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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已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经济结构由“量”向“质”转变的

高质量发展阶段。“双碳”战略成为我国突破能源资源、气候环境约束，推动经

济结构转型的全局性系统性工程；更展现出我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

与者、引领者的大国担当。在此背景下，倡导通过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

个方面议题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状况的 ESG 投资强势崛起，ESG 中的最亟

待突破的 E 维度有了量化的标准，ESG 投资也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 

然而，我国 ESG 投资较国外尚有差距，践行 ESG 理念、完善 ESG 体系之

路还很长，其中如何增强企业践行 ESG 理念、披露 ESG 报告的内生动力尤

为关键。ESG 体系能否长足发展、金融市场如何更好服务于绿色发展、企业

如何更广泛接纳绿色发展理念等问题一脉相承，根本上取决于能否形成一种

激励约束制度，兼容中央、地方、企业的利益诉求。而仅仅依靠资本市场制

度优化远远达不到期待目标，需要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协同参与，其中财税

政策更应发挥基础性作用和重要支柱作用。 

碳税作为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政策手段，可以有效提高企业践行 ESG 理念的内

生动力。一方面，作为碳定价机制可以将环境成本反映到生产成本中，影响

企业决策，促进企业落实碳减排等。另一方面，碳税可以借由财政体系的转

移支付等手段，发挥补偿机制，惩罚负外部性同时奖励正外部性活动，例如，

利用碳税收入支持低碳技术研发、设备更新改造等。鉴于此，本文分析了碳

税的机制、优势，结合境外经验，提出我国征收碳税的路径，以期通过政策

协同和体制机制改革提高 ESG 发展水平。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2 / 7 

  

目  录 

一、碳税促进 ESG 发展的机制作用及优势 ................................................................................................................ 3 

二、碳税的国际经验 ................................................................................................................................................... 3 

三、我国碳税征收的可行路径 .................................................................................................................................... 4 

 

图表目录 

图表 1： 部分发达经济体碳税税率情况 ............................................................................................................. 4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与免责条款 www.ykzq.com  3 / 7 

一、碳税促进 ESG 发展的机制作用及优势 

1、碳税是通过价格干预引导企业行为决策的方式。碳税是以含碳燃料（如煤炭、汽

油、柴油）为征税对象，向化石燃料生产者或使用者征收，或者直接对二氧化碳或其他

温室气体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环境税。碳税是一种典型的庇古税，其出发点是解决环境的

负外部性问题，将私人部分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与碳交易基于配额-数量进行调控的设计

原则不同，碳税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价格调控，由政府设定税率，碳税所覆盖的企业通过

缴纳碳税支付碳排放成本。 

2、碳税可以通过激励重塑、提供补偿两条途径促进企业贯彻 ESG 理念。一是激励

重塑效应。征收碳税将提高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促使企业加速能源替代以减少税

收支出，从而实现碳减排和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二是生态补偿效应。作为一种税收，为

了避免碳税开征增加社会整体税负，势必会对其他领域开展税收优惠，或者增加对居民

和企业的转移支付。两种机制作用下，企业进行更多 ESG 实践，主动承担更多“绿色”责

任，将会切实减少企业税负，并获得更多转移支付及政策优惠。这意味着，企业承担新

约束的同时能获得其他约束的放松，获得切实可见的收益。 

3、碳税相较于碳交易主要有三点优势。碳定价机制一般分为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体

系（Nordhaus，2007），我国基于数量调控的直接性、易于接受性以及立法程序简易性，

优先采用了碳交易机制，但碳税本身也具有一定优势。一是实施起来相对简单易行，不

涉及复杂的市场产品和交易规则设计。碳税由政府指定碳价，由市场决定最终排放水平，

管理、运行成本相对较低，而碳交易存在着高昂的监管成本和道德风险。二是碳价可预

期。碳市场下碳价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企业投资低碳技术的回报预期存在不确定性，而

碳税价格确定，对企业而言相对固定，便于做好减排安排避免引起减排成本风险。三是

适用范围更广，兼具普遍性和公平性。碳交易市场由于准入门槛设置，导致部分中小企

业无法被纳入，而碳税可以覆盖众多排量小或不易监管的企业。 

二、碳税的国际经验 

西方发达经济体碳税开征时间较早，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挪威、瑞典、芬兰以及

丹麦等北欧国家即开始征收全国性碳税，20 世纪末美国、德国开始建立碳税体系，发展

至今已累计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根据世界银行《碳定价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2022）》

统计，目前全球运行的直接碳定价机制共计 68 种，其中 36 种碳税，32 种碳排放交易体

系。纵观各国碳税政策，主要具有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碳税税率呈现逐步走高趋势。碳税作为一项税赋，在征收初期充分考虑纳税

人接受能力，往往设置较低的税率以减少政策实施阻力，随后根据发展水平渐进式增长。

例如，瑞典 1991 年初始碳税税率为 27 美元/吨二氧化碳，持续提高到 2020 年的 114 美

元/吨二氧化碳。加拿大于 2019 年开征碳税，初期对排放的每吨二氧化碳征收 20 加元的

碳排放税，到 2020 年上调到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 30 加元碳排放税。根据世界银行《碳

