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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1 请登录德勤中国“可持续发展焦点专题”网页查阅我们往期关于欧盟 CBAM的资讯与评论文章：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pages/risk/solutions/sustainability-focus-topics.html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落地 
影响不容忽视 
 
欧洲议会于 12月 13日和 18日宣布，已和欧盟理事会及欧盟国家政府等就欧盟
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 CBAM，俗称“碳
关税”）以及相关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简称
“ETS”）免费配额缩减事宜等达成一致。这标志着经历一年多的反复讨论之
后，CBAM法案生效进入倒计时阶段。 
 
CBAM将于 2023年 10月 1日起实施， 2026年 1月 1日起对钢铁、水泥、铝、
化肥、电力、氢等欧盟进口产品开始实际适用，以确保相关欧盟产品和进口产品
碳价对等，防止因全球碳定价等气候政策不平衡导致的碳泄漏。随着 CBAM的落
地生效，欧盟将成为全球首个对进口产品设定碳价的贸易区，对全球贸易和气候
政策特别是碳定价政策的影响不容忽视。 
 
立法背景 
 
CBAM是欧盟“Fit for 55”一揽子减排方案的一项核心内容。自 2021年 7月欧盟
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至今，欧盟内部和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受全
球通货膨胀、欧洲能源危机以及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的影响，但 CBAM立法进程
仍获得持续推进，其实施范围、实施时间等核心条款则一直在变化和修订中1。
CBAM的最终落地，凸显了欧盟低碳减排和在全球推进建立碳市场的雄心。 
 
要点概览 
 
适用范围和主体 
 
CBAM法案将先期适用于欧盟进口的钢铁、水泥、铝、化肥、电力和氢等产品，
对其中包含的直接碳排放征收“碳关税”；同时将评估是否扩大征收范围至有机
化学品、塑料等碳泄漏风险商品以及间接碳排放，未来目标是能够涵盖 ETS下的
全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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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进口适用商品的有关欧盟进口商需要为商品中包含的碳排放量购买
CBAM电子凭证，即进口商品中每包含一吨二氧化碳（CO2），进口商就需要购
买一张 CBAM电子凭证。 
 
确定碳排放量 
 
CBAM采用国际通常做法，按化石燃料消耗量折算的 CO2排放量为依据。 进口商
品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排放量（吨 CO2）= 质量（吨、兆瓦时）×排放强度（吨 CO2/吨、吨 CO2/兆瓦
时）  
 
其中排放强度原则上优先采用进口商品的实际直接排放强度，如果进口电力或实
际排放强度无法核实，则采用默认排放强度。默认排放强度以应税商品（电力除
外）在出口国的平均排放强度加成一定比例来确定，加成比例尚未明确。若出口
国无法提供可靠数据，则参照欧盟同行业中排放强度最高的 10%的企业的数据来
确定。 
 
豁免和抵减机制 
 
欧盟领地、欧盟 ETS体系内以及与之挂钩的国家，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挪
威、瑞士等，可豁免于 CBAM机制，即欧盟从这些地区进口的商品，在进口时无
需缴纳“碳关税”。 
 
此外，为避免进口商品中的碳排放被双重征税，对于进口商品中的碳排放在其生
产国已经支付的碳排放费用，可在欧盟“碳关税”中予以抵减。具体的实施细
则，特别是针对除了碳市场、碳税以外的隐性碳价的处理还有待明确。 
 
过渡期政策 
 
CBAM机制下的“碳关税”自 2026年 1月 1日正式开始征收。2023年 10月 1
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为 CBAM法案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欧盟进口商无需
缴纳“碳关税”，但需要履行进口应税商品的碳排放申报义务，申报数据则作为
欧盟评估和修改调整 CBAM的依据。 
 
此外，远期来看 CBAM的实施步调还将与欧盟 ETS免费配额缩减计划紧密关联。
根据计划，2034年 ETS将全面取消免费配额，届时 CBAM将得以全面实施，涵
盖 ETS全部行业产品。 
 

