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地区旅游业能源消耗的ＣＯ２排放测度研究1 

谢园方，赵 媛 

【摘 要】：旅游业与气候环境变化息息相关，低碳旅游是旅游业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响应，也是低碳经济的延伸，

将会给全球旅游业带来深远影响。但目前国内大部分有关低碳旅游的研究仍停留在定性阶段，尤其是旅游业碳排放

的测度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在深入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能源消耗平衡表为依据，借鉴“旅游

消费剥离系数”概念，构建出符合我国目前统计口径的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方法。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范围，

对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旅游业碳排放进行测度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目前在长三角地区，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持

续攀升，并与旅游业总收入成正相关。其中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碳排放在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中占主导地位，而旅

游餐饮、住宿和购物过程中的碳排放也不容忽视。旅游收入增长与旅游低碳化发展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迫切需要

转变旅游业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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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旅游业早已不是“无烟产业”，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大多数与旅

游相关的设施和活动都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碳排放，旅游业碳排放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日渐受到关注。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旅游发展与环境问题就引起了许多专家的注意。Ｔａｂａｔｃｈｎａｉａ－Ｔａｍｉｒｉ

ｓａ等在夏威夷用投入—产出法对旅游者的能源需求进行了评估，探索了能源利用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联系
［１］

；

ｎｇ也认为能源利用是旅游业影响全球环境的重要方面
［２］

；Ｂｅｃｋｅｎ等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利用模式、交通与住宿等多

个角度，对旅游业能源利用进行了深入研究
［３～５］

。之后，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暖化，人们更加关注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出现

了许多研究旅游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文献。Ｄｕｂｏｉｓ等对法国２０５０年旅游业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预测
［６］

；Ｐｅｒｃｈ－

Ｎｉｅｌｓｅ等构建了测算瑞士旅游业温室气体密度的体系，并将旅游业的温室气体密度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对比，同时

将瑞士旅游部门的温室气体密度与欧洲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为衡量国家旅游业发展水平提供了参考
［７］

。 

 旅游交通碳排放也是不少学者研究的热点。Ｂｅｃｋｅｎ在对新西兰旅游交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跨国旅行消耗的能

源量是国内旅游的四倍，改变旅游者的出行方式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其能源需求及碳排放量
［５］

。Ｐｅｅｔｅｒｓ等分析了欧洲

旅游交通所带来的环境影响，认为要降低欧洲旅游的外部成本应该重点关注降低旅游航空与洲际旅游的影响
［８］

。Ｔｚｕ－Ｐｉ

ｎｇ对台湾五个国家公园旅游交通的碳排放进行测定后，认为政府部门应采取积极管理措施，通过价格调整的方法，增加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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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因子，引导游客从使用私家车出行转向使用公共工具出行，以及选择离居住地较近的旅游目的地，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旅游

交通的碳排放
［９］

。除旅游交通碳排放研究外，也有一些针对旅游地碳排放的研究。Ｊｏｅ等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和能源利用模

型，来系统测定旅游地能源消耗和排放水平
［１０］

。Ｄｉｃｋ等则对旅游地碳足迹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１１］

，认为航空旅行

显然是旅游温室气体排放最主要的部分，但对于旅游地而言，酒店能源消耗和废物处理这两方面应该予以足够重视，有必要对

其进行详细审查。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碳排放税方面的研究。Ｒｉｃｈａｒｄ使用国际旅游流的仿真模型研究了碳税对

跨国旅游的影响
［１２］

，他认为对航空燃料征收碳税尤其会对高排放的长途航班产生影响；同时由于起飞和降落时的排放较多，

征收碳税也会对短途航班造成一定影响；而中等距离航班受到的影响最小。Ｋａｒｅｎ等使用国内外旅游流模型来评估英国飞

机乘客税（ｔｈｅ Ａｉｒ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Ｄｕｔｙ）调整对旅游业带来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中假设了四种飞机乘客

税调整后的水平，分别对其进行测算，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１３］

。 

  现在国内许多学者也开始展开对低碳旅游的研究。蔡萌等探讨了低碳旅游内涵，围绕旅游吸引物、旅游设施、旅游体

验环境以及旅游消费方式等旅游发展的过程要素，提出了低碳旅游的主要实现路径
［１４］

；刘啸针对北京郊区的实际情况，提出

了相应的低碳旅游发展理想模式
［１５］

。石培华等采用“自下而上”法，通过文献研究与数理统计方法，首次初步估算了全国旅

游业ＣＯ２排放量，在估算中将旅游业碳排放分为旅游交通、住宿和旅游活动碳排放三部分，分别测算。但由于数据限制，在

旅游交通碳排放估算中采用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经验数据，在旅游住宿碳排放估算中仅了星级饭店的ＣＯ２排放量，测算

