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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欧盟碳关税议会投票通过，时间延后、范围扩大、配额机制完善。2022

年 6 月 22 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碳关税（CBAM）草案的修正意见，
相较于 5 月欧洲议会 ENVI 方案将过渡期和免费配额退出时间均延期 2

年，内容稍显温和。但相较于欧委会的草案，虽然将过渡期延长 1 年，
但在征收范围、免费配额退坡节奏等仍然更为激进。本次修正意见较欧
委会草案的三大变化：1）时间延后：过渡期延长 1 年，2027 年起征。
2）范围扩大：适用行业扩大，最新方案增加了有机化工、塑料、氢和
氨。征收边界扩大，将 CBAM 核算范畴从直接排放扩展到包括间接排
放，即外购电力的排放。3）机制完善：保持 EU-ETS 与 CBAM 的一致
性，为避免双重保护，过渡期免费配额 100%，从 2027 年开始退坡，到
2032 年减至 0%，比原草案中免费配额完全退出时间提前 3 年。设立统
一机构管理，在欧盟层面设立统一的 CBAM 机构，比欧委会方案中设
立 27 个成员国机构更加高效、透明和具有成本效益。收益用于援助最
不发达国家低碳转型，将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和国际承诺。 

 航空碳配额覆盖范围扩大，鼓励可持续航空燃料使用。2022 年 6 月欧
盟议会通过欧盟航空碳配额交易体系的修订意见，主要内容：1）范围
扩大，纳入范围扩大至从欧洲经济区内起飞的所有航班；2）加快免费
配额退出，提议至 2024 年免费配额减至 50%，2025 年起除激励减排措
施，原则上不再发放免费配额； 3）多举措鼓励可持续航空燃料，设立
气候投资基金，提供临时补贴和长期结构性投资；2024-2029 年储备 2000

万航空碳配额，通过免费发放配额的方式，鼓励生物质航煤等航空创新。 

 碳关税驱动贸易国在生产过程节能降碳，清洁能源&再生资源价值凸
显。1）绿电（内在价值凸显&需求释放）：外购电力纳入 CBAM 核算范
围，相较于出口环节承担高昂的碳关税，企业倾向于生产环节寻求低成
本的降碳手段，绿电价值显现&需求释放。2）氢能（清洁高效助力深度
脱碳）：CBAM 征收范畴扩至氢气产业，短期工业副产氢兼具减排&经
济性优势，长期可再生能源制氢势在必行，氢能清洁高效助力后端用能
产业深度脱碳，氢燃料电池发展潜力大。3）再生资源（最具经济性&市
场化减碳赛道）：2021 年欧盟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地，有机化学品、钢铁
制品、铝及其制品、塑料制品出口额占比超 10%，碳关税将对出口造成
一定冲击，带来减碳压力。再生资源的回用可有效减少初次生产中的碳
排放，如再生铜减碳 72%，再生塑料减碳 30%~80%，且再生料兼具减
碳的经济性优势，碳关税的实施有望带动我国再生产业投资提速。 

 CBAM 构建碳价联动机制，加速我国碳市场与国际接轨。CBAM 凭证
价格与欧盟碳价挂钩，为避免双重征税，碳关税可扣减进口产品在其生
产国已实际支付的碳价，碳关税的实施有望加速我国与国际碳市场接
轨。截至 2022/6/22，我国全国碳市场碳配额价格为 60 元/吨，对比同期
欧盟碳配额期货价格 81.42 欧元/吨仍然有较大差距。考虑到我国从达峰
迈向中和阶段减排压力加大，预计配额将加速收紧。减排目标趋严&欧
盟碳边境调节税落实，我们预计国内碳价将逐步上行与海外接轨。 

 建议关注：1、优质绿电：关注【三峡能源】、【龙源电力】、【节能风电】
等；2、氢能：关注 a）工业副产氢：【九丰能源】、【东华能源】、【金宏
气体】；b）核心设备制造商：加注设备【冰轮环境】、【厚普股份】；燃料
电池及整车【亿华通】、【泛亚微透】、【腾龙股份】、【美锦能源】、【潍柴
动力】;3、再生资源：推荐危废资源化【高能环境】；动力电池回收【天
奇股份】；再生塑料【三联虹普】【英科再生】；酒糟资源化【路德环境】；
关注再生油【北清环能】【嘉澳环保】【卓越新能】。 

 风险提示： 政策进展不及预期，利率超预期上行，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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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欧盟碳关税议会投票通过，立法在即 