削减欧盟企业免费配额的时间表及削减幅度 

 
年份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削减
幅度 

2.5% 5% 10% 22.5% 48.5% 61% 73.5% 86% 100% 

 
应对建议 
 
尽管不同国家对 CBAM态度不一且存有一定争议，但欧盟在全球气候和碳定价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具有引领地位，其推出的 CBAM无疑是全球关注的热点，可能
影响世界各国碳定价政策的发展和走向，乃至未来的贸易格局。就中国整体而
言，CBAM将直接导致中国出口欧盟相关产品成本的增加以及可能出现的出口量
下滑，并加速中国碳交易市场等碳定价政策与国际接轨的进程。由于目前 CBAM
适用商品种类还比较少，所以短期影响可能较为有限，但长期影响仍不容忽视，
建议企业采取有关措施积极应对。 

 
如欲垂询更多本文相关信息，请联络： 
 
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服务 
税务与商务咨询 
李晓晨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099 
电子邮件：lilyxcli@deloitte.com.cn 
 
宫滨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27 
电子邮件：charlesgong@deloit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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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BAM过渡期，加快建立企业碳排放核算体系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和时代主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转向绿色生产和绿色贸
易，绿色低碳产品销售价格开始走高，市场占有率开始攀升。CBAM其实也是国际贸易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欧盟的一种路
径选择，CBAM对碳密集产品征收“碳关税”，从产品侧倒逼企业减少碳排放，从而避免高额关税。而企业低碳减排的起
点，就是建立产品碳排放底账，从产品全生命周期盘查碳足迹，从而有效管理和减少碳排放，生产出低碳产品。要实现这
一目标，企业就必须加快建立完整可靠的碳排放核算体系，争取在 CBAM过渡期内，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解决海量碳排放
数据实时采集困难，通过标准化的碳排放因子库建设解决碳排放量盘查结果与国际标准不统一问题，赋能企业减少排放，
为 CBAM碳排放申报和未来征税做好准备。 
 
科学评估 CBAM影响，有效管理碳排放成本 
 
目前，中国是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年度进出口贸易总额仍处于增长阶段。因此，需要从长
远战略角度，从产业链以及中国制造角度看待 CBAM对中国的影响，将 CBAM纳入国际和我国双碳目标体系作整体考量和
评价。一方面，从企业实际出发，制定和选择合适的减排路径来实现低碳发展，可以更从容地面对未来绿色贸易的发展趋
势，避免在产品出口环节被要求支付高额碳排放成本。另一方面，结合国际国内碳定价政策，特别是政策实施初期可能出
现的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鼓励措施，做好绿色低碳转型的规划和碳资产管理，并从中获益。 
 
密切关注 CBAM调整变化，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和国内政策制定 
 
CBAM法案虽已出台，但未来适用商品范围会不断扩大，间接排放也有很大可能被纳入碳排放计算体系，欧盟 ETS的碳价也
有提升空间，这些因素以及欧盟内部和国际环境变化，势必会带来 CBAM的修改调整。因此，我国相关行业和企业应主动
跟踪 CBAM和国际国内碳定价政策的变化，深化沟通交流和行业合作，参与国家和国际绿色贸易等新规则的制定，包括
CBAM的修改完善，反映行业诉求，在承担应有的减排责任的基础上，平衡企业利益，为发展中国家行业发展争取空间。
同时主动对接国内国际绿色低碳贸易新规则，推进绿色低碳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国际互认， 做好进出口合规和供应链
安全管控，降低合规成本和合规风险。 
 
此外，在欧盟 CBAM立法生效的同时，我们看到一些其他国家也在考虑是否随之跟进，比如加拿大、英国、日本等也在研
究推出“碳关税”相关政策，中国相关的碳中和政策特别是碳定价政策无疑也将受到影响。研究适应绿色低碳政策变化，
已经成为企业决策者和掌舵人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我们建议相关企业应尽早破题谋篇，适时借助专业力量布局企业未来
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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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 
 

德勤中国税务团队于二零零六年成立德勤中国税务技术中心，致力于不断改善德勤中国的税务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及协助税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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