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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生效对江苏带来的碳泄漏风险 
及应对建议 

 

摘要：中国矿业大学董锋等研究认为，RCEP生效会导致江

苏与RCEP成员国贸易往来碳泄漏风险的发生。目前，江苏在缓

解碳泄露风险中，仍存在能源结构调整困难、民营企业转型受

阻、碳核算能力有待提高等梗阻。为提升江苏国际贸易竞争力，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建议构建低碳安全能源体系，促

进减排固碳技术创新，推动外贸结构升级优化，助力民营企业

转型升级，完善碳排放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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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于2022年1月1日

正式生效。RCEP关税削减将释放贸易创造效应，但商品转移

的同时也伴随着碳转移。江苏作为全国第二出口大省，长期处

于碳贸易逆差状态，碳泄漏现象严重，RCEP的生效将进一步

加剧碳泄漏的风险。中国矿业大学董锋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碳排放达峰规律和我国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

方案研究”，通过分析RCEP生效给江苏带来的碳泄漏问题及其

梗阻，提出江苏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扭转碳贸易逆差的对策

建议。 

一、江苏面临RCEP生效带来的碳泄漏风险 

1.对外出口体量增大，碳排放总量增加。根据海关统计数据，

2021年江苏对RCEP成员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950.3亿美元，占

进出口总额的36.6%。RCEP生效，在原产地累积规则和关税削

减条件下，将导致出口量增加，但同时也意味着能耗和碳排放

的提高。据测算，在保持2015年碳排放强度前提下，RCEP成员

国将增加7.891亿吨碳排放，其中我国贡献4.967亿吨。然而，我

国进、出口隐含碳排放中 终需求占比分别不足10%和40%，这

说明大部分碳排放是为了满足RCEP其它成员国生产消费而产生。 

2.能源结构“一煤独大”，碳排放贸易呈逆差。根据中国碳

排放数据库（CEADs）公开数据，江苏碳排放超5亿吨，产业结

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虽然江苏碳排放强度在全国处于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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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但仍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明显差距。哈佛大学刘竹博士等

研究显示，中国29个省区是全球碳排放强度 高的地区，而美

日等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碳排放强度相当甚至略低。

RCEP生效将进一步刺激江苏服装纺织、家具玩具等高能耗产品

对日韩的出口，以及光学、钟表及医疗设备等高附加值和低能

耗产品的进口，这无疑将加剧江苏对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碳贸易

逆差。 

3.企业低碳理念缺乏，碳泄漏风险增加。根据江苏省统计局

公开数据，2021年江苏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57.3%，国有

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出口总额分别为2532.9、15602.3和

14085.0亿元，较去年增长22.4%、11.4%和27.7%，民营企业成

为江苏经济发展重要支柱。囿于经济实力和管理水平不足，部

分民营企业低碳生产意识薄弱。RCEP生效将进一步刺激部分民

营企业急于扩大生产，而忽视节能减排技术应用与升级，从而

加剧江苏对外贸易中的碳泄漏风险。 

二、化解RCEP生效引起江苏碳泄漏风险的梗阻 

1.能源结构调整困难，碳排放总量不易减少。与RCEP成员

国相比，一方面，江苏工业比重偏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规模

以上工业能耗80%；另一方面，江苏仍是以煤炭为主的火力发

电结构，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2021年江苏火力发电占比达

83.63%。偏重的产业结构和偏煤的发电结构影响了江苏能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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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步伐。然而，我国煤炭储量大、成本低的突出优势，使得江

苏以煤为主的能耗结构短期难以改变。 

2.民营企业转型受阻，碳贸易逆差不易转变。江苏民营企业

参与RCEP作用显著，但由于战略目光短浅、资金薄弱等原因，

许多民营企业仍面临低碳经营困境。RCEP协定文本较多，诸多

小企业难以吃透规则，尤其是环保专项管理程序复杂，加重了

管理负担，降低了低碳生产积极性。此外，民营企业还面临一

系列转型难题，如节能减排设施贵，技术要求高；碳减排投资

规模大、见效慢，经营风险高；贷款担保要求多、贷款利率高，

企业融资难等。 

3.碳核算能力有待提高，碳泄漏策略不易制定。准确核算碳

排放是掌握碳排放变化趋势、精准开展减排工作、防止碳泄漏

的前提。虽然江苏已初步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但仍存在诸多

问题。由于缺乏国际认可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及数据库体系，我

国在国际碳减排谈判中话语权较弱；能源消费水平和主要化石

能源排放因子统计不准确，导致碳排放核算偏差大；省内企业

碳标签推广进程慢，导致企业层面碳排放核算难。RCEP生效，

江苏外贸往来将更为频繁，现行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将难以支撑

和应对碳减排战略以及国际贸易碳泄漏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三、应对RCEP生效引起江苏碳泄漏风险的对策建议 

