

家，不包括英国。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UN Comtrade Database［DB /OL］．［2021 － 11 － 13］． http: / / comtr ade． un． org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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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财务省 2020 年和 2021 年统计数据，中国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国。参见: 財務省 ． 財務省貿易統計

普通貿易統計 国別総額表［DB /OL］．［2021 － 12 － 04］． https: / /www． customs． go． jp / toukei / srch / index． htm? M = 23＆P = 0。
考虑到需要分别测算中 国 对 日 本、美 国 和 欧 盟 的 各 个 行 业 出 口 额，在 此 使 用 HS 六 位 码 进 行 测 算。具 体 包 括，水 泥:

252310、252321、252329、252390 ; 化肥: 280800、2814、283421、3102、3105，不包括 310560 ; 钢铁: 72、7301、7302、730300、7304、
7305、7306、7307、7308、7309、7310、7311，不包括 7202、7204 ; 铝: 7601、7603、7604、7605、7606、7607、7608、760900。参见: Eu-
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Ｒ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stablishing a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EB /OL］． ( 2021 － 07 － 14) ［2021 － 11 － 13］． https: / / ec． europa． eu / info / sites /default / files /carbon_ border_ adjustment_
mechanism_0 ． pdf。



碳定价机制的影响不仅在于贸易层面，更会影响对外投资方向和国际规则制定权。发达国家

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防止“碳泄漏”，即防止本国制造业产业流失或碳定价

低的产品流入，这将引导本国资金更多地投向脱碳化技术和产品; 同时，两国间联合信用制度又为

日本企业输出脱碳化技术和产品提供了条件，对外投资也将会向相关产业汇集。在国际社会频频

探讨推进碳边境调节机制下，发展中国家更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减排效率，以避免本国的出口产品

蒙受损失或者由于碳排放成本过低而不利于吸收外资，这就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于脱碳化技术和

产品的需求。在供需两方面作用下，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等碳中和相关领域在日本对外

投资和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性将日益上升。
此外，日本社会对环境问题关注较早，在节能减排领域积累了相当的优势，而碳边境调节机制

正是提供了将环境技术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国际规则制定权优势并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路径，这也是

欧盟率先提出这一机制的原因，而日本则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其中，未来围绕新型国际规则制

定权的博弈将更加复杂和激烈。

四、政策启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

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2］。与日本从碳达峰( 2013 年) 到碳中和( 2050 年)

预留 37 年相比，我国从碳达峰( 2030 年) 到碳中和( 2060 年) 只有 30 年，时间窗口更紧。作为中

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的意见》在 2021 年 10 月正式发布，明确提出完善财税价格政策，加快形成具有合理约束力的碳定

价机制，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23］。日本碳定价机制起步比较早，既有面向国内的碳税、碳排放权

交易和信用交易，也有跨境碳定价机制。为促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日本对于各种机制的发展方

向以及机制间的协调和配套措施的完善进行了设计，对国际社会重点关注的碳边境协调机制也开

始着手制定，其发展动向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可为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各项支持政策的设计

完善和落地实施提供一定启示。
第一，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碳中和不仅是国

家战略层面的重大决策，也关系到每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日本在推进碳定价机制的过程中，

对激发民间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行了专门探讨并设置相应的政策措施。例如，与碳排放相关

的税收收入可以考虑部分用于对企业节能减排设备投资和业务开发进行补贴，或者用于促进技术

创新和普及; 认可企业主动进行减排的价值，并提供相应的激励; 在企业对外合作中提供融资支持

和设备补贴等，这些经验可以参考。通过在碳定价机制中设计相应政策，可以引导企业主动投资

和创新，使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愿景，从而帮助企业转换经营模式、提升国际竞

争力，促进国家战略与企业战略的有机结合。
第二，加快探讨推进碳税和碳交易市场的组合方案。碳税和碳交易市场均为碳定价机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电力行业已经有全国性碳市场，碳税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税种①。在完善现

有碳市场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扩大参与行业和企业的范围，逐步降低企业参与的门槛，增加碳市

