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中和政策系列报告二：欧盟

循环经济行动加速推进 我国

循环经济及绿电企业全面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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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背景：欧盟发布新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助力碳中和，构建更有竞争力

产业。2019 年 12 月 1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新政，新政以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为核心目标，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 年 3 月 11

日新《循环经济行动计划》（CEAP）正式发布，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可持

续性。CEAP 可降低碳排放，同时降低欧盟对进口资源依赖强度，创造新

的商业机会，构建欧盟更有竞争力的产业。 

政策要点：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重点关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

性。CEAP 主要包括 35 项行动，重点内容包括 1）构建产品设计、制造及

消费环节的可持续产品政策框架，是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的核心内

容，包括在产品设计阶段，从源头提高可持续性；制造阶段：制定企业行

为规范，企业做出“绿色声明”+供应链尽职调查；消费阶段：充分授权消

费者，建立新的“维修权”+“产品数字护照”，同时推动政府强制性绿色

公共采购（GPP），利用政府的强大购买力带动欧盟经济绿色转型。2）确

定七个关键领域：电子产品和信息通信技术，电池和汽车，包装，塑料，

纺织品，建筑物，食物、水和养分。3）废物减量增值：2030 年不可回收

垃圾减半，明确产品再生料最低含量，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废弃物管理、关

注再生原料中的有害物质、明确产品再生料的含量要求以及解决欧盟废物

出口问题。 

最新进展：2022 年 12 月 9 日《电池法规》基本敲定，碳足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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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再生料使用率及回收目标等措施将直接影响我国相关产品出口。《电池

法规》是欧盟首次对产品全生命周期进行循环经济立法，它将取代 2006

年的《电池指令》。核心内容可总结为针对电池产业全生命周期的 13 项措

施，其中碳足迹核查分为三步走：强制披露碳足迹（预计 2024 年 7 月 1

实施）、碳足迹性能分级（预计 2025 年 7 月实施）、设定最大碳足迹限值

（预计 2027 年 1 月实施）。法规同时对电池使用再生材料设置最低门槛：

钴 16%、铅 85%、锂 6%、镍 6%，鼓励再生料使用。这些措施将直接影

响我国电池出口，以我国锂电池出口为例，2021 年前十大出口地区中，欧

盟国家出口金额占比 30%，未来若我国出口电池不能满足碳足迹及再生料

使用率等要求，将难以出口欧盟。此外，伴随其他方案也逐步落地，预计

到 2024 年底，欧盟将编织成一张循环经济“规则网”，覆盖欧盟市场上

销售的几乎所有产品，形成欧盟市场的准入绿色门槛。 

影响：CEAP 结合 CBAM 等共同构成欧盟绿色壁垒，倒逼我国产业升

级，推动循环经济及绿电加速发展。2022 年 12 月 18 日，碳关税（CBAM）

及欧盟碳市场改革方案正式达成协议。CBAM 关注初级产品的碳排放，将

影响特定初级产品的出欧贸易成本，CEAP 关注复杂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可

持续性，带来的是“附条件的市场准入”，二者共同构成欧盟“绿色贸易

壁垒”。此外，2022 年 12 月 7 日，美国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议案，推

动建立“绿钢俱乐部”等多边贸易协同措施。伴随上述绿色贸易壁垒逐步

成形，将倒逼我国产业升级，同时也将推动我国循环经济及绿电行业高速

发展。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0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