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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贸易与气候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双重效应关系，并呈现出时空特征。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贸易大国，现行的贸易发展方式具有气候非友好的特征，导致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气候贸易壁

垒受害国之一。因此，我国亟须进行贸易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要确立新战略，优化贸易结构，建立以 ＷＴＯ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合作机制和国家间协同减排合作机制，制定和实施绿色贸易政策，逐步实现贸易与温室

气体排放的绝对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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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ＩＰＣＣ一系列研究报告的结果表明，人类消费化
石能源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

罪魁祸首。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可持续发展进程

中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为此，以英国、美国、

法国、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提倡在全球开

展“低碳革命”以应对当前的能源危机、气候危机和

金融危机。于是，低碳经济被政界、学界和商界日

益关注，同时国际社会也采取措施，应对当前全球

最大公共物品———气候的变化问题（见表１）。

表１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事件

年份 标志性事件

１９８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

１９９０ 联合国启动《气候公约》的谈判程序。

１９９２ 《气候公约》在纽约通过，同时在巴西里约内热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达成共识，于１９９４年开始生效。

１９９５ 在柏林召开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强化附件一国家义务的新一轮谈判；ＩＰＣＣ发表第二次评估报告。

１９９７ 在日本京都召开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２００１ 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ＩＰＣＣ发表第三次评估报告。

２００２ 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公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新德里部长级宣言》。

２００５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２００７
在印尼巴厘岛召开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为２０１２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制度安
排指明了方向；ＩＰＣＣ发表第四次评估报告。

２００８
全球气候峰会在美国加州召开，通过了《全球气候解决方案宣言》，呼吁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伙伴关系”，

共同应对全球变暖。

２００９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了２０２０年左右的碳减排
目标。

２０１０
墨西哥坎昆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坎昆协议》，特别规定发达国家进行排放和减排报告（包括每年提交排放清

单，报告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资金情况等），也规定发展中国家每两年进行一次排放和减排报告。

２０１１ 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要求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进一步减排，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由于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因此，贸
易发展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日益引起有关研究机构

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世界银行出
版了题为《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法律与体制

的视角》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首次从经济、法律和制

度角度全面尝试研究气候变化与贸易目标之间的

联系。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美国、巴西、日本、欧盟、中国
和印度等国家的部长和高级贸易官员参加了在印

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非正式贸

易部长会议。该会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讨论国际

贸易体制和气候变化关系的较高规格的会议。在

此基础上，２００８年５—６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分别举
行了两次均以“贸易与气候”为主题的重要国际研

讨会，深化认识了贸易与气候的相关问题。随着该

问题的深入发展，ＷＴＯ也开始关注与气候问题相联
系的贸易保护和气候贸易壁垒问题，并在２００９年６
月与ＵＮＥＰ共同发表了《贸易与气候变化》的研究
报告，阐释自由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气候霸权

主义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叶三梅，２０１０），广开气
候外交（马建英，２００９；周绍雪，２０１０；甘钧先 等，

２０１０），重塑国际贸易低碳新规则（黄河 等，２０１０），
目的则是为了通过确立碳减排目标为本国未来发

展争取更多的国际发展空间和话语权。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我国的首要任

务和第一要义。２０１０年，我国已超日本，成为世界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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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相伴，我国对外贸易以年均

超过２０％的速度发展，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
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从而走完了世界贸易大国的历

程（吴汉嵩，２００９；裴长洪，２００９）。在低碳革命和气
候外交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大

力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面要

避免以碳税和边境税调整、碳减排证明、碳标识、碳

标准、碳补贴和政府采购为代表的气候贸易壁垒对

我国贸易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建立贸易与气候变化关

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我国贸易发展的气候非友

好型特征及其原因，从而确立我国贸易发展方式低

碳转型的图景、目标和路径。

二、贸易与气候的关系及其时空特征

１．贸易与气候的双重影响关系
气候变化问题是典型的环境问题，所以，贸易

与气候关系的从属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贸易与

环境的关系早在１９７２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准备
期间就被提出，虽然当时把它看作一个次要问题，

