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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效市场机制项目 

招标咨询子项目 

全球气候治理重大问题研究 

任务大纲 

 

一、项目背景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关乎人类前途命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

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近年来个别国家

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

不合则弃，以自身短期利益为考量，决定是否遵守国际气候协定，

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

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等，这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

严重阻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要求必须密切跟踪

全球气候政策、国际碳关税政策等变化，科学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

提出积极推动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本课

题将聚焦全球主要经济体气候政策走向、《巴黎协定》关键议题及国

际碳关税政策等，深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重大问题，为相关工作开

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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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密切跟踪研究全球主要经济体气候政策

走向、《巴黎协定》关键议题、国际碳关税政策等全球气候治理重大

问题，就全球主要经济体气候政策、美欧等国碳关税政策等国际环

境变化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影响开展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应对

策略，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体现大国担当提供有力支撑。 

三、项目任务 

（一）全球主要经济体气候政策及《巴黎协定》关键议题跟踪

研究 

1.《巴黎协定》关键议题跟踪研究 

密切跟踪《巴黎协定》下减缓、适应、透明度机制（ETF）、市

场机制、全球盘点（global stocktake）等相关议题，结合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重点领域和热点问题，深入分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 27 次缔约方会议、减缓、适应、资金、损失损害等重点议题

最新动向，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梳理历次《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所形成的全部决定，研究《巴

黎协定》中的各原则性条款如何被逐步落实为具有约束力的、可供

执行的规则，以及对缔约方的具体要求，提出落实《巴黎协定》的

相关政策建议。 

2.《巴黎协定》履约情况评估 

截至到 2022 年的主要经济体的履约情况（包括问题、不足）、

下一步的谈判动向分析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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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经济体气候政策跟踪研究 

密切跟踪美国、欧盟、日本、基础四国、最不发达国家、小岛

屿国家、非洲国家等经济体气候政策动向，特别是深入分析乌克兰

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气候政策、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等最新变化，

提出应对考虑。 

4.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跟踪研究 

密切跟踪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政策、措施和成效，深入分

析中国进一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总体考虑、战略重点和

政策导向，并就更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开展深入前期

研究。 

5.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全球温控目标的最新立场及对中国经济社

会的影响分析研究。 

6.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最新情况跟踪及对中国

的政策启示。 

7.分析论证本项目相关政策建议可能产生的环境与社会效益和

影响，并针对可能存在的影响提出缓解措施和办法。 

（二）国际碳税及碳关税政策研究 

1.主要经济体碳税制度跟踪研究 

跟踪美国、欧盟、加拿大、英国等经济体碳税进展，对以上经

济体碳税的实施形式、计税依据、征收环节、税率水平、税收用途

等进行深入分析。 

2.主要经济体碳税政策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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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跟踪美国、欧盟、加拿大、英国等经济体碳税的碳价格走

势及政策动向，特别是深入分析在能源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各经济

体气候政策、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对碳税价格走势的影响。 

3.中国碳税制度的研究 

对我国实施碳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碳税的制度设计、推进

路径进行前期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4.国际碳关税进展跟踪研究 

密切跟踪美欧碳关税实施进展，深入分析研判美欧碳关税的制

定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 

5.研判欧盟 CBAM 对中国及全球的影响 

基于数量模型详细测算欧盟 CBAM 政策不同覆盖范围下对中

国贸易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影响，其中欧盟 CBAM 的研究

范围包括其过渡期内所覆盖的各类产品（钢铁、铝、水泥、化肥、

塑料、有机化学品），以及过渡期后可能覆盖的其它产品；研究和测

算 CBAM 未来可能对我国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研究欧

盟 CBAM 对全球其他重点国家经济和产业链的影响。 

6.提出中国应对 CBAM 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建议。 

四、项目产出 

《全球主要经济体气候政策及《巴黎协定》关键议题跟踪研究

报告》 

《国际碳税及碳关税政策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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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度要求 

1. 自合同签署日起 1 个月内，召开项目启动会，并提交中文版

《启动报告》。 

2. 自合同签署日起 6 个月内，提交中文版《全球主要经济体气

候政策及《巴黎协定》关键议题跟踪研究报告》（初稿）、《国际碳税

及碳关税政策研究报告》（初稿）。 

3. 自合同签署日起 9 个月内，提交中文版《全球主要经济体气

候政策及《巴黎协定》关键议题跟踪研究报告》（终稿）、《国际碳税

及碳关税政策研究报告》（终稿）。 

4. 自合同签署日起 9 个月内，提交上述成果产出主要内容的英

文版。 

六、项目预算 

本项目合同预算不高于 10 万美元。 

七、承担本项工作的咨询服务机构应具备的资质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构； 

（二）在主要经济体气候政策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

具备气候政策的课题研究经验； 

（三）在国际气候谈判、《巴黎协定》研究和国际贸易领域具有

较强的研究实力，具备参与国际气候或贸易谈判的经验； 

（四）已有研究成果已取得较大社会影响力。 

对于咨询方专业人员的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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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应拥有一支熟悉国际国内政策、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

强的专家队伍。 

核心成员应对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气候政策走势、国际碳税

及碳关税进展和政策走势有长期跟踪并熟悉国际经贸规则最新动

向。 

团队成员应具有较强的数量模型基础，了解钢铁、水泥、肥料、

塑料、氢、氨等行业情况，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得到政府部门认

可并发挥了一定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