欧盟碳关税法案获得欧洲议会投票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是指严格实施碳

减排政策的国家或地区，要求进口或出口高碳产品时缴纳或返还相应的税费或碳配额。

自 2021 年 7 月起，欧盟三大机构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先后通过了 CBAM

法案，2022 年 6 月 22 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碳关税（CBAM）草案的修正案，相较于

欧盟委员会方案总体而言更激进，虽将过渡期延长 1 年，但扩大 CBAM 纳入范围扩充有

机化工、塑料、氢和氨，补充间接排放纳入碳排放测定等。 

 

 2021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全球首个碳关税立法草案。2021 年 7 月 14 日，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减碳 55（Fit-for-55）”的一揽子立法建议，实现了其于 2019

年制定的“欧洲绿动交易”计划。“减碳 55”提出了包括能源、工业、交通、

建筑等在内的 12 项更为积极的举措，承诺在 2030 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

年减少 55%的目标。欧盟碳边境调节制度（CBAM）作为“减碳 55”中重要的

立法提案之一，也是全球第一份有关碳关税的立法草案。草案明确：1）涉及

产品：计划对进口到欧盟的商品以配额的方式征收“碳边境税”，将水泥、钢

铁、电力、铝和化肥等 5 个碳泄露风险较大的类别作为首批纳入的行业。2）

过渡期：草案明确碳关税过渡期为 2023-2025 年，在过渡期内进口商无需缴纳

相应费用，但需要提交进口产品的信息，包括产品进口量、进口国、产品隐含

碳排放以及产品在原产国支付的碳价。过渡期结束后进口商将需要为其进口产

品的排放支付费用。3）碳排放计算：草案仅要求进口商收集进口产品的直接

图1：欧盟 CBAM 政策历程 

 

数据来源：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a.eu)，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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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含量，即在生产该产品的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碳排放，而不需要考虑生产过程

中使用的燃料动力的碳排放数量。4）抵消政策：如果外国生产商已经就生产

过程中的碳排放，从相关碳排放市场购买过排放额度或缴纳过碳税，则进口商

可以相应抵扣其应购买的欧盟碳进口许可。此外，如果出口国与欧盟达成了碳

排放交易相关的协定，进口商亦可以相应抵减应购买的碳许可。5）碳关税价

格：进口许可的价格与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EU ETS）形成的碳价格相关联。

进口商可以在任何时间购买进口许可备用，其价格为 ETS 收盘价格的每周平

均价格。 

 2022 年 3 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碳关税方案，核心内容维持欧盟委员会的方案。

2022 年 3 月 15 日，欧盟理事会的经济与金融事务委员会（ECOFIN）的会议

上，欧盟 27 国的财政部长采纳了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法国的碳关税提案，

意味着继欧委会之后，欧盟理事会也形成了自己的碳关税方案。欧盟理事会通

过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核心内容主要参考了欧委会提出的 CBAM 方案，纳入范

围仍限于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并将 2023 至 2025 年作为试点期间。 

 2022 年 5 月，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通过碳关税法案，相较欧盟委员会方案更

为“激进”。2022年 5月 17日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ENVI）

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法案，相较于 2021 年 7 月欧委提出的碳关税机制，本

次方案显得更为激进，包括将过渡期缩短、扩大 CBAM 纳入范围、补充间接

排放等。 

 2022 年 6 月 22 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碳关税（CBAM）草案的修正案。本

次投票原定于 6 月 8 日进行，但上轮投票版本相对于本轮更为激进，投票最终

取消，于 6 月 22 日重新就修正意见开始投票并获得通过，修正方案相较于 5

月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ENVI）通过的版本而言，将过

渡期和免费配额退出时间均延期 2 年，条款内容稍显温和。考虑到此前欧盟理

事会基本接受欧委会的方案，但欧洲议会修正版本较欧委会方案有较大修改，

因此接下来需等待欧盟理事会对欧洲议会意见的通过，欧盟碳关税法案立法在

即。 

 

 

2.   碳关税政策三大变化：时间延后、范围扩大、机制完善 

欧洲议会通过的碳关税修正案较欧委会立法方案比主要有以下不同之处： 

时间延后，过渡期延长 1 年，2027 年开始正式实施。欧洲议会投票通过的修正案提

出，2023-2026 年为过渡期，期间进口产品需要提交碳排放报告，但不需要缴纳碳关税，

从 2027 年开始正式实施 CBAM。本轮修正案总体实施时间较欧委会提出的立法草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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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期延长 1 年，较 5 月欧洲议会方案延长 2 年。 