但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
突飞猛进的发展，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逐渐作为

一个重要议题凸显出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

略研究组，２０１０）。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
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值得关注的突出问题后，贸易与

气候变化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理论新热点

（曲如晓 等，２００９）。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讲，贸易与气候间通过既定

的作用机理，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双重效应关系特征

（见图１）。

图１　贸易与气候互相影响的作用机理

（１）贸易影响气候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
术效应

起源于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对环境效应

的分析和研究，学者们把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

三部 分：规 模 效 应 （ｓｃａｌｅｅｆｆｅｃｔ）、结 构 效 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和技术效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ｅｆｆｅｃｔ）。
根据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分解模型，贸易也是通过规

模效应机制、结构效应机制与技术效应机制对气候

变化发生作用。

首先是规模效应机制。贸易的增加，使得国内

经济总量增加，这样就增加能源的需求，在现有的

以化石能源为消费主体的既定条件下，温室气体排

放也会逐渐增多。由此可见，贸易通过规模效应机

制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日益增加，从而成为引

起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次是结构效应机制。贸易自由化通过引起

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导致不同的经济部门

在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和比重不同，从而引起经济结

构的调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能源

消费量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也有所变化。

具体说来就是，如果贸易引起该国培育出能源节约

型和气候友好型的比较优势产业，那么贸易开放将

导致该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反之则相反。

最后是技术效应机制。因为贸易能够提高人

们的收入水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更好

的环境质量的需求加大，所以要求引进气候友好型

技术。贸易通过实现气候友好型技术的国家间转

让，可以提高商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降

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从而减缓对气候变化的影

响。同时，获得气候友好型商品的生产技术能减少

所需的能源，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因为贸易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取决于以上３种效应的大小，而规模效应机制和技
术效应机制的作用相反，结构效应机制取决于各国

的比较优势，所以，贸易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

化的实际影响取决于３种效应的影响程度大小或强
度的比较。因此，不能简单确定一国贸易对其温室

气体排放的总体影响。

（２）气候变化影响贸易的比较优势机制和气候
壁垒机制

贸易与气候间的关系绝非是单向的，而是双向

的。由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通过比较优势机

制和气候壁垒机制，对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

第一，比较优势机制。气候通过影响一个国家

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变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地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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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进而重塑贸易格局。尤其是对一些具有气候或

者地理因素比较优势的国家而言，这种影响甚是明

显。由于气候变化而带来的农业产量的不稳定，将

影响以农业为比较优势的国家的商品贸易。气候

不仅对商品贸易产生影响，而且还对服务贸易产生

作用。例如，许多旅游胜地因为海平面上升等因素

“停止营业”，从而影响当地的旅游贸易的发展。另

外，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使贸易

线路受损，从而增加了贸易的风险和成本。

第二，气候壁垒机制。随着气候外交的兴起，

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西方国家，实施气候贸易壁

垒，通过制定技术标准，为产品贴上“碳标签”，对发

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气候壁垒的实施，在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人为制造“气候剪刀差”，这

样，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日益处于一种

弱势的发展境地。

所以，气候变化将通过比较优势机制和气候壁

垒机制，对国际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在当今世

界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尤为明显。

综上所述，贸易与气候间具有互相影响的双向

效应关系，贸易通过规模效应机制、结构效应机制

和技术效应机制对气候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气候通

过比较优势机制和气候壁垒机制对贸易产生实质

性影响。这种双向影响需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全球气候变暖情况下正确看待。

２．贸易与气候的时空特征
贸易与气候的双向影响机理，为深入认识贸易

与气候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还应看到这

两者间的关系还具有时空特征。

（１）贸易与气候的时间维度特征
贸易与气候间的关系体现在时间维度上就是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贸易与气候间的关系可能

