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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促进贵州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贵州省 2002—2013 年能源消

费结构为基础数据，通过自上而下、LMDI 分解法，对贵州省碳排放进行定量测算。在

此基础上，利用 Tapio 脱钩模型，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贵州省

碳排放总体呈持续增长，其中经济因素和人口规模对贵州省碳排放起促进作用，且经

济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能源强

度的降低是促进碳排放减少的主要途径;贵州省碳排放与经济之间主要以扩张负脱钩

和弱脱钩状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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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低碳经济概念的应运而生，碳减排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已被提上日程

。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对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从研究区域范围上看，主要集中在国家、地区、部门

层面,而对省层面的研究较少且对西南地区省份的研究更为不足；从研究内容上看，多集中在碳排放因素分

析，而对碳排放与经济的关系研究较少。鉴于此，研究以贵州为代表的西南省份，定量分析了 2002—2013

年贵州省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量，结合 LMDI 分解方法和 Tapio 模型

对贵州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进行了研究。这对于政府部门对贵州省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以及各

单位在能源结构利用、驱动碳排放增长的因素以及其与经济之间关系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并且对未来进一

步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研究区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现状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区，自然环境优越，资源储量丰富。近年来，贵州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在全国经

济增长速度中位居前列。经济的快速发展，力口强了对能源的需求，而贵州能源结构单在现有能源资源探

明储量中，煤炭占 95%,受资源约束的影响，煤炭一直是贵州能源的生产主体，占全省一次能源总量的 80%

以上，是“西电东送”的主力军。贵州省长期依赖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体系，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工业的粗

放型发展，不但造成资源的巨大消耗，而且造成较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从而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产



生影响。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碳排放的测算

本文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来测算贵州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2.2 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

本研究是基于 LMDI 法对贵州省 7种主要能源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研究的范围

，从而能源碳排放等式为：



2.3 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模型

为了更好的分析贵州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引入了‘‘脱钩弹性”的概念,Tapio 在 OECD

脱钩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这概念并重新定义了脱钩概念，其公式为：



2.4 数据来源

本文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测算方法，研究采用的基础数据如地区生产总值、煤炭、

汽油、柴油、天然气等都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贵州统计年鉴》,选取了 2002—2013 年 12 年的

数据作为样本,在测算过程中，考虑到贵州省的电力大部分都是来源于煤炭发电，并且电力不会直接产生二

氧化碳,故研究过程中就不考虑电力的碳排放量。在基于 LMDI 分解模型过程中，对于贵州省的经济数据 GDP

是以 2002 年的不变价格作为基础并进行了调整，以消除价格波动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3 结果及分析

3.1 贵州省碳排放情况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贵州统计年鉴》，选取 2002—2013 年 12 年的数据进行动态研究。本

文鉴于产生 Co2 的物质主要包括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 7种燃料指标数据，因

此就以这 7种燃料的总和作为贵州省能源总消耗量并对其进行研究，又由于目前没有碳排放直接数据，本

文就通过这几种主要消耗能源通过一系列计算得到碳排放量。从图 1可以看出，贵州省碳排放量在总体上

与经济的发展速度相一致，碳排放量由 3131.92 万 t 增长到 8252.93 万 t,增长了近 2.64 倍，平均年增长

率达到 9.5%。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生产总值从 1185.04 亿元增加到 4188.87 亿元，增长了大约 3.5 倍，

年均增长率达到 12.17%。

贵州省能源结构碳排放动态变化趋势见图 2。由图可得在贵州省能源消费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煤炭,相应

煤炭的碳排放比重也是最大的，其 2002 年碳排放比重占 89.5%,经过 11 年的发展到 2013 年煤炭碳排放比

重占 89.2%,碳排放比重总体呈现轻微的上下波动，其波动范围在 88%~92%,这与贵州省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

是分不开的。贵州省素有“江南煤海”之称。2009 年,贵州煤炭矿产资源拥有量达到 571.37 亿 t,位于全国

第五位。贵州省的煤炭有储量大、煤种全、埋藏浅、分布聚、易开采等特点。另一方面在于贵州省工业比

重比较大，工业水平比较落后，大部分燃料都是依赖于煤炭和焦炭，且电力能源也主要来自煤资源的转化

。油品类的碳排放量呈逐渐增大的趋势，2002 年占到 4.13%,到 2013 年增长到 6.45%,这与人民生活水平逐

步提高相适应，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生活水平要求越来越高，私家车的拥有量也越来越多，因此耗油



