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５年１月
第１７卷　第１期 　 江 苏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ａｎ．２０１５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３１７／ｊ．ｃｎｋｉ．ｊｄｓｋｘｂ．２０１５．００３
［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专题研究］　特约主持人　李挚萍

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与未来策略

曾文革，蒋世松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４５）

摘　要：隐含碳随着国际贸易出现了国际转移，但国际贸易碳成本并没有随着转移，加之各国

的碳结构并不相同，从而出现了“碳泄漏”、竞争力损失等问题。隐含碳引起的碳关税等气候贸

易措施对当前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了包括理念和原则在内的诸多挑战。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多

边贸易体制应从理念衡平等四个方面进行应对。中国作为世界第一隐含碳排放国，应从挑战

和未来策略中得到启示，构建自己的低碳发展和贸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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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气候贸易措施是环境贸易措施的一种新的形式，在国际社会备受关注。
②本文所提多边贸易体制是特制 ＷＴＯ体制及其规则。
③“隐含碳”概念源于对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的计算。１９７４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能源分析 工 作 组 在 一 次 会

议上提出，为了衡量某种产品或生产服务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某种资源的总量，可以使用“ｅｍｂｏｄｉｅｄ”这一概念。之后“ｅｍｂｏｄｉｅｄ”一
词在不同领域得到运用，即在“ｅｍｂｏｄｉｅｄ”后面加上资源及污染排放物的名称就可用来指称和分析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以及对资源
的消耗，如土地、水、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另外，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即内涵碳，与隐含碳是一样的意思。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０）“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或参见宋俊荣《在 ＷＴＯ框架下对进口
内涵碳产品征收碳税的可行性探讨》一文，载于《特区经济》，２０１０（１）第１期等。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尤其是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重

要问题，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为了应 对 气 候 变

化这一全 球 性 问 题，国 际 社 会 做 出 了 巨 大 努 力。

其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

书》为主体的国际气候制度是目前气候变化问题

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

则，国际气候制度为一些发达国家制订了强制 减

排义务［１］。为了达到减 排 目 标，除 了 技 术 减 排 以

外，具有强制减排义务国家同时在国内纷纷采 取

了或计划采取一些经济手段已达减排之效，而 主

要的经济手段就是国际贸易措施①。

贸易措施与国际贸易紧密相连以致受限于多

边贸易体制之中。国际贸易的深入开 展，一 方 面

促进了经济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越 来

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国际贸易其实充当着全球气

候变暖的“加速剂”的角色。因为，在国际贸易中，

尤其是产品贸易中，产品的生产、运输和消费等都

排放 了 大 量 的 温 室 气 体，当 然 主 要 是 二 氧 化

碳［２］３－７，也即国际贸易隐含碳（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问题在于：第一，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与应对