范围扩大，1）行业范围扩大：欧委会立法草案中提出 CBAM 的适用范围将限于进

口到欧盟的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最新修正案增加了有机化工、塑料、氢和氨。

2）征收边界扩大：草案提出 CBAM 只适用于进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排放，不计

外购电力排放，也不计在系统边界外生产上游投入物时产生的排放。欧洲议会的方案希

望将 CBAM 扩展到包括间接排放，即外购电力的排放。 

机制完善，1）保持 EU-ETS 与 CBAM 的一致性，免费配额退坡提速到 2032 年完

全取消：欧委会立法草案中表示，CBAM 将逐渐变成免费排放配额的替代品，根据《EU 

ETS 草案》规定，在过渡期 2023-2025 年内，CBAM 所覆盖的欧盟产业仍将获得 100%

的应得免费配额。从 2026 年 CBAM 正式实施开始，免费配额逐年递减 10%，至 2035

年减至 0%。为避免双重保护，欧洲议会提出所有在 EU-ETS 中受保护的欧盟行业被给

予的免费配额，将在 2032 年完全取消，届时 CBAM 将全面为 EU-ETS 中全行业提供服

务，免费配额完全退坡时间比草案提前 3 年。2）设立统一机构管理：欧洲议会议员认

为在欧盟层面设立统一的 CBAM 机构，这将比设立 27 个成员国机构更加高效、透明和

具有成本效益。3）收益用于援助最不发达国家低碳转型：欧洲议会希望碳关税的收入

将用于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实现制造业的低碳转型，这种支持将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

目标和国际承诺。 

 

碳关税政策的变化 

关键内容 欧委会立法草案 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ENVI）方案 欧洲议会修正意见 

过渡期 2023-2025年 2023-2024年 2023-2026 

正式实施 2026 年，并于 2035 年纳入所

有行业 

2025 年，并于 2030 年纳入所有行

业（提前 1年） 

2027年（延后 1年） 

行业范围 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 保留：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

铝； 

新增：有机化工、塑料、氢和氨 

保留：水泥、电力、化

肥、钢铁和铝； 

新增：有机化工、塑料、

氢和氨 

排放范围 直接排放 直接排放+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间接排放 

执行机构 各成员国 CBAM主管机关 欧盟设立统一的 CBAM 机构 欧盟设立统一的 CBAM机构 

免费配额 过渡期内 CBAM所覆盖的欧盟产

业将获得 100%的免费配额。

2026年开始免费配额逐年递减

10%，至 2035年减至 0%。 

免费配额在 2025 年降至 90%，

2026年降至 80%，2027年降至

70%，2028年降至 50%，2029年降

至 25%，2030年降至 0%。 

2027-2031年免费配额比

例分别为 93%、84%、

69%、50%、25%,并于 2032

年降为 0。 

数据来源：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a.eu)，东吴证券研究所 

 

3.   航空碳配额覆盖范围扩大，鼓励可持续航空燃料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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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碳排仅次于公路运输，航空碳配额交易愈发重视。2021 年 7 月，欧盟委员会提

出“Fit for 55”一揽子提案，由于航空占欧盟总体碳排放量的 3.7%，且航空部门产生了

15.7%的运输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括非 CO2 排放量），使其成为仅次于公路运输的第

二大运输温室气体排放源，因此欧盟委员把航空碳配额交易机制修订作为一揽子计划的

重要议题。2022 年 6 月 8 日，欧盟议会全体会议以多数票通过欧盟航空碳配额交易体系

的修订意见。下一步，将由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健康与食品安全委员会（ENVI）与欧盟

理事会就本次投票通过的议会修改意见开始协商。 

航空碳配额覆盖范围增大，鼓励可持续航空燃料应用。自 2012 年起，航空配额成

为欧洲碳交易系统的主要产品之一，可在一级市场拍卖获得，也可在二级市场进行现货

及衍生品的交易，此次修订的主要变化：1）范围扩大，纳入范围扩大至从欧洲经济区内

起飞的所有航班；2）加快免费配额退出，2024 年起航空碳配额一级市场的拍卖比例提

升至 50%，2025 年起原则上不再发放免费碳配额，航司均需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年度所