会不同。从长的时间段看，在经济发展初级、中级

和高级阶段，贸易与气候都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贸易量所占比重不

大，经济总体规模也不是很大，能源消费量较小，温

室气体排放量因此也不大，再加上当时的生态环境

具有相对很强的碳吸收净化能力，因此，贸易对气

候的影响微乎其微。不仅如此，气候对贸易的影响

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贸易量逐渐上升，经

济总体规模也不断增大，同时对能源的需求量较

大，温室气体排放量也较大；此时生态环境逐渐恶

化，自然系统的碳吸收净化能力相对大幅度下降。

所以，贸易开始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同

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各国开始进行气候贸

易壁垒，这样，气候也逐渐影响贸易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尽管贸易量和经济总

量进一步增加，但是随着贸易结构、经济结构和能

源消费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加上低碳技术的应

用，总体看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下降。此时，贸易

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

随着各国按照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气候贸易规则

进行贸易，气候贸易壁垒不复存在，气候对贸易的

影响逐渐减弱。

所以，从经济发展阶段看，贸易与气候的双向

关系会从初级发展阶段的微不足道的影响，到中级

阶段的显著影响，再到高级阶段的弱化影响进行演

进。当然，相同经济发展阶段内，这两者的双向关

系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２）贸易与气候的空间维度特征
贸易与气候间的双向关系也同时具有空间维

度特征，具体说来就是不同国家和地区贸易与气候

变化的关系可能不一样。发达国家（地区）凭借雄

厚的技术和资金条件，在处理贸易与气候问题方面

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地区）则处于比较劣势

的地位。不但如此，发达国家（地区）还通过制定气

候贸易壁垒政策，形成气候贸易的“剪刀差”，更加

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贸易发展。尽管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组织在气候变化与贸易的
关系问题上不断研究，试图制定新的有利于贸易自

由化的制度规定，但是，目前距离完全自由贸易尚

有一段时间。

所以，贸易与气候间的双向影响关系，还具有

时空特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

的不同阶段中，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认真探

究贸易与气候间的关系，努力实现贸易与气候间的

脱钩，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强在国际

社会中的话语权。

三、中国贸易发展方式的气候非友好型

特征：基于隐含能和隐含碳视角的分析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但是，贸易也

消耗了大量的“隐含能”，同时也为国外发达国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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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排放了大量的“隐含碳”。总体而言，我国贸易发

展方式呈现出气候非友好型特征。

第一，总体而言，我国贸易的隐含能和隐含碳

具有增长的态势，现已成为隐含能和隐含碳净出口

大国（周新，２０１０）。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我国国际贸易
中隐含能出口量远大于隐含能进口量，隐含能净出

口值大约在１．１亿 ～３．６亿吨标准煤之间，占当年
能源消费总量的 ７．７％ ～１７．５％（罗思平 等，

２０１０）。根据陈迎等（２００８）的研究结果，２００６年我
国内涵能源净出口量达到６．３亿吨标准煤，比２００２
年增长高达１６２％。同时，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我国为国
外排放了大量的碳。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隐含碳净出口
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在 ０．５％ ～２．７％之间，
２００４年之后迅速增加，２００６年该数字达１０％左右
（齐晔 等，２００８）。

第二，从产业部门而言，无论是农产品贸易，还

是工业部门贸易的能源和温室气体基本都是“逆

差”的。早在２００２年，中国已经成为农产品隐含碳
排放的净出口国，净出口的碳排放总量为１４６．４７万
吨，其中，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地区在亚洲，主要受益

国则是韩国和日本（张迪 等，２０１０）。对于工业部门
贸易而言，以２００５年为例，４６种出口贸易产品的载
能量总计约３．１１亿吨标煤，分别占工业能耗和全国
能耗的１９．４７％和１３．８２％。其中，１单位能源类出
口产品的载能量约为１．０８吨标准煤。２４种同类或
不同类的高耗能产品的载能量约９０４０万吨标煤，与
能源类产品出口的载能量接近，占全国工业终端能