气候贸易措施有何关系；第二，存在哪些气候贸易

措施；第三，气候贸易措施对现有多边贸易体制②

有什么挑战及其未来的应对策略。上述问题将在

本文中 一 一 得 到 解 答。中 国 是 最 大 的 发 展 中 国

家，隐含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３］，所以问题的厘清

将对中国未来应对起到启示作用。

一、隐含碳问题到气候贸易措施

“隐含碳”，是指产品在整个生产 过 程 中 所 排

放的二氧化 碳③。其 实，隐 含 碳 概 念 充 分 体 现 了

一种全程控制思想———“从摇篮到坟墓”［４］。大量

的二氧化 碳 的 排 放 都 隐 形 地 藏 匿 于 国 际 贸 易 之

中。据统计，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９年，国际贸易隐含碳



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从１６％上涨至２０％［５］。

在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产品的隐含 碳

随着产品国际贸易而出现了跨国移动①。正是这

种跨国移动使得隐含碳成为了一个国际贸易领域

中的关注焦点。

（一）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问题

１．国际贸 易 中 碳 成 本 分 担 问 题。在 经 济 学

理论上，已经把“碳”作为继劳动力、资本、技术和

自然资源之外的新 的 生 产 要 素［６］。所 以，在 国 际

贸易中碳也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本。对于碳成

本而言，有 广 义 和 狭 义 之 分②。本 文 认 为 碳 成 本

就是碳排放而产生的代价或牺牲［７］。因为碳成本

的概念就是建立在碳排放的基础之上，所以笔 者

认为国际贸易中碳成本问题实质就是国际碳排放

责任问题。当前以生产者为核心的国际碳排放责

任体制直接映射于国际贸易碳成本的分担模 式。

在国际气候制度下，碳排放的责任承担主体是 生

产者的范式在国际贸易中是有失公 平 的。因 为，

高碳产品的生产是为了消费为目的。所 以，一 种

没有消费即没有碳排放的假设显得具有合理 性。

其实，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等国家生产 的 高 碳 产

品大都出口至美国等发达国家。根据碳的弥散性

特征③，碳排放责任是否随着国际贸易转移就成为

一个不得不进行思考的重大问题［８］。如何界定碳

排放责任，不但会对各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以及国际

合作中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也会影响到每个

国家在全球资源使用方面上的可持续发展。

２．国际贸 易 中 碳 结 构 构 成 问 题。因 为 在 国

际贸易中的不同分工，国际贸易中的碳结构也 存

有差异。各国或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分工角色对

隐含碳的转移有着重要影响，国际贸易隐含碳 问

题具有典型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９］。发达国家通

常进口高耗能工业品，出口低碳高技术产品，从而

贸易隐含碳大量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恰恰

相反。因为高耗能工业品在其国内有着较长的生

产链，导致其大量出口该类工业品，从而造成该集

团隐含碳净流出现象明显，成为生产者负责原 则

下划分减排责任后受损伤最严重的国家或区域集

团。国际贸易中，碳结构的差异会导致 碳 泄 漏 问

题。所谓碳 泄 漏（Ｃａｒｂｏｎ　Ｌｅａｋａｇｅ），是 指 在 只 有

部分成员参与的国际联盟下，承担减排义务的 国

家采取的减排行动导致不采取减排义务的国家增

加排放的 现 象④。一 方 面，发 生 又 会 增 速 国 际 贸

易分工的变化，导致贸易竞争力发生改变，破坏国

家贸易格 局⑤。另 一 方 面，碳 泄 漏 会 使 没 有 实 施

强制减排措施或环保规制宽松的国家或地区成为

“污染者天堂”（指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建

立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１０］。

３．国际贸 易 中 的 竞 争 力 损 失 问 题。国 际 贸

易竞争力 是 指 一 个 国 家 或 地 区 可 贸 易 的 本 国 产

品、产业，以及 从 事 贸 易 的 企 业 在 向 本 国 开 放 的

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 此 获

得利润的能力［１１］。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国际贸易

竞争力主要表现为碳结构的低下和优化。而隐含

碳在国际贸易中的存在，如上文所述，影响了国际

贸易参与主体碳结构的构成［１２］。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碳排放与国际贸易竞争力两者有稳定的相关

度。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将以环境

为牺牲代价，即碳排放量就会增加。与之相关的，

在对环境控制与管理放松之后碳排放量增加的基

础上，国际贸易竞争力也得到提升。基于此，国际

贸易中的隐含碳也会涉及竞争力损失问题，从 而

可以能使“产业重置”现象发生［１３］。

（二）隐含碳问题引发的气候贸易措施

１．隐含碳问题引发气候贸易措施的机理。

隐含碳只是一个客观的 概 念，仅 仅 指 代 产 品

的生产全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基于碳的中

立性特征，隐含碳本身也没有任何价值立场，也就

无所谓问题。前文论及的隐含碳问题是在国际贸

易的背景下进行的，其实就是隐含碳引起的 国 际

贸易问题。既然，隐含碳与国际贸易有了牵连，那

么就必定与规制国际贸易活动的多边贸易体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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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国际服务贸易也会产生大量的隐含碳排放，但本文只关注国际产品贸易的隐含碳问题。
广义的碳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产品生命周期中，包括由产品生产、制造、物流、使用和废气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而产生的有关碳排放

代价及由此而产生的补偿等方面内容。
碳的三个特征：无根性、弥散性和中立性。
泄露的流入对象主要是非附件Ｉ国家以及部分经济转轨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尽管是非附件Ｉ国家，但由于经济衰退而且减排目标

过于宽松以致不需要采取减排行动）。另外，像美国、澳大利亚等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的附件Ｉ国家，如果不采取有效地减 排 行 动，也
会成为碳泄露的流入国。

具体而言，碳泄露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渠道：能源产品的国际贸易、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