清缴的航空配额；3）多举措鼓励可持续航空燃料应用，设立气候投资基金，提供临时

补贴和长期的结构性投资；于 2024-2029 年储备 2000 万航空碳配额，通过免费发放配

额，鼓励生物质航煤等航空减排创新。 

 

4.   清洁能源&再生资源价值凸显，CBAM 加速碳市场向国际接轨 

欧盟碳关税对贸易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欧盟 CBAM 的实施将导致相关产品的

出口成本增加，削弱高排放产品的竞争力。随着 CBAM 的适用行业和征收边界增加，

影响范围和程度将进一步扩大。CBAM 的实施将驱动欧盟贸易国降低产品生产加工环节

的碳排放，减小碳关税对产品出口的冲击。2）CBAM 为避免双重征税，可扣减进口产

品在其生产国已实际支付的碳价，在两国碳市场间构建成本联动机制。CBAM 的实施将

驱动欧盟贸易国降低产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碳排放，减小碳关税对产品出口的冲击；另一

方面，将加速生产国碳价向国际接轨。 

 

4.1.   CBAM 削弱高排放产品竞争力，驱动贸易国在产品制造过程节能降碳 

4.1.1.   绿电：外购电力纳入 CBAM 核算范围，绿电价值凸显 

间接排放纳入 CBAM 核算范围，绿电价值凸显。外购电力的碳排放为间接排放最

主要的来源，CBAM 核算范畴扩大，将推动产品生产国对绿电需求的增长，相较于在出

口环节承担高昂的碳关税，企业会倾向于寻求低成本的减排手段，绿电价值显现。随着

绿电需求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量和绿电溢价，量价齐升之下增强可再生

能源发电企业的投资动力。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东吴证券研究所 

行业深度报告 
 

 8 / 13 

4.1.2.   氢能：可再生能源制氢势在必行，氢燃料电池应用助力深度脱碳 

CBAM 征收范畴扩至氢气产业，可再生能源制氢势在必行。我国为全球最大的氢

气生产国，氢气出口量远大于进口量，2020 年我国氢气出口量 8560kg，进口量 318kg。

现阶段我国氢气主要由化石能源制氢或副产氢获得，所获得的氢气多为灰氢和蓝氢，存

在一定程度的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短期来看，工业副产氢兼具减排&经济性优势，长期

来看，为实现碳减排和化石能源替代的目标，待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提升、电价成本下

降、电解槽技术升级成本下降后，将全面推广电解水制氢。CBAM 征收行业扩至氢，将

加速全球可再生能源制氢产业技术突破和发展。同时，我国《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21-2035 年）》重点鼓励可再生能源制氢的攻关和规模化应用，绿氢发展空间大。 

 

主要制氢路径及其优缺点 

制氢方法 原料 优点 缺点 适用范围 
碳排放

(kgCO2/kgH2) 

灰氢 

化石
能源
制氢 

煤 
技术成熟、
成本低 储量有限，制氢过程

存在碳排放问题，须
提纯及去除杂质 

合成氨、合成甲
醇、石油炼制 

传统煤气化 ~19 

天然气 
技术成熟、
耗水量小，
氢气产率高 

/ SMR ~9.5 

工业
副产
氢 

焦炉煤气、化肥
工业、氯碱、轻

烃利用等 

成本低、效
率高 

须提纯及杂质去除，
无法作为大规模集中

化的氢能供应源 
合成氨、石油炼制 

焦炉气制氢 <5 

氯碱制氢 <5 

蓝氢 
结合
CCUS
技术 

灰氢原料+CCUS 碳排放量小 
成本高，经济性尚未

体现 
灰氢制备路径 

传统煤气化+CCUS 
<2 

SMR+CCUS<1 

绿氢 
电解
水制
氢 

电、水 
工艺简单，
无碳排放 

尚未实现规模化应
用，成本较高 

结合可再生能源制
氢；电子/有色等
对氢气纯度要求较

高的行业 

电网电力 38~45 

水电风电 <1 

光伏发电<3 

数据来源：《中国氢能产业发展报告 2020》，车百智库，东吴证券研究所 

 

氢能助力后端用能产业深度脱碳，氢燃料电池发展潜力大。氢能清洁无污染，下游

应用广泛，涉及交通、工业、能源和建筑领域等，交通领域为短期政策主要推广的新兴

方向。燃料电池是氢能较为常见的终端应用，也是氢能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氢燃料电