结果相对保守和偏低
［１６］

。 

  总体来说，国内相关文献总量不多，仍以从宏观角度对低碳旅游进行综合定性分析为主，缺少定量分析，尤其缺乏对

旅游活动中ＣＯ２排放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
［１７］

，仍需进一步探索有效可行的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方法。因此，本文

试图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大旅游”的角度，构建一种适合我国现有统计口径的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方法，并以长三

角地区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能弥补旅游业碳排放缺少定量测度的不足，为更科学地衡量旅游业发展对环境变化的影响，

为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减排对策和建议提供科学依据。 

２ 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方法构建 

２．１ 旅游业碳排放的界定 

  旅游是游客消费的服务产品（包括交通通讯服务、游览服务、娱乐服务、饮食服务、旅店服务、商业服务、生活服务

等），以及食品、旅游用品和其他实物产品组成的产品综合体的过程
［１８］

。因此，广义的旅游业是由旅游景点、旅行社、餐饮

服务、交通业等许多行业组成的，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的产业链。如果旅游业碳排放测算只考虑狭义的旅游业，即仅测算旅馆

业和旅行社的碳排放，那实际上只是测算了旅游住宿和旅游服务过程中的碳排放，而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

中的很大部分（包括交通）都将被漏算。因此，测度旅游业碳排放应从广义旅游业的角度入手，才能更为真实客观地反映旅游

业碳排放水平。 

  然而，对广义旅游业进行研究，长久以来面临着数据不足、资料缺失等诸多困难。同时，为了能将测算出的旅游业碳

排放水平与其他行业进行对比，在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有必要与我国现行的统计口径相吻合。根据２００７年ＩＰＣＣ第四次评

估报告，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燃烧
［１９］

。旅游业碳排放的主体也是来自旅游各部门的消耗能源所释放出的ＣＯ

２。因此本文将旅游业的碳排放测度对象界定为旅游业各部门的碳排放量，即旅游业各部门在能源消耗过程中所排放的ＣＯ２

量。也就是说，要测度旅游业碳排放，首先必须明确旅游业各部门的能源消费量。然而，目前无论是《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

的“分行业能源统计”，还是《中国旅游统计年鉴》都没有针对旅游业能源消耗量的统计，必须要从现有的统计数据中剥离出

旅游业的能源消费量，这也是旅游业碳排放测度的根本问题。 

２．２ 旅游消费剥离系数计算 



 

  李江帆等提出用旅游增加值（即总产值扣除中间消耗的价值）来计算旅游业的产值，并提出“旅游消费剥离系数”的

概念，认为“按我国统计口径，旅游主要涉及交通、邮电、商业、饮食业和社会服务业这五个第三产业部门。因为这些部门的

产品只有一部分投入旅游消费，所以其增加值需要按一定的比例剥离出旅游者消费的部分，计入旅游增加值中。把含游客消费

的服务行业提供的增加值中旅游者消费部分所占的比重称为该行业的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具体的测算方法为：根据相应行业

的增加值率把旅游总收入中的购物、饮食、交通、邮电通讯、社会服务（含住宿、娱乐和其他服务）的总产值数折为增加值数，

再把这些增加值与该行业全部增加值的比例作为“旅游消费剥离系数”
［１８］

。 

  本文借助“旅游消费剥离系数”概念，将其运用于旅游能源消费领域，通过计算“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将旅游业的

能源消费量从能源消费总量中剥离出来。计算公式为： 

 

式中，Ｒｉ表示ｉ行业旅游消费剥离系数；Ｖｉ表示ｉ行业增加值；Ｔｉ表示ｉ行业旅游增加值，可以通过ｉ行业增加值

率乘以ｉ 行业旅游收入获得，其中ｉ行业增加值率是指ｉ行业增加值与ｉ行业总产值的比值。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我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产业分类，旅游业主要涉及第三产业

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三个行业部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地区能源平衡表中，与

旅游业相关的产业主要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产业分类基本吻

合。因此，为便于测算旅游业能源消费量，本文将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和批发

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旅游消费剥离系数两部分来计算。 

２．３ 旅游业碳排放的测度方法 

  目前我国还没有碳排放的直接监测数据，大部分与碳排放测度相关的研究都是基于对能源消费量的测算得来。旅游业

碳排放是旅游者、旅游企业在旅游活动和经营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排放的ＣＯ２，只占相关产业碳排放中的一部分。因此旅游业