了联系。而隐含碳作为一种碳排放的 专 有 名 称，

当然受到国际气候制度的统辖。在两 个 体 制 下，

隐含碳如何从隐含碳问题引申到应对气候贸易措

施上，其实是有其机理的。

首 先，隐 含 碳 是 气 候 贸 易 措 施 的 逻 辑 起 点。

对于贸易措施的概念而言，现在还没有一个统 一

确定的解释。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贸 易 措 施

是一种履约保障手段，以确保国际气候体系下 温

室气体的减排效果［１４］。简而言之，气候贸易措施

的目的是减排。谈到减排，减少的是温 室 气 体 的

排放，主要又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即碳排放。在国

际贸易领域里，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就是气候贸 易

措施的直接对象。也就是说，在国际贸 易 中 讨 论

气候贸易措施的逻辑起点就是隐含碳排放。

其次，隐含碳创造气候贸易措施的理论支点。

隐含碳排放是气候变化使气候贸易措施成为可能，

同时也是隐含碳为气候贸易措施奠定了理论基础

的根源。要探究气候贸易措施的理论基础，是需要

追溯至环境保护的贸易措施。环境贸易措施是为

了解决贸易过程中环境成本负外部性的问题而产

生一种经济手段［１５］。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生

产要素不包括自然资源，所以忽视了贸易中的环境

成本［１６］。但随着贸易理论以及实务的发展，贸易

与环境的关系越发明显。环境成本内在化理论是

希望通过经济的手段使作为生产成本重要组成部

分的环境成本在价格中显现出来，最终目的是要避

免“公地悲剧”在国际贸易中发生①。全球变暖作

为当今最大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气候贸易措施也就

是环境贸易措施的一种。而全球变暖的主要“贡献

者”就是以二氧化碳为首的温室气体，所以气候贸

易措施的理论基础就是为了解决国际贸易中隐含

碳排放所产生的碳成本负外部性问题。

再次，隐含碳是气候贸易措施产生的引发点。

上文的探讨得出隐含碳在国际贸易中的问题表现

为碳成本 分 担、碳 结 构 构 成 和 竞 争 力 三 个 方 面。

正因为贸易中碳成本分担问题的存在，使得国 际

碳排放责任分担问题的解决显得如此的紧迫。也

正因为各国碳结构构成的差异，导致各国在国 际

贸易中的分工发生了变化，基于分工的变化出 现

了新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这些最终反应 在

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之中。所以，隐含 碳 是 多 边

贸易体制和气候变化体系的联结点，不管是多 边

贸易规则，还 是 气 候 变 化 法 律 体 制，或 者 是 内 国

法，都有这方面的法理依据。因此，在这个层面上

而言，隐含碳促进了应对气候贸易措施的产 生 和

应用。

２．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措施。

隐含碳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可能会引起或涉及

的问题是 关 税（边 境 调 节 措 施）、配 额、非 歧 视 原

则、补贴、技术性规则与标准、服务贸 易 与 知 识 产

权［１７］。这些也 是 应 对 气 候 贸 易 措 施 将 要 涉 及 的

问题。对于气候贸易措施而言，其数量庞大，并且

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措施分类。下文只讨论

三种主 要 的 贸 易 措 施②，并 将 之 与 隐 含 碳 结 合

说明。

（１）碳关税③。碳关 税 是 指 对 高 耗 能 的 产 品

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１８］。实际上，

当有的国家 在 国 内 实 施 碳 税 时④，从 征 税 对 象 来

看，碳税主要可分为针对化石燃料本身开征 的 碳

税以及针对能源密集型产品（如水泥、钢铁等）开

征的碳税这两种类型。产品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成为其理论上的计税依据。对于此种生

产过程排放二氧化碳的产品，人们称之为隐 含 碳

产品。所以，产品中的隐含碳排放量 是 征 收 碳 关

税的基础。更具体而言，若没有隐含 碳 这 个 概 念

的存在，那么碳关税也无从谈起。在 不 同 国 家 的

气候贸易措施中，最具有争议并且最有可能 实 施

的也 是 碳 关 税。虽 然 到 目 前 为 止 还 没 有 任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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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力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
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
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
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有的学者认为碳交易也是气候变化贸易措施，如宋俊荣．应对气候变化的贸易措施与 ＷＴＯ规则：冲突与协调［Ｍ］．上海：上海社
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等，本文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

