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13 日， 受炎热天气和干旱影
响， 美国得州用电需求达到有史以来
的最高水平， 给该地区电网运行带来
考验。 而得州用电量“破表”只是全美
进入“电力紧急”状态的一个缩影，美
国正在陷入前所未有的“能源恐慌”。

在俄乌冲突加剧全球能源危机、美
欧对俄发起多轮制裁的大环境下， 美国
无法独善其身， 目前已经陷入了既缺油
又缺电的状态，6 月第二周，全美汽油均
价首次突破 5 美元/加仑。美能源供需严
重失衡、 经济衰退预期走强等多方面问
题集中爆发， 使得民众愈发质疑美政府
的危机管理水平。

油气价格双双飞涨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 ，6 月 11
日， 全美汽油均价有史以来首次突破
5 美元/加仑， 加州甚至出现了超过 6
美元/加仑的“超高”价位。 有评估显
示，过去一年间，美国汽油均价上涨幅
度已超过 2/3。

汽油价格上涨的同时， 天然气价格
也在快速上行。 截至 6 月第二周， 美国
NYMEX 天然气期货合约价徘徊在 9 美
元/百万英热单位， 较年初上涨超过
130%，创 2009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总统拜登敦促埃克森美孚

等油气生产商“加速钻探”，以缓解本
土供应吃紧的情况。 但美国油气生产
商普遍表示，短期内无法迅速恢复页
岩开发 。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估
计，美国大型油气公司今年的产量仅
会增长 3%。

《金融时报》指出，资本纪律、供应
链困境以及飙升的投入成本，使得美国
油气生产商提产动力不足。 截至 5 月
底， 美国原油产量约为 1160 万桶/日，
远低于疫前 1300 万桶/日的水平。 美国
能源信息署预计，年底前美原油产量有
望达到 1190 万桶/日，但这样的水平仍
然难以遏制持续飙涨的燃料价格。

全美进入电力紧急状态

油气市场的紧张状态， 已经蔓延
至电力市场， 包括得州在内的美国多
地均出现了远高于往年的用电需求。
白宫于 6 月 6 日发布声明称，当前，美
国全国已经进入 “电力紧急状态”，直
接威胁到国家安全和民生质量， 公用
事业公司和电网运营商必须提前进行
规划。

鉴于美国大部分地区受到干旱和热
浪的冲击， 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和
北美电力可靠性委员会先后发出警告，
电力产能无法赶上创纪录增长的需求，

电力市场供需严重失衡， 今夏多地面临
停电断电、轮流限电的风险。

事实上，“电荒”背后是美国电力
保供能力严重低下、基础设施老旧落
后。 一方面，美国仍然依赖传统化石
燃料 ， 在油气供给持续吃紧的情况
下，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导致供电能
力并不稳定。 另一方面，电网设施老
化且落后 ，随着气候危机加剧 ，极端
天气频发，保供能力严重受创已经成
为常态。

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困境导致
美国太阳能组件和设备供不应求，加
重了该国的电力危机。 美国联邦政府
预计，2023 年， 全美部署的太阳能组
件中约有一半目前“处于危险之中”。
全国范围内，大批太阳能项目正在被
推迟或取消。

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期

“短期内，我们能提供的提振措施
少之又少。 ”美国智库两党政策中心能
源项目执行主任 Sasha Mackler 表示 ，
“从长期来看，只有尽可能地强化保供
能力，并加强供应链多元化，才能更好
地推进电气化进程， 进而实现美国能
源结构重塑。 ”

国际民调机构益普索和美国广播公
司的最新民调显示，71%的受访者对联
邦政府降低通胀的措施感到失望。截至
5 月底， 美国通胀正在以自 1981 年 12
月以来最快的速度扩大，其中化石燃料
价格上涨已成为推动通胀的最主要力
量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油市大幅
收紧的预期持续走强。 截至 6 月第二
周， 全球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已再次攀
至 120 美元/桶的上方。

在此背景下， 美国经济正在陷入前
所未有的衰退期。 《金融时报》与芝加哥
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最新调查显示，近
70%的高级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经济将
在 2023 年陷入衰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及随之而来的能源成本上涨， 被认为是
导致未来一年美国通胀持续上升的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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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价格屡创新高，多地用电量“破表”，全国进入“电力紧急”状态———

美国陷入“能源恐慌”
■本报记者 王林

来来自自美美国国的的碳碳关关税税新新设设计计：：

从从惩惩罚罚低低碳碳价价转转向向惩惩罚罚高高碳碳含含量量
■■吴必轩

6 月 7 日 ， 美 国 民 主 党 参 议 员 怀 特 豪 斯 （Sheldon
Whitehouse） 联合另外三位民主党参议员向参议院金融委员
会提交了一个设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的
立法提案，名为《清洁竞争法案》（CCA）。 这个提案呈现了一
种明显不同于欧盟碳关税的新设计。 此外，相较于此前出现
的“美国版碳关税”方案，CCA 所规定的碳税义务既适用于
高碳的进口产品，也适用于高碳的美国产品。