碳排放应为各相关产业能源消耗量中用于旅游消耗的部分所排放的ＣＯ２，即： 

 

其中，Ｃ 表示旅游业的总碳排放量；Ｃｉ表示旅游行业ｉ的碳排放量；Ｅｉｊ表示行业ｉ 所消耗的ｊ 类能源量中与旅游

业相关的部分；ｆｊ表示ｊ 类能源的标准煤转换系数（表１）；ｋ表示单位标准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将ｋ值取为２．４５
［２０］

。 

 

其中，Ｅｉｊ′表示行业ｉ所消耗的ｊ 类能源量；Ｒｉ表示行业ｉ的旅游消费剥离系数。 



 

 

３ 长三角旅游业碳排放测度 

  长江三角洲西起镇江，东临大海，北至通扬运河，南达杭州湾北岸，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
［２１］

。由于经

济稳健高速发展，长三角已经成为我国旅游经济最发达、最活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是中国旅游的“金三角”，也是全

国旅游区域合作的领头羊。截止２００９年底，长三角１６市①拥有２处世界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和南京明孝陵；拥有国

家５Ａ级旅游景区（点）９家、４Ａ 级旅游区（点）１３０家；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１６家、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１６个、国

家工农业示范点３２家；国家优秀旅游城市３７个
［２２］

。旅游业已经成为长三角的重要产业，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

要推动和促进作用。但随着长三角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旅游业

低碳化发展，必须以科学的碳排放测度为基础，评价旅游地碳排放水平，分析旅游地碳排放潜力，制定相应的实施措施。因此，

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业碳排放测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３．１ 数据来源 

  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所需数据主要有两类：（１）基本数据。主要用来测算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包括旅游业相关行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总产值和增加值，旅游花费（收入）构成等。数据来源于江苏、浙

江和上海三地的统计年鉴，江苏省旅游统计公报，浙江省旅游概览等；（２）能源消费数据。由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不

相同，因此需要收集旅游相关行业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数据，包括原煤、原油、汽油、煤油、电力等，这些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的能源平衡表。 

３．２ 测度结果与分析 

３．２．１ 长三角旅游业碳排放特点 本文根据上述旅游消费剥离系数的计算公式（１），分别测算出江苏、浙江和上

海三地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旅游消费剥离系数（表２）。 



 

 

由表２可以看出，江浙沪三地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存在差异，这是由于三地的旅游业结构与城市交通体系不同。与江苏和浙

江相比，上海市交通仓储和邮电业中与旅游相关的部分所占比例较低，而在批发零售与餐饮住宿中与旅游相关的部分所占比例

明显高于江苏和浙江，说明上海市游客购物与餐饮住宿消费对该市场的影响作用更大。 

  将长三角地区的旅游业能源消费分成两大部分，利用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分别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

业和住宿、餐饮业的能源消费中剥离出来。根据公式（２～４）计算，得出长三角地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旅游业碳排放总

量及构成（表３）。 

 

  由表３中数据可以看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长三角旅游业碳排放总量持续攀升，从２００５年的４７４３．１３

万吨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６６６９．２５万吨，增长了４１％。而在此期间，长三角地区旅游总收入也在不断增长。旅游业碳

排放总量的变化趋势与旅游总收入成正相关（图１），计算其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７８，说明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从碳排放构成上看，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长三角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碳排放在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分别

为：６４．４９％、６５．２％、６５．５６％和６７．１７％；而旅游批发零售和住宿业碳排放在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中所占

的比例分别为：３５．５３％、３４．８％、３４．４４％和３２．８３％。可见，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的排放量是长三角

旅游碳排放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其在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仍在持续上升。 



 

 

３．２．２ 长三角各省（市）旅游业碳排放特点 从三地旅游业碳排放量上看，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期间，江苏省旅

游碳排放量最低；上海市最高，占长三角旅游碳排放总量的四成以上；而浙江省旅游业碳排放量增长幅度最大，从２００５年

的１２３７．５８ 万吨，增长到２００８ 年的２１５６．１万吨。从旅游业碳排放变化趋势上来看，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上海市旅游业碳排放所占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２００５年的５１％降到了２００８年的４１％；江苏省比较稳定，略

有增长，所占比例一直在３０％以下；而浙江省旅游业碳排放所占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从２００５年的２６％上升到了２

００８年的３２％ （图２） 

 