碳关税与碳税、边境调节税（ｂｏｒｄｅｒ　ｔａｘ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ＢＴＡ）等相关概念的辨析，请详见：黄文旭．碳关税相关概念辨析［Ｊ］．岭南学
刊，２０１１（０１）．

所谓碳税，实际上是对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开征的一个税种，其税基是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由于直接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在税收征管中的 操 作 难 度 比 较 大，所 以 实 践 中 一 般 按 不 同 种 类 化 石 燃 料 的 碳 含 量（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
ｔｅｎｔ）进行折算后计税。



ＷＴＯ成员正 式 实 施 碳 关 税，但 是 在 ＷＴＯ 体 制

中碳关税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问题。

（２）碳标 识。为 了 促 进 环 境 友 好 型 的、可 持

续性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形成，已达保护环境 的

最终目的，环 境 标 识①得 到 迅 速 的 推 广。作 为 第

三代环境标 识［１９］的 碳 标 识 是 在 产 品 上 为 消 费 者

显示产品的“碳 足 迹”②，在 保 证 消 费 者 知 情 权 的

同时，也能够在技术上对企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使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减少，也就是使产品的隐 含

碳排放减少。所以，如没有隐含碳的存在，碳标识

不管是从目的还是可操行性上而言都没有存在的

必要。虽然碳标识在试行初期的成效 显 著，但 是

其在 ＷＴＯ规则中的合法性仍然受到质疑。

（３）碳补 贴。补 贴 作 为 一 种 市 场 手 段，以 纠

正市场失 灵，被 广 泛 应 用 于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领 域。

当前，碳补贴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是适用于以下 五

种目的：促进碳减排、促进应对气候变 化 研 发、促

进个人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促进开发和利 用

碳汇以及 促 进 开 发 和 利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或 清 洁 能

源［２０］１３５－１４８。根据 不 同 的 目 的，产 生 了 不 同 种 类

的碳补贴。但无论补贴的实际目的为 何，首 先 碳

补贴是以贸易产品中隐含的碳排放为基准，其 次

是主要对内国产品的生产成本达到了降低之 效，

因此减损了其他未实施补贴国家的同类产品的市

场准入机会，从而造成了对国际贸易的负面影响。

二、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为实现减排目标而施行的 气 候 贸 易 措 施，在

国际贸易的环境下，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诸 多

挑战，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理念

自由贸 易 是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的 核 心 理 念。但

是，为了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有些国家采取了低碳

贸易措施③，而 这 些 措 施 很 有 可 能 形 成 了 低 碳 贸

易壁垒，冲 击 了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的 自 由 贸 易 理 念。

低碳贸易 壁 垒 是 指 进 口 国 为 了 应 对 气 候 恶 化 现

象，保护人类与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通 过 国 内

的相关环境立法，针对产品的生产、运输和消费等

环节公布严格的低碳技术标准，实施繁琐的检测、

认证和审批程序，阻止国外高能耗产品进口，保护

国内同类产品的一种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措施［２１］。

作为绿色贸易壁垒中新的表现形式，低碳贸易 壁

垒是低碳理念在国际贸易上的体现，是发达 国 家

为了保护全球自然资源和全球生态环境以及全人

类的健康而制定的。低碳贸易壁垒是在低碳经济

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并且似乎与低碳经济 发 展

成正相 关。发 达 国 家 为 了 达 到 促 进 本 国 经 济 发

展、维护国内相关产业利益的目的，想方设法，借保

护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和人类健康的名义来设置各

种有关进口的限制措施。总体上，气候贸易措施易

形成低碳贸易壁垒。一些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

采用的以隐含碳为基础计算的碳关税、碳标识和碳

补贴贸易措施对自由贸易形成了限制。

（二）挑战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

非歧视待遇原则④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

则［２２］。禁止缔约方对“相同产品”采取差别待遇，

是非歧视待遇原则中的基本精神，其中包含 了 两

个方面的内容———国民待遇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原

则。所以，任何国家因应对气候变化 而 采 取 的 单

边贸易措施都必须在遵守非歧视性待遇原则的范

围内，不能对其进行违背。同样，判定应对气候贸

易措施是否合法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看其否符合非

歧视待遇原则。

应对气候贸易措施挑战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

本原则。其中最明显的就 是 碳 关 税 措 施。首 先，

就国民待遇原则而言，根据多边贸易体制现 有 的

相关规定，不得利用与产品无关的生产方法 以 及

生产过程对贸易采取限制措施。这就势必影响到

人们在判断是否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时，对“相同

９２曾文革，等　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与未来策略

①
②

③

④

环境标识是指印在或贴于产品或其外包装上的宣传其环境品质或特征的用语和（或）象征符号。
“碳足迹”（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主要是指人类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所排放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体总量，这 个 概 念 缘 起 于“生 态 足