1.构建低碳安全能源体系，控制碳排放总量。一是江苏与



 

— 5 — 

RCEP成员国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可形成资源互补。应充分发挥

江苏东部沿海位置优势，加强与日韩等国光伏、风电、水电等

新能源规模合作，优化省内能源结构。二是充分利用RCEP贸易

规则，提升大宗化石能源进口便捷性和稳定性，提高能源行业

供应链管理水平，完善能源储备、交易、金融及治理等市场体

系建设，通过市场手段进一步保障能源安全。三是各市应加快

可再生能源布局，加快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和“光伏+”综

合利用、氢能“制储输用”一体化发展等，逐步实现可再生能

源替代，提高江苏能源体系的低碳性与安全性。 

2.促进减排固碳技术创新，提高碳排放效率。一是各地级市

政府要制定技术创新行动方案，依托江苏“十四五”发展规划，

构建绿色创新体系、加强绿色制造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二是要

与有清洁技术优势的日韩等国加强产业合作和技术交流，鼓励

有关行业组织如“RCEP背景下东亚产业合作圆桌会议”“RCEP

区域双碳经济技术合作对接会”等国际标准化会议，为各国企

业分享低碳创新技术和新技术应用提供交流平台。三是要持续

跟踪国电泰州电厂CCUS项目进度，形成专项报告，鼓励江苏大

型电力企业开展碳捕集试点。对盐城大丰林场、东台杨林、连

云港赣榆区填海项目周边林带碳汇能力开展调查，并申请国家

碳汇认证，逐步提升森林、湿地、海洋等的固碳作用。 

3.推动外贸结构升级优化，降低碳泄漏风险。一是通过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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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信贷支持等措施提高服装、纺织等现有优势出口产品价

值，推动信息服务、软件设计和文化传媒等技术型和创新型产

品或服务出口。二是注重进口产品的节能环保，适度鼓励石油、

铜铁矿等省内稀缺能源资源和工业原料进口，引进精密数控机

床、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传统能源改造升级技术和设备，严

格限制名牌跑车、高档摩托车等高能耗产品进口。三是针对江

苏产业结构特征，引导外资进入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废

弃物回收设备和污染产业技术升级等节能低碳技术和设备领域，

加强对外资项目的环保审批与监管，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能耗

外资项目进入江苏。 

4.助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缓解碳贸易逆差。一是向企业传

达绿色是RCEP未来合作支点的精神，对民营企业施加生产经营

转型的“压力”，帮助民营企业梳理学习RCEP成员国各行业的

绿色标准、规则和认证体系，畅通江苏企业的外贸通道。二是

以政府性融资担保形式加强对低碳企业的增信支持力度，为低

碳企业贷款专项资金开辟“绿色通道”，成立低碳基金对碳减排

突出贡献企业给予奖励，提供减排信息技术咨询与帮助等，缓

解民营企业低碳转型的资金和技术压力。三是鼓励江苏民营企

业构建以新一代信息科技为依托，符合企业业务特点，适合其

发展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和低碳化转

型，缓解与日韩等国的碳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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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碳排放核算体系，增强国际话语权。一是依托南京

市商务局会同南京自贸区打造的“碳擎——企业数字化碳管理

平台”，复制推广“碳中和”标签的相关经验做法，丰富在机

电、化工、钢铁、轻工等出口行业的应用场景，提供更多符合

国际低碳标准、行业规范的碳标识解决方案，助力行业低碳转

型。二是健全碳排放统计体系，在全省范围内加快布局自主可

控的国产温室气体检测设备，提高江苏省碳排放监督与核算能

力，保障国家数据安全。三是加强碳排放核算与国际碳减排规

则专业人才培养，提高江苏应对相关国际规则能力，为以后参

与RCEP成员国乃至全球碳减排谈判、提升国际话语权做好人才

储备。 

 

（作者董锋，系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张晓云，系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孙娇娇，系中国

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汪超，系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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