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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信息

自 2002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先提出“绿色发展”概念以来，绿色发展逐渐成为中国解

决“成长的烦恼”问题的重要战略选择。绿色发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绿色发展尝试解

决“黑色经济”的一系列外部性问题，主要是指生产方式的绿色化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而广

义的绿色发展尝试解决“转型经济”的一系列环境外部性问题，包括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和清

洁发展等。低碳发展是广义绿色发展的一个时代命题，是中国现阶段绿色转型问题研究的重要

内容。当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时，中国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急

迫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答低碳发展的问题、思路与对策。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系魏楚副教授所著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特征与减排战略研

究：基于产业结构视角》一书以全球气候变化入题，基于方向距离函数、计量分析等方法，从

产业结构视角对中国各地区和各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特征、减排效率、减排成本和减排战略等

进行了细致研究，客观精准地回应了低碳视阈下中国绿色发展的战略思路与举措，为“十三五”

时期乃至更长远阶段上中国二氧化碳的深度减排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具有显著的前瞻性、

学术性和实践性。

从研究内容来看，全书主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了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必要性，从

区域和产业两个视角探讨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趋势性，从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分析了中国二

氧化碳减排的可行性。首先，以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落脚点的二氧化碳减排一方面体现出学术

研究的严谨性，另一方面符合国际气候谈判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其次，全书构造了一系

列产业结构指标，并独具匠心地加入了劳均资本、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和人均私家车拥有

量等指标来分析中国各地区 / 各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与减排潜力。第三，通过加权方式所

构造的“兼顾公平和效率”指标能够较好地分解二氧化碳减排任务，对于“中央政府—省级政

府”层面上的减排任务分解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研究方法来看，全书基于卡亚恒等式、环境敏感性生产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统计和

计量模型对产业结构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剖析和实证检验。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卡亚分解可以直接分解出产业结构因素，全书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

解法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分解，并揭示了产业结构因素在二氧化碳排放中的作用。另一

方面，环境敏感性生产率分析方法是生产率测度和减排成本测度的重要方法，包括指数法、距

离函数法和方向性距离函数法，全书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将环境敏感性生产率分析方法运

用到二氧化碳生产率和二氧化碳减排成本的测度之中。

从研究结论来看，理论层面上的研究结论包括产业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和减排的影响机理，

实证层面上的研究结论包括产业结构指标对二氧化碳排放和减排的具体影响，譬如：“产业结

构的变动会通过碳生产率的改变而影响碳排放的总体数量与排放规模”，“2009 年六大产业部

门中能源部门二氧化碳排放最大，能源、工业和交通业三部门占全部排放的 97%”，“产业结

构效应在 2000 年之前和 2005 年之后较为显著，但在 2003—2005 年之间所起作用很小”等。

基于此类结论，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和规模，作者创新性地提出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思路——“加”、“减”、“提”、“转”。“加法战略”是指大力发展低碳型、固碳型产业；

“减排战略”是指遏制重化工业、关停落后产业；“提升战略”是指升级传统产业、提高资源

效率；“转移战略”是指转移高碳产品生产、替代高碳能源。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伴随着中国绿色发展进程的加速，中国碳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指

日可待，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及其减排问题将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研究主题。该书明确了我国不

同产业 / 地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驱动因素，揭示了产业结构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作

用机制，并对我国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和分解目标进行了评价和模拟，是国内研究此类课题的高

水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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