迹”。一是指产品或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从原材料的获取，到生产、分销、使用和废弃后的处理）中释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的总量，叫做产品碳足迹；二是仅指公司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称为公司碳足迹。

低碳贸易措施是指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进口国制定的和碳减排相关的贸易措施，其形式包括碳关税、低碳技术性贸易壁垒如技
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等。

ＧＡＴＴ第１条第１款规定：“各缔约国之间对于进出口货物及其有关的关税、规费、征收方法、规章手续、销售和运输，以及与进口
货物有关的国内税和国内规章的国民待遇方面一律适用最惠国待遇原则。”该条款还规定：“一缔约国对于来自或输往任何其他国家的产
品可给予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当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输往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相同产品。该条款使双边谈判的成果多边适
用，各缔约国既享有最惠国待遇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



产品”的界定。因而，从目前看来碳关税措施是违

背了国民待遇原则。除国民待遇原则，按 照 最 惠

国待遇条 款 的 规 定，ＷＴＯ成 员 方 不 得 对 不 同 贸

易伙伴的“相同产品”差别对待，而应当给予其平

等的“最惠国”地位。同样依据多边贸易规则，最

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是无条件的，唯一例外的 情

况即部分成员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或是建立

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在征收碳关 税 问 题 上，

抛开前文提到的如何界定产品“相同”问题，也暂

且不讨论其是否与多边贸易体制相关边境税的调

整规则相符。不同的国家只考虑环境措施和环境

政策，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巨大差异的配额，这是最

惠国待遇原则的直接侵犯，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

另外，碳标识措施同样对非歧视待遇原则产生 了

挑战。ＴＢＴ第２条 第１款 规 定 了 对 来 自 于 任 何

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但

是同样在“同类产品”等问题上存在着障碍，所以

碳标识很容易变成技术贸易壁垒，从而挑战非 歧

视待遇原则。

（三）暴露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规 则 内 容 的 低 碳 化

不足

低碳经济受多边贸易体制影响甚多。低碳经

济，特别是其涉及国际贸易问题时，一方面会受到

多边贸易规则的约束、限制，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多

边贸易规则中找到激励［２３］。同时，低碳经济对多

边贸易规则会是一种挑战，也会是一种发展和 促

进，各种低 碳 经 济 措 施，如 碳 关 税、碳 补 贴、碳 标

记，能够唤起对多边贸易体制中一些问题的深 入

探讨，如相同产品的界定、环境补贴的 去 留 等，同

样有可能使多边贸易体制的某些规则发生改 变。

而隐含碳问题正好是反思多边贸易体制在低碳经

济发展过程不足之处的绝佳契机。分析当前的多

边贸易体制，其对低碳经济的约束是大于激励的，

同时挑战也胜过发展。究其原因，多边 贸 易 体 制

缺乏低碳性是最主要的问题。对于以隐含碳为基

础或高度相关的碳关税、碳补贴等措施的规定 的

限制，都不利于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要知

道多边贸易规则对低碳经济的影响涉及国家的宏

观经济政策，也影响到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还会

影响到人们的生计和生活。低碳化不足的多边贸

易规则是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大潮的。

（四）诱发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与 国 际 气 候 变 化 体

制的冲突

当前的气候变化现象具有全球性、滞后性、累

积性和不可逆性，并且已经对自然生态系统、人类

的健康和生存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

影响。因此，各国应在共同应对气候 变 化 问 题 上

加强合作。而隐含碳问题则让 ＷＴＯ下的多边贸

易体制与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贸易措施之间

产生了冲突。在国际层面，国际气候体系是以《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连同《京都议定书》为法

律基础，在历史上第一次对发达国家减少排 放 的

强制性义务，一个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得以建立，

这对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

意义。在区域层面，欧盟起到了非常 好 的 表 率 作

用，采取了 一 系 列 具 有 实 质 性 效 果 的 减 排 行 动。

在国内层面，大多数国家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并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的基本框架，加 快