CCA的基本逻辑是： 以美国产品的平均碳
含量为基准线，对碳含量超过基准线的进口产品
和美国产品均征收碳费。 在 CCA 下，碳税的征
收对象是一些能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包括化石
燃料、精炼石油产品、石化产品、化肥、氢气、己二
酸、水泥、钢铁、铝、玻璃、纸浆、纸张和乙醇。

生产上述初级产品的美国企业， 如果负
有向美国环保署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
务，则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报告其排放量、电耗
和产量。 根据这些数据，美国财政部将计算出
每一种美国产品的平均碳含量 （覆盖范围一
和范围二排放），并以此作为基准线。 在 2025
年至 2028 年期间 ， 这个基准线每年下调
2.5%，从 2029 年起，基准线每年下调 5%。 从
2024 年开始，不论是美国产品还是进口产品，
如果其碳含量低于基准线 （即美国同类产品
的平均水平），则无需缴纳碳费。 反之，如果碳
含量超过基准线， 则对超出部分征收 55 美
元/吨的碳税。 这个碳税标准每年上浮 5%。

2024年和 2025年，进口碳税只适用于上述
提及的产品范围， 即一些能源密集型的初级产
品。 但是，从 2026年起，产品范围开始向下游延
伸———如果进口的加工产品中含有 500 磅的涉
税初级产品，也要被征收碳费。 到 2028年，这个

门槛将进一步降低到 100磅初级产品。
那么，对于美国生产的加工产品，如果含

有 500 磅美国生产的涉税初级产品， 是不是
也要收碳税呢？ 目前看是不用。 这里的逻辑似
乎是： 美国生产的加工产品已经从其上游初
级产品那里继承了碳税成本。 但其实这里有
漏洞， 因为美国的垂直整合企业有可能规避
掉高碳初级产品的碳费。

CCA 还规定， 加工产品的原产地由其包
含的初级产品决定， 加工产品中如包含多种
初级产品， 则其碳费为各种初级产品的应缴
碳费之和。 这一定会引出一系列非常复杂和
棘手的技术问题。

进口产品的碳含量采用原产国的行业平
均碳强度。 如果原产国的排放数据不可靠或
无法验证，则采用该国整体经济的碳强度。 而
“来自透明经济体的生产者”可以使用自己的
碳强度，也就是说不使用行业平均值。 最后这
一句话非常眼熟，似乎又预示着某种“非市场
经济”待遇。

美国生产的初级产品在出口时可享受碳
税返还，但美国生产的加工产品则无此待遇。
另外，CCA 还规定，对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进
口产品实行豁免。

美国 《清洁竞争法案 》体现了不
同于欧盟 CBAM 的一种新的碳关税
设计。 欧盟 CBAM 是针对进口产品
的全部 “内嵌排放” 征收边境碳税。
CCA 则仅对进口产品超出基准线
（美国同类产品的平均碳含量） 的那
部分排放征收边境碳税。 换言之，欧
盟 CBAM 是对进口产品的 “绝对碳
含量”征税，而 CCA 则是对进口产品
的“相对碳含量”征税。

这两种不同的碳关税设计会产

生 截 然 不 同 的 效 果 。 由 于 欧 盟
CBAM 征 收 的 边 境 碳 税 是 完 全 镜
像欧盟的碳价 ，所以整个政策背后
的逻辑是 ：所有进口产品的单位碳
排放成本必须与欧 盟 产 品 的 单 位
碳排放成本持平 。 在 欧 盟 的 措 施
下 ，进口的钢铁即使比欧盟的钢铁
更 “绿 ”，也无法免交碳关税 。 但是
另一方面 ，由于欧盟在计算边境碳
税时要扣除进口产 品 在 本 国 已 支
付的碳价 ，所以只要进口产品本国

的碳价与欧盟的碳价相同 ，那么不
论其钢铁的碳含量是高还是低 ，都
可以免交碳关税 。

相比之下， 由于 CCA 关注的是
“相对碳含量”，所以只要进口的钢铁
和美国钢铁的平均水平一样“绿”，那
么在进入美国时就可以免交边境碳
税。 这个结果并不受进口产品国家碳
价高或低的影响。 换言之，CCA 并不
关注美国之外的碳价，它直接惩罚高
排放的生产者。

笔者认为 ，CCA 的设计者选择
“相对碳含量”， 绕开了美国没有碳价
的问题。

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需要一个
参照物， 或者说一个理由。 在欧盟的
CBAM下， 这个参照物是欧盟的碳价，
也就是欧盟产品的碳成本。CBAM的逻
辑是：进口产品的碳成本如果低于参照
物，就会发生“碳泄漏”（欧盟产业外迁），
就会有不公平竞争，所以要通过征收碳
关税来抬高进口产品的碳成本。

