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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墉

世界银行行长

抓住时机，开启碳定价之路
文/金墉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已有约180个国家提交了详细的碳减排计划，阐明了他们将如何使

经济沿着更具韧性的低碳轨道前行。这些计划代表了第一代投资，为的是避免全球变暖，构建一

个没有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的具有竞争力的未来。

过渡到一个更清洁的未来，需要政府的行动和对私营部门的适当激励双管齐下，其核心应当

是一项给碳污染定价的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对高碳燃料、电力和工业活动实行更高定价，可以为

使用清洁燃料、节能和促进转向绿色投资创造激励。采取碳税和碳费等措施、碳排放交易计划以

及其他定价机制，并取消低效率的补贴，可以对企业在气候智慧型发展领域做长期投资，提供需

要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碳定价是关乎更智慧、更高效的税收制度，不是简单提高税收。碳定价必须足够高才能有助

于实现宏伟的环保目标，必须符合国情，必须稳定，以便鼓励企业和居民投资清洁技术。碳税应

当全面应用于化石燃料的排放，征收碳税可以直接建立在多数国家已经实行的现有交通燃料税的

基础上。

由于会带来诸多环境效益，碳定价符合很多国家的最大利益。例如，使用更清洁的燃料有助

于减少室外空气污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目前室外空气燃料每年造成过早死亡的人数在

370万人左右。同时，减轻能源价格改革对每个社会中弱势人群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改革必须

配合调整财政制度和社会安全网等措施，以确保贫困人口不受伤害。

世界银行支持各国和企业制定气候友好型公共政策，投资碳交易市场，探讨平稳过渡到低碳发

展的金融创新。利用自身经验和全球影响力，我们通过“市场准备合作伙伴”等计划促进学习和知

识交流，同时还与经合组织制定了帮助、指导和激励未来碳定价方案的初步原则。这些原则基于公

平性、政策与目标相一致、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透明性、效率与成本效益、可靠性与环境完整性。

借助于这些原则，我们能够加快应对全球面临的气候挑战。

为了帮助实现气候目标，我们需要促进围绕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后的必要政策措施的对话，

为此我们宣布成立碳定价委员会，联合国家元首、城市和州领导人以及顶级公司的代表共同敦促

世界各国和企业实行碳定价。

目前，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约40个国家实行了碳定价政策，很多国家也在进行能源价格改

革，400多家公司报告说实行了自愿性的内部碳定价。所有这些行动都值得欢迎，但这仅仅是第

一步。我们呼吁各国政府抓住时机，为了地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根据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对碳污

染实行定价。

我们要借助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形成的难得共识，在满足最脆弱国家的需要的基础上，发出一

个明确信号——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必须要尽快转到低碳发展的轨道上来，而且要为此提供相应充

足的保障。因为，等待的时间越长，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保护地球的成本和难度

也会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