了相应的立法进度。就总体情况而 言，各 个 国 家

到目前为止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都主要集中在经

济领域和技术领域。尤其是经济措施对相关产品

的生产成本以及竞争力会产生影响，因此也 可 能

会扭曲国际贸易的作用，进而可能导致与多 边 贸

易体制相关规则间的冲突，而贸易与环境的 关 系

才是冲突的实质①。

三、气候变化背景下多边

贸易体制的未来策略

　　（一）多 边 贸 易 体 制 中 自 由 贸 易 与 低 碳 发 展

双重理念的衡平

低碳发展与自由贸易———当今世界的两大潮

流，发生碰撞 的 情 况 时 常 有 之。当 然，碰 撞 的 原

因归根结底是人类自己制定的制度之间发生了冲

突，从而导致低碳发展和自由贸易之间发生冲突。

从国际范围来看，低碳发展与自由贸易之间的冲

突更多地表现在发达国家的应对气候贸易措施与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需求间的冲突。由隐含碳引起

的气候贸易措施问题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冲击的

实质也是发展中国家在低碳贸易中对利益最大化

的追求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气候贸易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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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多数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结构效应、规模效应、产品效应、技术效应以及法规效应。



冲突。而该冲突的本质仍需归咎于低碳发展理念

与自由贸易理念的冲突。

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可以成为低碳发展的正面

因素。其一，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技术效 应 是 可 以

为低碳发展做出贡献的主要作用机制。因为贸易

自由化理念下的国际贸易是一种技术和技术诀窍

传播的手段，有助于低碳技术的国际扩散。其二，

国际贸易还可以是一种适应环境恶化尤其是在气

候变化领域的经济手段。因为，自由的 贸 易 可 以

弥补各国需求与供给方面的差异。

低碳发展绝不能成为贸易保护的幌子。在多

边贸易体制下，贸易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

在多边规则下确立的一项原则。因隐含碳而引起

的碳关税、碳标识等措施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为 发

展中国家设置的低碳贸易壁垒，这是与自由贸 易

理念完全相背离的。所以，至少保证低 碳 发 展 不

是贸易壁垒的借口是两种理念协调的底线。

（二）国际 气 候 变 化 体 制 下 解 决 隐 含 碳 的 基

本法律问题

隐含碳归根结底还是碳排放。对于碳排放，发

展中国家一定要坚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因为

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体制得以存在的基石。在

上文中，从贸易的角度分析得出因隐含碳而引起的

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形成的挑战。

但是，隐含碳问题的解决仅靠多边贸易体制是不够

的，需要以国际气候制度作为前提解决隐含碳基本

法律问题。隐含碳基本法律问题应该是在国际贸易

中碳成本的核算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承担问题。

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是解决隐含碳问题的基本

核心原则。如上论述，隐含碳其实就是碳排放，应

该在国际气候制度内得到正视和回应。在碳排放

责任分担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并

不相同。在隐含碳排放责任问题上，利 益 集 团 并

不是简单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立，而 是

基于 隐 含 碳 排 放 的 特 殊 性 有 更 加 多 元 的 利 益

集合。

国家碳排放责任划分可能会以共同责任原则

为主导。共同责任为主导，这是符合共 同 但 有 区

别原则的。这样就可以规避碳泄漏、比 较 优 势 等

问题的出现。而这种排放责任划分的方法会让碳

关税等碳边境调节措施更加站不住脚，随之而 来

的就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遵守和维护［２４］。

（三）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内容的低碳化重塑

根本上而言，多边贸易规则所面临的新挑战主

要是 国 际 社 会 对 于 政 治 和 经 济 利 益 博 弈 的 结

果［２５］。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先进能源技术，势必

会通过各种多边合作以及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加

强其在温室气体减排以及低碳能源技术的开发和

利用方面的合作，同时在能源效率与其行业标准上

达成某种共识，因此在所谓的“低碳共同体”的体系

内就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一套低碳经济运行系统，以

保障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后再通过多种手段

和机制———如征收碳排放边境调节税，进一步将主

要经济体和主要国家联系起来，最终将有利于该体

系的制度框架以及贸易政策法规延伸到其他地区或

国家，进而严重影响到今后的多边贸易规则。这种

影响是由于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调

整经济贸易的法律规则也必然走上低碳化道路。

重点 在 于，发 展 中 国 家 应 该 转 变 应 对 思 维。

诚然，基于权力构架，国际社会在国际法律制订和

修改上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①，但是，诸如碳

关税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决会是在整个国际法体

系内进行，那么就需要譬如多边贸易体制与 国 际