池车的应用将助力交通领域深度脱碳。氢燃料电池车的经济性是市场化应用的重要因素，

根据我们测算，在我国当前补贴支持下氢燃料重卡较燃油重卡具备成本优势，国产化&

规模化驱动燃料电池系统降本，伴随着加氢价格下行，我们预计 2026 年氢燃料重卡与

电动重卡平价，有望开启快速推广放量期。 

 

4.1.3.   再生资源：资源再生利用减碳效应显著，为市场化&最经济减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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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地，有机化学品、钢铁制品、铝及其制品出口占比高。根据

海关总署数据，从出口总额来看，2021 年我国出口总值为 21.73 万亿元，其中欧盟出口

额为 3.35 万亿元，占比 15.41%，为我国第二大出口地。从中国向欧盟出口品的类别来

看，2021 年中国向欧盟出口品中“电机、电气、音响设备及其零附件”、“核反应堆、锅

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和“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出口额位列前三，分别为 8584、

6461、1682 亿元，占比 25.64%、19.30、5.02%，其余品类占比均不足 5%。从纳入 CBAM

范畴的进口品来看，中国向欧盟出口的“有机化学品”、“钢铁制品”、“铝及其制品”、

“盐；硫磺；土及石料；石灰及水泥等”、“塑料及其制品”的出口额占各类出口总额的

比重均超 10%，欧盟贸易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碳关税的实施将对化工、钢铁、铝、水泥、

塑料产业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冲击。 

 

图2：2021 年中国向欧盟的出口结构（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东吴证券研究所 

 

2021 年纳入 CBAM 范畴的品类出口情况 

  
中国出口总额 

（亿元） 
中国向欧盟出口额 

（亿元） 
欧盟出口额占比 

有机化学品 5334.65 1005.19 18.84% 

铝及其制品 2242.76 283.34 12.63% 

盐；硫磺；土及石料；石灰及水泥等 251.03 31.32 12.48% 

塑料及其制品 8471.92 978.97 11.56% 

钢铁及钢铁制品 10501.92 1046.26 9.96% 

钢铁 4328.75 225.74 5.21% 

钢铁制品 6173.18 820.52 13.29% 

肥料 741.96 0.07 0.01% 

所有品类总值 217347.60  33483.41 15.41%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东吴证券研究所 

8,584 , 26%

6,461 , 19%

1,682 , 5%1,355 , 4%
1,283 , 4%

1,146 , 3%

1,005 , 3%

1,000 , 3%

979 , 3%

952 , 3%

821 , 2%

590 , 2%

7,626 , 23%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

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

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有机化学品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塑料及其制品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钢铁制品

药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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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再生利用减碳效应显著&兼具经济性优势，碳关税有望加速我国再生产业投资。

对于电力外的其他高排放行业，碳排放主要发生在原矿冶炼环节。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

可以有效减少初次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如废铜、废铝、废钢、废电池、废纸及废塑料

回收处理等。欧盟碳关税为各国企业低碳转型带来动力，加工制造及再生环节碳排放占

比低，使用再生料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相对低成本的减碳方式，有助于提升产品在国际贸

易中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并且再生资源作为现有产业的增量，不会造成为达

到减碳目标而制约经济发展的局面。在减碳与经济增长博弈中，我们认为再生资源板块

具备较强的减碳及经济效益，有效降低碳排放水平及成本，在碳关税的冲击下，我国再

生领域的投资有望得到强化，再生比例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以铜和铝的生产为例，根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再生铜每吨排放 1.13 吨 CO2，

仅为原生铜的 27.6%，再生铜产品可作为铜行业供给的优质低碳绿色补充，促进经济结

构转型；电解铝阶段碳排放占比达 88.9%，加工及回收再利用阶段碳排放占比仅为 2.3%。

铝各阶段碳排放占比及含铝产品价格显示，精细加工与回收利用环节碳排放少附加值高。 

 

再生铜吨排放 1.13 吨 CO2，仅为原生铜的 27.6% 

2000-2015 年中国铜工业单位产出 CO2 排放量（kg/t 铜） 

生产环节 采选 冶炼精炼 二次生产 加工制造 
再生铜 

减排幅度 
CO2 排放量 
（kg/t 铜） 

2120 1980 1130 565 72.44% 

数据来源：2017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学与技术年会论文集（第四卷），东吴证券研究所 

 

