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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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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 案例

– 美欧诉我焦炭及原材料案

– 美在WTO诉我可再生能源补贴及301调查案

• 入世十年贸易的环境影响

– 产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

– 在贸易价值量顺差的同时产生巨额环境逆差

• WTO的多哈（Doha）回合关于贸易与环

境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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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及原材料案

• 背景
– 中国的出口1500万吨，占全球50%
– 2002年，欧盟警告中国，要诉中国焦炭倾销

– 2003年，欧盟关闭了焦炭企业

– 2004年，中国内需巨大，开始实施焦炭出口配额

政策

– 2005年，欧盟威胁中国，要诉中国违反WTO规

则，理由是使用了出口配额

– 2010年欧盟、美国、墨西哥向WTO提起诉讼

– 2011年中期裁定结果：中国多项贸易政策违法
WTO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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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生产的环境影响

• 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 
– 在结焦过程中产生的苯并芘等苯系物和酚、氰、硫
氧化物、氯、碳氢化合物等

– 空气与焦炉煤气燃烧生成的SO2、NOx、CO2等气

体

– 以及出焦时灼热的焦炭与空气接触骤然生成的CO、
CO2、NO2等气体。

– 这些污染物中，最有害的是二氧化硫和苯并芘，其
中，二氧化硫是造成“酸雨”的罪魁祸首，而苯并芘

是一种强致癌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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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生产的环境影响

• 水污染物主要是:
– 在粗煤气冷却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氨水和回收过程产
生的废水中所含的氨氮、酚、氰、苯可溶物等污染
物。

• 固体废物主要包括: 
– 焦粉、矸石、中煤、煤泥等，受到降水淋渗的作
用，渗透到浅层地下水中，造成对地下水的污染。

– 此外，焦炭生产的焦油渣、粗苯再生渣、沥青渣等
都属于危险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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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生产的环境影响

• 结论：

– 出口越多，污染越严重

– 产品输出国外，污染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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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T-XX条

• GATT第20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主要是其中
的（b）、（g）两项，其规定如下：

• （b）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所必需的措施；

• ……
• （g）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
合，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
有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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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及原材料案

• 但是，WTO的裁决认为中国的出口限制

违法了非歧视性原则：

– 配额

– 出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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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启动301调查

• 背景
– 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WTO争端案

– 中国焦炭等产品的出口限制措施

– APEC环境产品与服务非关税措施(NTMs)
– 人民币升值

– 背后的原因

• 美国大选

• 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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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启动301调查

• 案情分析
– 从UNFCCC的角度

• 气候变化的紧迫新，各国应立即采取可能的行动减缓温室气体减
排。

– 我们在行动，美国为什么要批评我们的行动？

– 美国又在干什么？以22吨/人年居首为什么不签署京都议定书？

• 第4条第3款规定，附件二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

方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他缔
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环境
的技术和专有技术，以使它们能够履行本公约的各项规定。在此
过程中，发达国家缔约方应支持开发和增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
自生能力和技术。

• 第3条第2款原则应当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尤其是特别易

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具体需要和特殊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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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启动301调查

• 案情分析
– 从WTO的角度

• WTO不仅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而且将可持续发展
作为WTO原则之一 —— 从GATT到WTO的变化

• WTO多哈新一轮谈判，首次将环境议题纳入一揽子谈

判之中，特别是将环境产品与服务（包括气候友好的
产品）纳入到率先贸易自由化的行业。

• 环保部跟踪WTO环境与贸易谈判并一直致力于从室内

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三大类环境需求出发，提
出环境产品分为室内环境产品、传统环境产品、全球
环境产品的三分法提案。强调贸环境产品率先自由化
是为了改善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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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启动301调查

• 案情分析
– 从WTO的角度

• 美国政府自身在以往尤其应对金融危机中，通过出台
各项能源法案，实施不同形式的政策优惠，促进新能
源产业来发展，也对别国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也并非
完全符合WTO规则

– 《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

– 《2007年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

– 《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

– 《2009年经济复兴与再投资法案（ARRA）》

• 美国的《农业补贴法案》
– 客观上鼓励农民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了大量的无谓的温
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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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 贸易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 基于国际的方法学
• SIA
• IA
• RTA

– 国际案例
• NAFTA后评估

– 实践经验
• 环境逆差报告

• 中日韩自贸区

• 中挪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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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宏观经济与对外贸易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 基于I-O表的历史数据分析
• 对贸易的环境影响进行定量评价

– SO2
– CO2、能耗
– COD

• 按照万元产值的环境排放对行业排序
– 单个因子排序：SO2、CO2、COD
– 综合排序：协同控制SO2/CO2

– 基于CGE 模型的未来情景分析
• 对未来不同情景下的贸易的环境影响进行定量评价

– SO2
– CO2、能耗
– COD

• 对未来不同情景下的按照万元产值的环境排放对行业排序
– 单个因子排序：SO2、CO2、COD
– 综合排序：协同控制SO2/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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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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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associated with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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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结果
• 过去30年，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对拉动我国的经
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在贸易价值量顺差的同时，大量出口所产生
的巨额环境逆差日益凸显，形成“产品输出国外、污
染留在国内”的尴尬局面。

• 外贸在过去十年中对SO2、COD等污染物排放的贡
献都在20%以上，对CO2排放的贡献在30%以上。这
意味着，我国20%的SO2、COD和30%的CO2排放是
由净出口到国外产品中的隐含污染物排放所致，这
些污染物排放留在了中国，而产品却输出到了国外。
如果按照欧洲碳交易市场平均交易价格10欧元/t计，
2007年净出口所产生的碳排放相当于我国损失了171
亿欧元，即我们替其他国家生产产品释放了碳却没
有获得应有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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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结果

• 随着中国对外发展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环
境、资源越来越难以支撑粗放式的经济增长
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同时，随着我国传统
比较优势逐步缩小、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
人民币升值和资源环境安全压力不断增大，
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势在必行，必须
朝着高附加值、服务贸易方向，特别是向绿
色贸易转型。因此，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
现绿色贸易已成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优先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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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ha 回合关于贸易与环境的谈判

• 2001 多哈会议

–中国入世

–新一轮谈判

–环境议题的谈判 DDA 31, 3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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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ha 回合关于贸易与环境的谈判

• 31.1 WTO多边贸易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的关
系研究和谈判

• 31.2  MEA秘书处的观察员地位

• 31.3 减少或适当消除环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
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研究和谈判

• 32.1 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研究和谈判

• 32.2 知识产权协议谈判中的贸易与环境问题
对策和立场研究

• 32.3 贸易与环境谈判中生态标签问题的研究
和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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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回合?

• 谁的贸易成长最快?
• 谁受到的指责最多?
• 谁对环境有强大的需求? 
• 谁最应该关注贸易与环境问题?
• 谁是 dem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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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挑战与机遇并存

•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产品竞争力的不断
增强，机遇将大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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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欢迎咨询贸易与环境问题

胡涛
hu.tao@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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