环境体制的协调。如今，低碳发展已 经 是 一 种 不

可挽回的趋势和潮流，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应 对 思

维应该转变。在面对国际贸易规则重塑的问题上

应该是开放而积极的，而不是一味保守抵制［２６］。

（四）构建 多 边 贸 易 规 则 与 国 际 气 候 制 度 的

互动机制

多边贸易规则与国际气候制度并不是只有冲

突，还应该有协调统一。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国际问题出现了更多的综合性、复杂性的特征，而

议题交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国际社

会的主要治理工具，国际法律部门由以前的 泾 渭

分明走向逐步交叉。所以，动态发展 观 念 应 该 贯

穿于现代国际法的认识理解中，而多元主体 体 系

的协调是解决现代国际问题的必选措施。

隐藏在多边贸易规则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冲突

背后的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

１３曾文革，等　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与未来策略

①在多边贸易规则的形成中存在着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充分体现了贸易体系中强国权力的影响力。结构性权力则指“形成和决
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世界各国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个结构里活动。



益诉求。发达国家想借助应对气候贸易措施令发

展中国家不得不提高环境保护标准，甚至希望 以

此达到为其贸易保护主义服务的目 的。然 而，发

展中国家则是指责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已经构成

了绿色贸 易 壁 垒，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作为出口

国的利益。在两种不同利益诉求下，应该通过谈判

达到平衡。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气候制度都有谈

判平台和机制，应该在这两个平台上同时对两个议

题进行讨论和协调。而隐含碳问题的破解之道也

在于多边贸易体系与国际气候制度的协调。一方

面，隐含碳需要在国际气候体系中先得到解决。碳

成本的分担问题，即碳排放的归责原则问题是需要

在譬如《定都议定书》中得到改变和明确。另一方

面，对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内容的修订，使之低碳化，

从而促使国际贸易模式逐渐向低碳贸易模式转变，

最终与国际气候体系达成协调［２７］。

四、结语与启示

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问题主要体现在国际贸

易碳成本分担问题、国际贸易碳结构构成问题 和

国际贸易竞争力损失问题三个方面。而隐含碳是

气候贸易措施产生的逻辑起点、理论支点和引 发

点。也就是说气候变化措施的根源在 于 隐 含 碳，

而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的挑战的根

源其实也在于隐含碳问题。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

贸易体制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自由贸 易

理念和基本原则受到了威胁，突显了现有多边 贸

易体制规则内容的低碳化不足，最终还是表现 在

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气候制度之间的冲突上。应

对气候贸易措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未来 策

略有以下四点：首先，平衡多边贸易体制中自由贸

易与低碳发展的双重理念；其次，在国际气候制度

下解决隐含碳的基本法律问题；在此，重塑多边贸

易体制规则内容的低碳化；最后，本质 上 而 言，构

建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气候制度的互动机制。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世界上 最 大 的 隐 含 碳 排

放国，应该积极应对隐含碳对国际贸易法的挑战。

第一，在隐含碳问题下的背景下，我国仍然需要坚

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碳

成本分担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起着 定

性取向的作用［２８］。由 于 我 国 是 隐 含 碳 的 净 出 口

大国，生产者与消费者共担排放责任是可以起 到

保护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而这种共担责任的模

式是与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在价值取向内有本质上

的契合。所以，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我国应该在

隐含碳问题上始终坚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 则，

将之作为谈判 的 基 础 和 核 心。同时，我国应该注

重国际贸易碳成本分担合作的公平性，这也是未来

谈判的重要点。第二，坚决反对低碳贸易壁垒。隐

含碳问题导致了以碳关税、碳标签等为表现形式的

低碳贸易壁垒。低碳贸易壁垒对我国的对外贸易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２９］，更何况我国进出口贸易的

隐含碳对他国已经形成了气候补偿效应，如果对进

口我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并用于本国碳减排的话，

对进口我国产品国家的碳补偿效应还会进一步加

剧。笔者认为，隐含碳问题就是“隐含”在国际贸易

中的贸易壁垒，我国对之的基本态度应该是坚决反

对的。第三，更重要是的，我国应推进对外贸易的

低碳化战略转型，完善低碳贸易的国内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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