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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碳中和的政策设计如不将公平正义考虑其中，会低估中、低收入

人口对减排的贡献。 

一方面，中低收入人口消费量相对较低，排放相对较少，其所从事的

生产活动，也主要是排放强度相对较低的领域。另一方面，减排政策若无

相应配套政策，会对一部分人造成冲击。减排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变化，一定会导致部分人群失业和收入降低，这需要得到关注。 

此外，碳达峰碳中和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意味着要把排放的外部性内

部化，内部化就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成本提高进而会在相对价格上反映，

将会冲击部分人群的福利，这对中低收入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高收入人口

的影响。 

因此，要以公平分配排放权加交易的方式，兼顾碳目标和共同富裕两

个目标。 

首先，要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给碳排放定价。碳定价有两个主要政策

工具，其一是碳税，其政策落脚点在于将碳排放总量控制住，而碳税政策

的特点是固定价格，同时把排放量交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碳税最大的劣

势就是并不能保证最终碳排放量符合减碳目标。与碳税相对应的另一个碳

定价政策工具，是排放权配额+交易，该政策工具最大的优势是能够保证排

放量符合减排目标，但不能保证碳排放价格稳定。 

其次，排放权配额加交易的安排，如何能够在确保减排的同时，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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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呢？10多年前，我主张把排放权界定到电厂或省市。今天，我认

为应该将排放权直接地、完全平等地界定到每位居民。在此制度之下，企

业不直接具有排放权，生产活动所需排放空间需要向个人购买。针对企业

负担可能增加的问题，可按税负中性原则，相应核减企业一定量的其他税

负，比如所得税，最终使企业的总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当然，从宏观

的税负中性原则下核定的新税率安排下，有些企业效率高，而有些企业则

会被淘汰，减排将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实现。预期还将产生其他政策效果，

如地方为获得排放空间而愿意吸纳更多流动人口，可能会促进流动人口市

民化，还将促进全社会动员共同促进碳减排，社会成员具有公平界定的碳

排放权，中低收入群体可通过等价交换体面地获得收入。目前已经有企业

能够提供个人碳账户工具，记录个人的碳足迹。而且，中国在这次冠疫情

防控过程中，创设了直接针对每个人的行动轨迹记录工具。由此可见，我

们有相应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 

最后，如能够实施将引领人类社会的碳中和和共同富裕两个伟大而崇

高的目标。碳中和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国家的行动目标，其他国家包括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共同富裕则鲜

明地作为中国的奋斗目标，富有凝聚力、更加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以这

样的政策安排来实现减碳和共同富裕，是真正的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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