铝加工及回收利用环节碳排放占比仅为 2.3% 

铝生命周期碳排放占比及产品价格 

阶段 开采 冶炼 电解 加工 回收预处理 再熔铸 

碳排放占比 0.1% 8.5% 88.9% 2.3% 0.1% 0.1% 

含铝产品 铝土矿 氧化铝 原生铝 
未锻轧铝 
及铝材 

成品 
(铝合金） 

再生铝 
（铝合金 ADC12-废铝） 

价格（元/吨） 330 2420 19334 17469 19050 19100 

数据来源：Wind，中国环境科学，东吴证券研究所 

 

2）以塑料循环利用为例，再生塑料较原生减碳 30%~80%，CBAM 征收行业扩至

塑料，叠加欧盟强制立法要求到 2025年再生 PET 占比不低于 25%，2030 年不低于 30%，

再生塑料需求将快速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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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BAM 构建碳价联动机制，加速我国碳市场与国际接轨 

减排目标趋严&欧盟碳边境调节税落实，我们预计国内碳价将逐步上行与海外接轨。 

1）达峰迈向中和阶段减排压力加大，预计配额将加速收紧推动碳价上行。作为全

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我国从达峰到中和的过渡期仅有 30 年，30 年间从峰值到净零排

放所需的减排速度和力度将比发达国家更大，预计碳达峰后我国碳市场配额总量将加速

收紧，推动碳价上行接近海外成熟碳市场的价格水平。我国碳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自

2021 年 7 月我国全国碳市场开始以来，碳配额成交均价基本在 40~60 元/吨左右波动，

截至 2022 年 6 月 22 日，我国全国碳市场碳配额价格为 60 元/吨。欧盟碳市场经历 4 阶

段演变日趋完善，2021 年以来欧盟提高 2030 年气候目标，配额加速收紧后碳价加速上

行至 2022 年 2 月最高突破 96 欧元/吨，截至 2022 年 6 月 22 日，欧盟碳配额期货价格

为 81.42 欧元/吨，我国碳价较欧盟仍然有较大差距，存在进一步上行空间。 

 

图3：我国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价格在 40~60 元/吨波动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4：2021 年以来欧盟碳配额期货结算价和拍卖价格同步高涨 

 

数据来源：Wind，欧洲能源交易所（EEX）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0

20

40

60

80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CEA):最新价（元/吨）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东吴证券研究所 

行业深度报告 
 

 12 / 13 

 

2）CBAM 与欧盟碳价和生产国碳价挂钩，碳关税的实施将加速我国与国际碳市场

接轨。根据 CBAM 草案，针对进口产品中所含的每一吨碳排放，进口商都必须购买一

张 CBAM 电子凭证。欧委会负责计算每周欧盟拍卖排放额度的平均结算价格，作为下

周的 CBAM 电子凭证价格。为避免对欧盟企业的双重保护，在进口商应缴的 CBAM 电

子凭证数量中，可扣除欧盟同类产品企业获得的免费排放额度，相当于税基调整；为避

免对进口产品的双重征税，可扣减进口产品在其生产国已实际支付的碳价，相当于税额

抵扣。进口产品的碳关税将扣减在生产国已付出的减碳成本，在两个碳市场间形成了成

本联动机制，CBAM 的实施将加速我国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接轨，驱动碳价上行。 

 

5.   建议关注 

绿电——双碳背景下内在价值提升&需求释放。建议关注优质绿电标的【三峡能源】、

【龙源电力】、【节能风电】等。 

氢能——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助力深度脱碳。当前工业副产氢最具成本&规模优势，

为产业链优先平价环节，可再生能源制氢及燃料电池领域发展前景及降本潜力较大，建

议关注：1）工业副产氢：【九丰能源】、【东华能源】、【金宏气体】；2）核心设备制造商：

加注设备【冰轮环境】、【厚普股份】；燃料电池及整车【亿华通】、【泛亚微透】、【腾龙股

份】、【美锦能源】、【潍柴动力】。 

再生资源——最具经济性及市场化减碳赛道。重点推荐危废资源化【高能环境】；

动力电池回收【天奇股份】；再生塑料【三联虹普】、【英科再生】；酒糟资源化【路德环

境】。建议关注再生油【北清环能】、【嘉澳环保】、【卓越新能】。 

 

风险提示：政策进展不及预期，利率超预期上行，行业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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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入：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 5%与 15%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介于-15%与-5%之间； 

卖出：预期未来 6 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大盘在-1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强于大盘 5%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大盘-5%与 5%； 

减持： 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弱于大盘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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