耗的６．０４％，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约４．０２％。载
能量最高的是钢及钢材产品，其次是陶瓷类产品

（其中，家用陶瓷产品无论是出口的数量还是出口

的载能量都要高于建筑类陶瓷产品）、铝和铝材产

品、玻璃及玻璃制品、化肥等。１８种大宗贸易产品
的载能量为１．０４亿吨标准煤，占２００５年全国工业
终端能耗的６．９５％，占全国一次能耗的４．６３％（刘
强 等，２００８）。黄敏等（２０１０）利用因素分解技术，进
一步解释了我国外贸中隐含碳变化的影响因素，认

为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间，贸易规模的扩大是贸易过程中
隐含碳增加的重要原因；同时，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各部
门技术效应有较大的差异，其中出口总技术效应为

正向，进口总技术效应却为反向，但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各部门的技术效应均为反向；另外，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出口总结构效应为正向，但进口总结构效应却为反

向；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间，进口总技术效应与结构效
应之和超过了规模效应，使得隐含碳总进口减少。

我国贸易发展方式的气候非友好特征，导致我

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气候贸易壁垒受害国之一。

在世界各国的气候谈判中，温室气体减排是正面交

锋，隐藏在深处的则是气候变化标准的话语权，气

候友好型产品标准、“碳足迹”标准、“碳标识”等可

能成为新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所以，气候贸易壁

垒已对我国贸易大国的地位构成威胁，也是我国贸

易强国进程中的重要障碍。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贸易发展方式还是一种

高碳型的黑色发展方式，具有气候非友好型的特

征，处于一种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还没有脱钩的发

展态势，导致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气候贸易壁垒

受害国之一。

四、中国贸易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

鉴于我国目前的贸易与气候的关系，亟须改变

现行高碳和黑色的贸易发展方式，只有通过贸易发

展方式的低碳转型，才能顺利走上贸易与气候协调

发展的“包容”道路①，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发展。为

此，需要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明确我国贸易发展方

式低碳转型的图景与目标和适宜路径。

１．转型图景与目标
清晰界定我国贸易发展方式低碳转型的图景

与目标，需要依据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我国

贸易发展的总体目标。根据胡鞍钢（２００９）的绿色
现代化路线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

课题组（２００９）对碳排放变化所经历阶段的研究结
果，并结合对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过

程分析，我国贸易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要经历三个

历史性的阶段，分别是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对脱

钩阶段（目前至２０２０年的第一个１５年）、贸易的温
室气体排放弹性为零阶段（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３５年的第
二个 １５年）、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绝对脱钩阶段
（２０３５年至２０５０年的第三个１５年）。在不同的发
展阶段中，我国贸易低碳发展有不同的发展目标，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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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对脱钩阶段（目前
至２０２０年左右）

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

段，同时也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倍增巩固

贸易大国地位并推进贸易强国进程的阶段。此阶

段，要认真反思贸易与气候变化的问题，并着手应

对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挑战。随着我国调整贸

易结构，引进低碳技术，提高能源效率，从而实现贸

易发展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对脱钩的目标。这就

意味着，贸易虽然使得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但是贸

易增速要远远大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速。

（２）贸易的温室气体排放弹性为零阶段（２０２０
年至２０３５年左右）

此阶段中我国将顺利建成小康社会，也是建设

贸易强国的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

转型，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气候友好型产

品的开发，气候友好型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国家产

业链地位的不断提高，贸易增量所带来的温室气体

排放增量为零，即贸易量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弹性

为零。

（３）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绝对脱钩阶段（２０３５
年至２０５０年左右）

在２０３５年至２０５０年间，我国经济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能源消费处于缓慢增长的阶