场的覆盖面。同时，对碳税进行探讨和设计，整合现有的能源和环境相关税种，使碳税和碳市场相

互补充，将未被碳市场覆盖的产品纳入碳定价机制中，充分发挥税收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此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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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1 年 7 月，中国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电力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



税和碳市场的实施还可以有效利用碳边境调节机制中的“避免双重收费”条款，避免出口企业蒙

受损失。
第三，健全碳足迹测算标准和方法，特别是加强重点行业和部门的碳足迹测算。健全碳足迹

的测算，不仅是完善国内碳定价机制的需求，也是在应对发达国家碳边境调节机制时据理抗辩，争

取合理利益的基础。一套清晰、具备可操作性、与国际接轨的碳足迹测算体系，既有利于政府和企

业掌握明确可靠的碳排放数据，在推动全国碳市场的建设和探讨碳税设计的方案时有据可循，也

可以帮助企业顺利申报碳边境手续和通关程序，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特别是，对于易被纳入碳

边境调整机制的水泥、化肥、钢铁、铝、能源等行业，以及对于绿色低碳、数字化发展至关重要的关

键部门，应重点监测和核算碳排放情况，并尽快开展全产业链碳足迹测算。
第四，探寻适合国情的碳定价方案，完善相应保障机制。碳定价机制既要考虑企业差异化需

求，避免对企业造成过多的压力，影响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 又要注重提高减排效率，加强政府政

策力度，确保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因此，对于短期内减排压力大、碳密集度高的行业，可

以给予一定的调整时间，避免一刀切; 对于中小企业，提供一定的专门优惠政策，增强其可持续经

营的能力和业务转型的动力; 对于研发难度大、成本高的减碳、零碳技术，利用举国体制优势进行

技术研发和创新，并尽量降低成本、促进技术普及。同时，充分运用财政、金融等多方面政策措施，

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创造成长机会，使碳中和真正成为企业发展可以抓住的机遇，在实现经济

高质量增长的同时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第五，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为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做好准备。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

优化升级是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基础和前提。在国家战略规划中，应加强对绿色低碳产业的引

领，提升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低碳发展水平，促进高排放行业的低碳转型，鼓励高质量、高技术、
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出口。同时，对国际碳定价机制的发展动向、覆盖范围、测算方法、所需流程

和手续等进行详细的解读，并出台相应的指导文件，帮助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海外经营中能够有效

利用规则，规避对企业不利的条款，防止碳边境税成为新型“贸易壁垒”。
第六，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日本通过两国间联合信用制

度等开展国际合作的目的，一方面是为获得减排额度，另一方面重要原因在于借此机会向国际社

会宣传自身在减排方面所做的贡献。同样，多年来，中国无论是在国内节能减排，还是在对外合作

中都积极作为，为全球减排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应积极发声、加强宣传、讲好中国故事，释放应对气

候变化的“正能量”。同时，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绿色

低碳、节能减排相关产品、设备、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使“一带一路”成为我国绿色

合作的国际平台和重要支撑; 探索与欧盟等各国和地区碳市场的衔接和协调，逐步提升中国碳定

价标准的国际认可度;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加

强沟通，积极参与多边贸易和环境相关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多边减排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

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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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Japan＇s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LI Qingru
(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 Carbon pricing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Japan＇s carbon pricing mecha-
nism includes not only domestic pricing mechanisms such as carbon tax，cap and trade，baseline and
credit，but also cross － border mechanisms such as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and carbon border adjust-
ment mechanism． With the proposal of carbon neutralization goal，Japan is gradually exploring and imple-
menting new carbon tax design，cap and trade system coordination，baseline and credit market improve-
ment，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of cross － border mechanisms．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s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will have an impact on Japan＇s domestic economy and Japan＇s foreign economic rela-
tions，including Sino － Japanese economic relations． By referring to Japan＇s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China should explore and design the synergy between carbon tax and carbon market，encourage enterpri-
ses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efforts on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optimize indus-
trial and trade structure，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fluence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Japan，carbon neutrality，carbon pricing，carbon tax，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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