如上分析，长三角旅游业碳排放与旅游收入呈正相关，江浙沪旅游业碳排放变化与旅游经济增长变化也有密切的关联。２

００５年江、浙、沪三地旅游总收入分别为１８５５．４７ 亿元、１３７８．８２亿元和１５９４．３４亿元，２００８年分

别增长为３２６８．３９亿元、２２５０亿元和２０６０．３１亿元，其中江苏省旅游碳排放量最低而旅游收入最高，与之相

反，上海市旅游碳排放量最高而旅游收入最低，这可能与各省（市）旅游业碳排放结构不同有关。虽然从三地之间的比较来看

不呈正相关态势，但从各省（市）自身旅游业碳排放变化与旅游经济增长变化来看，两者仍呈正相关。江苏省旅游业一直保持

稳定增长，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也持续上升，两者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７９；浙江省旅游收入增幅最大，并在２００８年超过了

上海市，其旅游业碳排放的增长幅度也最大，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９８５；上海市旅游收入与旅游业碳排放的相关系数



 

为０．９３９３，旅游收入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出现了小幅下降，从２００７年２０７４．８亿元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２

０６０．３１亿元，同时上海市旅游业碳排放也出现了小幅下降。 

  除旅游经济发展外，碳排放构成也对旅游业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图３）。苏浙沪三地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的碳排

放一直高于其旅游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碳排放，表明各地旅游业的碳排放主要是由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碳排放所带动的。

上海市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碳排放量远高于江苏和浙江，这是导致上海市旅游业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因此，

在目前的旅游模式下，要实现低碳旅游的发展，合理有效地控制旅游交通过程中的碳排放仍是重中之重。 

 



 

 从变化趋势上看，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三地旅游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碳排放水平比较稳定，略有波动，旅游交通

仓储和邮电业碳排放量均呈增长态势。江苏省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碳排放量由７５７．７１万吨增加到１３１０．４４万吨，

在旅游碳排放总量中的比重由６９．８６％增加到７１．９２％；浙江省由７１４．３８万吨增加到１３５６．０４万吨，比

重由５７．７２％上升到６２．８９％；上海市则由１５８５．７３万吨增加到１８１３．５５万吨，比重由６５．５０％增

加到６７．３９％。可见，江苏与浙江两省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的碳排放增长幅度较大，而上海市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碳

排放增长速度减缓，２００７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这也导致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上海市在长三角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中的

占比逐年减少，并且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出现旅游业碳排放量减少的趋势。 

４ 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文对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方法的研究，以及针对长三角地区进行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１），借鉴“旅游消费剥离系数”，从旅游能源消耗的角度入手，来测度旅游业碳排放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尽

管以旅游消费剥离系数为基础来测算旅游业碳排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基于现行的统计体系和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数据资料，

这种旅游业碳排放测度方法是较为接近客观实际、切实可行的一种方法。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解决，如能源利

用效率是否要考虑、如何考虑？国际航空航班碳排放如何计算以及统计口径差异等。 

  （２），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业碳排放测度结果表明，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碳排放在旅游业碳排放中占主导地位。控

制旅游交通过程中的碳排放，是低碳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旅游区内，应大力推广轻型节能和新能源的公共交通工具，鼓励

游客以徒步、自行车等其他交通方式替代机动交通。而在旅游区外，长三角已经在向交通一体化方向发展，努力构建一个能够

覆盖区域内的主要旅游城市，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主架构的区域公交化城际交通网。这将成为长三角旅游一体

化最重要的支撑，为游客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保障，也无疑为长三角地区低碳旅游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利好优势。 

  （３），旅游食宿和购物过程中的碳排放不容忽视。目前交通过程中的碳排放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旅游餐

饮、住宿和购物碳排放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以上海市为例，２００７年旅游交通仓储和邮电业碳排放已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旅游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碳排放对旅游业碳排放的影响会越来越凸显。而在其相关的建筑、供暖、制冷、照明、供水等方面

通过加强管理、采用新技术等，能有效地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碳排放水平，节能减排潜力是相当可观。应该广泛重视餐饮、

住宿和购物等环节中的碳排放，在餐厅和旅馆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鼓励经营者使用清洁能源，实现绿色经营。 

  （４），长三角地区旅游业碳排放变化与旅游收入变化成正相关。这说明在长三角地区，若仍然按照目前的旅游发展

模式，旅游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带来旅游碳排放的高速增长，旅游收入增长与旅游低碳化发展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迫切需

要转变旅游业发展方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测度的旅游业碳排放不仅包括旅游交通、住宿、餐饮和购物等直接碳排放，还包括旅游邮

电通讯、商品批发等环节的间接碳排放。与仅测度旅游直接碳排放的研究相比，本研究测度结果相对偏高，是对旅游业碳排放

的总体性把握。但要更精准的测度旅游业碳排放量，更全面的把握旅游业碳排放现状，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改进研究

框架和方法，并做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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