但是到了美国这里， 就拿不出碳
价做参照物， 因为美国既没有全国性
碳市场，也没有碳税。 怎么办？ 美国的
立法者起初一直纠结于如何才能确定
美国产品的碳成本。 去年 7 月 19 日，

在 CBAM 方案公布后 5 天，美国的两
位议员就拿出了一个美国版的碳关税
立法提案———“FAIR 法案”。 它以美
国企业承担的环境合规成本作为碳成
本。这个说法非常牵强，而且环境合规
成本也很难量化。

现在 CCA 的设计者跳出了这种
思维模式，不再纠结于碳成本，直接把
美国产品的平均碳含量作为参照物。
从可操作性上看， 这比量化美国产品
的碳成本要简单一万倍。 当以平均碳
含量为参照物时，CCA 的逻辑就变成
了 ： 进口产品必须和美国产品一样
“绿”，如果产品不够“绿”，不管它是进
口的还是美国生产的，都要征收碳税。
由于这个碳税并不来自于一个客观参

照物，例如碳市场价格，所以它可以是
55 美元/吨， 也可以是 155 美元/吨，
只要平等地适用于进口产品和美国产
品就没有问题。

目前， 美国对碳关税的质疑主要
来自共和党。 但笔者的感觉是共和党
议员的态度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转
变， 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开始对碳关
税持开放的态度， 这与一年前的情况
明显不同。目前，碳关税已经吸引了美
国民主与共和两党议员的兴趣。 虽然
现在预言美国的碳关税立法前景还为
时尚早， 但整个天平正在向支持者一
边缓慢倾斜。

（作者系中国碳中和 50 人论坛
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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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 欧洲太阳能行业
协会发布《全球市场展望报告》指出，
2021 年，拉美地区新增光伏发电装机
960 万千瓦，涨幅达 44%。 截至 2021
年底，拉美地区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规
模已超过 3000 万千瓦，较 2015 年增
长超过 40 倍。 预计在政策推动下，未
来， 拉美地区光伏市场将持续向好，
2026 年前，该地区光伏发电装机每年
将新增 3080 万千瓦。

报告指出，未来 5 年，拉美地区
有望跻身全球前五大光伏市场。 目
前，拉美地区约 25%的能源供应来自
可再生能源，主要是水电和生物质能
发电，随着减排和经济复苏需求的增
加，发展光伏逐渐成为该地区的重要
工作。 其中，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等
国，都将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
能源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提
出绿色计划或相关倡议。

巴西是拉美地区率先通过集中式
光伏电站招标等方式部署可再生能源
的国家。此外，分布式光伏项目在巴西
也一直享受优惠政策，包括减税、允许
业主将剩余电量上网售卖等。

巴西太阳能协会首席执行官
Rodrigo Lopes Sauaia 表示，政策支持
是巴西光伏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关
键。 根据巴西的最新法案，2022 年底
前投运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将享受减
税政策至 2045 年。

在电费高涨的情况下， 光伏已经
成为巴西用电的热门选择。“过去一年
间，巴西电价上涨了 20%至 25%，而对
于选择光伏的终端消费者来说， 无疑
将省下一大笔日常开销。 这也进一步
增强了光伏发电的竞争力。 ”Rodrigo
Lopes Sauaia 说。

欧洲太阳能行业协会统计的数
据显示，2021 年， 巴西光伏发电新增
装机规模达 500 万千瓦。 截至今年 4
月底，巴西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规模已
经达到 1500 万千瓦。 预计 2022 年，
巴西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将超过
1200 万千瓦，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规模
将达到 2500 万千瓦， 产业呈爆发式
增长。

不过， 随着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规
模的上涨， 巴西正面临储能发展滞后
的困境。 2021 年，巴西集中式光伏电
站招标规模已有所缩减。 据 Rodrigo
Lopes Sauaia 透露，巴西业内已经成立
了相关工作组，希望从立法、监管、税
收、技术、融资等方面制定路线图。

拉美地区的另一大经济体哥伦
比亚的光伏市场也正处于加速发展
阶段。 此前，限制哥伦比亚光伏产业
发展的重要原因是输电网络不发达。
2019 年，哥伦比亚启动电网改造和升
级工作，目前市场条件已经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改善，能源企业纷纷投资光
伏项目。

智利同样具有较好的光照辐射
条件。 截至目前，智利光伏发电累计
装机规模已超过 300 万千瓦，年光伏
发电新增装机规模在 50 万千瓦左
右，增长稳定。 根据智利政府的规划，
为达成降碳目标，未来智利将至少新
增 600 万千瓦的可再生能源装机。

有业内人士预计，在拉美市场的
支撑下，今年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规模将首次突破 2 亿千瓦大关，创造
新的纪录。 而欧洲太阳能行业协会预
测，到 2026 年，拉美地区，特别是巴
西，将成为全球光伏发电新增装机的
主要市场。 （董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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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光伏发电迅猛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