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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三次产业碳排放量的动态变化研究 

李静萍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0 ) 

【摘 要】：通过对 2006-2015 年贵州省三次产业能源消耗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贵州省

近 10 年来三次产业碳排放量逐年增加，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三次产业碳排放呈现“二三一”的局面，第三产业

碳排放量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比重越来越小。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降低贵州省三次产业碳排放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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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能源的开发以及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目前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

一。研究表明，化石燃料的燃烧带来的碳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全球

气候变暖，从而给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于是“低碳经济”便产生了。低碳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新经济形态，

也是全球为应对气候变化异常的必然选择。低碳背景下的产业结构也必须符合低碳经济的标准，而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

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担负着发展低碳经济的职责，因此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来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碳排放量成为当下面

临的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关于碳排放量核算的研究，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日本学者茅阳一用 Kaya 公式揭示了

影响碳排放的四大因素，即碳排放量=人口×人均 GDP ×单位 GDP 能耗×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岳超等（ 2010 ）根据 GDP 和

碳强度预测了我国 2050 年的碳排放量。刘竹等（ 2011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现状，将能源消耗碳排放核算方法分为基于能源

平衡表、一次能源消耗量、终端能源消耗量这三类，并指出能源消耗碳排放核算方法的选择对核算结果有很大影响。丛建辉等

（ 2014 ）认为应该根据核算目的来选择采用哪一种碳排放核算方法，并且有必要改变现有统计体系与碳排放核算体系不相适

应的状况。本文在选择合适的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基础上，对贵州省 2006-2015 年三次产业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行核算，

并对贵州省降低三次产业碳排放提出相应的建议。  

2 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方法 

本文基于贵州省能源消耗的实际情况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对贵州省三次产业碳排放量核算方法采用 IPCC 提出的方法，

先把不同种类能源的消耗量都转换成统一以标准煤来衡量，然后再根据碳与标准煤转换系数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计算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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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l ）中，能源终端消费量均以标准煤来衡量，碳与标准煤转换系数为 0.7476 。  

2.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 （ 2015 ) 附录 4 、 《 贵州省统计年鉴 》 （ 2006-2016 年）中三次

产能源终端消费量、三次产业产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2006-2015 年贵州省三次产业碳排放量变化情况 

 

从表 1 可以看出，贵州省三次产业碳排放量差距较大，呈现出“二三一”的格局，即第二产业的碳排放量最大，其次是第

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碳排放量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1.7%- 3%之间，虽然略有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大，这主要是因为第一

产业中的农林牧副渔业碳排放量是很小的，对碳排放总量的贡献较小，因此第一产业的碳排放量基本上很稳定。第三产业的碳

排放量及其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贵州省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中的交通运输、旅游

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造就了上述结果。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整体在增加，但其在三次产业碳排放总量中的比重呈现下降的

趋势．这主要得益于贵州省近几年实施了节能减排措施。截止到 2015 年．第一产业碳排放量占三次产业碳排放总量的 2.11 % ，

第二产业占 73.39 % ，第三产业占 24.50%。第二产业碳排放量从 2006 年到 2015 年增加了 1040.28 万吨，年均增加 3.30 % ，

第三产业从 2006 年到 2015 年增加了 934.6 万吨，年均增加 13.54 % ，由此可以说明第三产业是贵州省近几年碳排放量增

加的重要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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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06 -2015 年贵州省三次产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 

从表 2 可以看出贵州省三次产业整体碳排放强度在不断下降，这说明贵州省正在趋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第二产业的碳排

放强度下降幅度最大，这对于拉动三次产业整体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贡献最大。另一方面，第二产业碳排放强度虽然在逐年下降，

但其在三次产业中仍然是最大的，由于第二产业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是最大的，且这些产业大部分都是高能耗、高污染部

门，所以对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是贵州省面临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第一、三产业碳排放强度对整体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也

不容忽视，贵州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作为全国较早发展旅游产业的地区，其旅游产业的减排也需引起关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贵州省近 10 年来三次产业碳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 2006 年到 2015 年碳排放量增加了 1989.40 万

吨，增幅 55.09 % ，碳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三次产业碳排放呈现“二三一”的局面，第三．产业碳排放量比重越来越大，

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比重越来越小。同时也表明贵州省第一产业的低碳效应需继续保持，第二产业的碳减排工作仍需推进，第三

产业的碳排放不容忽视，从而为贵州省今后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4.2 建议 

一是注重农业发展的低碳效应。贵州省是典型的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常年遭受水土流失，由此带来的农业经济损失非常严

重，所以未来贵州省在着眼于农业发展的低碳效应时要特别注意因地制宜，提倡节水节地型农业种植模式，提高农业资源的利

用效率，走上集约农业的发展道路；利用民族地区农业特有的优势，推广循环农业、低碳农业技术，鼓励并支持传统的循环农

业模式，充分发挥农业系统的碳汇功能，增强农业系统的固碳能力，从而实现农业的节能减排和增收的目的。二是加快调整第

二产业的内部结构。贵州省作为中国欠发达地区，经过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增长

的主导产业，但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也是高碳产业，对贵州省整体碳排放的贡献不容小觑，所以需要调整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

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加大监管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研发适用于低碳节能的新技术，相关部门

应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促进企业的低碳转型，使贵州省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实现低碳排放。三是重视第三产业的低碳发展。

贵州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和美丽的自然风光，旅游业是本省的特色产业，但第三产业碳排放量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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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产业中的比重却在逐年增加，其中旅游业功不可没，因此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急需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整合旅游资源，

开发具有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生态旅游业，提升区域产业结构，从而实现在发挥特色优势的同时降低产业碳排放强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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