段，国际贸易发展的技术含量更进一步增强，逐步

改变处于贸易低端的地位，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

低碳技术逐步普及，低碳生活方式逐渐建立，低碳

贸易发展方式基本形成，服务贸易逐渐成为主导力

量，这样，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进入绝对脱钩的发

展阶段。此阶段中，贸易量逐渐增加，贸易强国的

地位不断增强，但是贸易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没

有得到增加，从而实现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绝对脱

钩的协调发展。

２．转型适宜路径
为了确保我国贸易发展方式低碳转型目标的

顺利实现，应该从贸易发展新战略、贸易结构调整、

贸易发展新机制、绿色贸易政策等方面明确贸易发

展方式低碳转型的路径安排。

（１）新战略
为了顺利实现我国贸易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

必须制定贸易新型发展战略。要改变原来的通过

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实现贸易价值顺差的战略，实

现从生态输出到生态修复战略的转型，真正建立起

环境优化贸易发展方式的新战略模式。该模式的

理想目标就是：在绿色 ＧＤＰ理念的引领下，同时实
现贸易价值平衡和贸易生态平衡的双重目标。所

以，必须把气候因素纳入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

重新界定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重新定位在

全球气候变化新形势下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战略模

式。通过把能源及其引发的温室气体因素纳入到

贸易成本中，把贸易发展的能源和环境成本内部

化，为制定和实现贸易价值平衡和贸易生态平衡的

目标奠定基础。

（２）调结构
贸易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是我国一段时期内

的主要任务。一是通过平衡发展商品贸易和服务

贸易，建立起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稳态发展的良好

推动机制。二是建立贸易产品升级的基础。在创

建自主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继续提高贸易产品的

技术含量，不断提高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努力提升

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提高贸易产品能源效

率和温室气体排放生产率。

（３）重机制
一是建立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合作机

制。根据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最优运用世界

资源，保护和维持环境”的宗旨，ＷＴＯ倡导市场开
放与环境和社会目标相一致。随着将贸易与环境

纳入谈判日程，建立以 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贸易合
作机制，共同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由贸易与应对

气候变化的关系，倡导气候友好型产品的自由贸

易，努力实现多边贸易的多赢。二是构建国家间协

同减排合作机制。虽然贸易是在市场经济中由市

场主体自发完成的，但是国家政府也对贸易产生很

大影响。所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应

该重视发挥国家间协同减排合作机制的重要作用，

在有关贸易制度约束下，推动绿色基金的运行、低

碳技术的转让、气候友好型产品的生产、气候友好

型产业的发展等。

（４）抓政策
改变“重经济利益、轻生态利益”的黑色贸易政

策，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绿色贸易政策。一是绿色贸

易产品政策。根据产品特性，依据鼓励贸易类、允

许贸易类、限制贸易类和禁止贸易类等分类标准，

严格规范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二是绿色贸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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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严格的贸易产品准入制度，对重大行业

项目适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适当修改和完善

《对外贸易法》。三是经济激励政策。对一些气候

友好型贸易企业进行一定的经济激励，给予财税、

信贷等方面优惠政策。

五、结论、展望与不足

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和第一大贸易国的中国如何实现贸易发展方式

的低碳转型，是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和转变

过程中的一大课题。本文在分析贸易与气候变化

关系的基础上，探究了我国贸易发展方式的黑色特

征，进而提出了我国贸易发展方式低碳转型的“三

步走”图景及其目标，并指出实现贸易发展方式低

碳转型的路径安排：创新贸易发展战略、调整贸易

结构、实施新型贸易机制和绿色贸易政策。

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这也

是对我国贸易发展方式转型的具体要求和深刻体

现。我国要统筹处理好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协

调发展，特别是在低碳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的约束下，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过程

中，实现贸易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

内在转型的应然要求，更是我国成为贸易强国的必

然之路。

本文在气候变化视阈下对贸易与气候之间的

关系从理论上做了初步分析，也对我国贸易发展方

式的低碳转型进行初探。当然，相关研究有待进一

步深化，例如深化研究我国贸易高碳模式与经济结

构和贸易结构的关系，低碳政策对我国贸易低碳转

型贡献的数量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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