量也随之越来越大，这种由于道路运输需求和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而造成油品燃料碳排放的增加

是无可避免的。在这几种主要的能源资源中，其中天然气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最低，其不足 1%,且在 2002

—2010 年这期间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主要原因是在于贵州省供电量的增加以及天燃气消费比较高所致，人

们考虑到经济因素大都采用电力来供应家庭所需。在 2010—2013 年天燃气开始呈缓慢上升趋势方面是因为

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减少了煤炉做饭使用量，另_方面也在于政府部门对天燃气的大量宣传与逐渐的推广

。

3.2 贵州省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析

根据 2002—2013 年的数据，运用 LMDI 分解模型(2)-(9)8 个公式对贵州省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分解

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产出、人口规模五方面，又因为各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是固定的

，就不再对碳排放强度进行研究。



从表 3和图 3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影响碳排放的因素中，经济产出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起正向驱动

，到 2013 年累计值分别达到 6741.19 万 t、75.66 万 t,累计贡献率分别占 131.64%、14.76%。这表明经济

产出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增加起到了正向影响的作用，即增加了碳排放量，并且碳排放的总体变化趋势

与经济产出效应引起的碳排放变化趋势吻合程度较高，这表明经济的发展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

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增加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相反，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起负向驱动，其驱

动累计效应值分别达到-54.52 万 t、-2341.32 万 t,各自贡献率达到-1.06%和-45.72%。能源结构对碳排放

总体起抑制作用，就目前贵州省能源结构而言，贵州省主要以煤炭消费为主，而天然气等相对清洁的能源

利用较少，没有起到明显抑制碳排放的作用。贵州省能源强度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一个关键性指标，贵

州省能源强度由 2002 年的 3.51t/万元下降到 2013 年的 2.64t/万元，这表明贵州省虽然能源利用效率有明

显改善，但是利用水平还是很低，粗放型利用方式比较显著，由此可见能源利用强度的改进是促进碳排放

降低的主要方面。

3.3 贵州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分析

基于碳排放脱钩弹性公式（10),得出贵州省历年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如表 4所示。

由表 4可以看出，贵州省在 2002—2013 年研究期内，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状态以扩张负脱钩、弱

脱钩为主，只有 2005 年达到了强脱钩、2009 年是扩张连接，总体状态呈现出从恶化到逐渐改善的趋势，



而具体分 2个时期来看：①2002—2006 年为脱钩状态恶化期，这期间主要是以扩张负脱钩为主，即碳排放

量增速大于或相当于经济发展速度，表明这_时期内贵州省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对碳排放的治理，

部分碳排放比重较大的行业并未实施绿色节能工作，比如建筑行业。②2007—2013 年为逐步改善期，只有

2009 年为扩张连接状态,其余都为弱脱钩状态，这表明贵州省自 2007 年节能减排力度有所增强，贵州省政

府在国家颁布《能源发展第十一五规划》之后，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节能减排

措施与目标,并逐年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入力度。但 2009 年脱钩状态出现了扩张连接，这表明贵州省节能

减排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相当艰巨，未来仍需继续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坚持走低碳经

济发展道路,以更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4 结论与建议

1)2002—2013 年,贵州省碳排放总量总体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而其中煤炭消费碳排放量占到总碳排

放量的 89%左右,严重制约了能源结构转型发展，未来应重点考虑发展清洁能源，结合贵州的实际特点发展

水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此来控制和降低煤炭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2)通过对贵州省碳排放进行 LMDI 分解发现，对贵州省碳排放起正向驱动的因素有经济产出和人口规模

，并且碳排放的总体变化趋势与经济产出效应引起的碳排放变化趋势吻合程度较高，这表明经济的发展是

促进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相反，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起负向驱动，并且要进一步实现碳减排

，能源利用强度的改进是主要方面；

3)从贵州省 2002—2013 年来的脱钩关系可以看出，两者以扩张负脱钩和弱脱钩为主，其碳排放与经济

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改善，说明两者近几年来已逐渐走上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但还需要政府、企业及个

人携手共同努力，以最终实现强脱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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