定价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2022）》显示，2021 年各国碳税价格大约上涨了 6 美元/每吨

二氧化碳，多数碳税管辖区都提高了碳税率。 

一些国家和地区仍在规划更激进的碳定价目标。例如，加拿大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宣布联邦气候应对计划，预计未来 10 年碳税税率逐年增长，到 2030 年将提高至 170

加元/吨二氧化碳（相当于 136 美元）。南非从目前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 10 美元，到

2026 年提高到 20 美元，2030 年 30 美元，2050 年 12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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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部分发达经济体碳税税率情况 

国家（地区） 碳税初始税率 2020 年碳税税率 2030 年预计达到的碳税税率 

加拿大 15.92 美元/吨 CO2 23.88 美元/吨 CO2 135.3 美元/吨 CO2 

西班牙 15 美元/吨 CO2 17 美元/吨 CO2 23 美元/吨 CO2 

日本 22 美元/吨 CO2 3 美元/吨 CO2 13 美元/吨 CO2 

瑞典 27 美元/吨 CO2 114 美元/吨 CO2 145 美元/吨 CO2 

挪威 21 美元/吨 CO2 59 美元/吨 CO2 200 美元/吨 CO2 

法国 25 美元/吨 CO2 50 美元/吨 CO2 90 美元/吨 CO2 

芬兰 7 美元/吨 CO2 

供暖燃料和机械用燃料：

60 美元/吨 CO2 

交通燃料：70 美元/吨

CO2 

供暖燃料和机械用燃料：78 美

元/吨 CO2 

交通燃料：91 美元/吨 CO2 

资料来源：《国外碳税最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1
、粤开证券研究院 

第二，碳税并不一定要作为一个独立税种开征。部分国家碳税以融合其他税收的形

式开征，例如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将碳税作为消费税（Excise Tax）、能源税（Energy 

Tax）或燃料税（Fuel Tax）的一部分；丹麦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碳税作为环境税的一

部分存在；大部分参与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EU ETS 的欧洲国家将碳税作为该体系的

补充机制，日本 2011 年起不再单独征收碳税，而作为石油煤炭税的附加税进行征收。 

第三，各国均通过税收优惠或转移支付的补偿方式平衡市场主体的税收负担。绝大

部分国家在开征碳税的同时，也扩大了税收优惠等其他方向扶持力度。例如，德国、挪

威等将碳税收入用于对其他优质绿色企业的补贴，支持其开展低碳技术研发、设备更新

改造等。又如，德国和英国将部分碳税收入投入到养老基金中，以削减社会保障缴款。

再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 45 条规定，符合《2005 年能源税收激励法》规定的风

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生产企业以及向其他非电力企业销售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销售商，

均可以申请相关碳税税收优惠，如太阳能发电、燃料电池和小型风能适用 30%的投资所

得税抵免等。 

第四，计税依据越发精准化。早期由于技术限制，大量国家的计税依据缺乏精准度，

例如采用化石燃料含碳量、发热量等指标，随着技术发展，二氧化碳估算排放量开始成

为主流计税依据。2013 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国际通用的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 2017 年实施的碳税政策和德国 2021 年实施的新碳税法均借鉴了其算法。 

三、我国碳税征收的可行路径 

第一，以“碳交易市场为主，碳税为辅”的原则，引入温和的融入型碳税。目前我国已

经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碳交易市场，一方面由于数量工具更易调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

税负可能带来的产业外流以及立法难度等问题。未来，可以将现行煤炭资源税、成品油

消费税改造为碳税，采取融入型碳税作为引入方式，充分借鉴境外发展经验。如德国主

要利用生态税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生态税主要包括能源税和机动车税，碳税依附于能

                                                             
1
 陈旭东,鹿洪源,王涵.国外碳税最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税收,2022(02):59-65.DOI:10.19376/j.cnki.cn10-1142/f.202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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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税，主要对电力、汽油、柴油、轻质燃料油、重质燃料油、液化气、天然气、煤炭等

征收。芬兰的碳税作为能源消费税的单独子目征收，主要征税对象包括电力、汽油、柴

油、甲醇、轻质燃油、重质燃料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航空汽油、煤炭以及甲基叔

丁基醚、乙基叔丁基醚等有机化合物。 

第二，可以分阶段实施，逐步提高税率，并根据行业不同采取差异税率。政府应充

分考虑不同时期的绿色发展目标，设置阶段性税率；同时根据行业特性设置不同的税率

水平，碳排放越高的行业适用更高的税率。 

第三，配套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制度，降低碳税累退性对纳税人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是将全部或部分碳税收入以补贴或补偿等形式返还企业。例如成立碳基金，利用税收

收入为中小企业提供绿色转型贷款，或为低碳技术提供研发补贴等等。二是减免其他税

收，较少税收扭曲。例如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又如，在英国如果企业缴纳了气候变化

税，那么其为雇员缴纳的国民保险费率可以减少 0.3 个百分点。再如，芬兰将取得的碳

税收入用于弥补个人所得税税收减免和社会福利保险开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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