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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MDI 分解的襄阳市土地利用碳排放与 

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研究 

丁正满 蒋小荣
1
 

（湖北文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使得襄阳市减量化经济增长与土地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

基于直接、间接系数法，本文测度了各类土地利用的碳排放总量及其变化趋势，并运用 LMDI 因素分解法，对其影

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2006-2018年期间，襄阳市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2）经

济规模、土地结构、人口规模是襄阳市的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决定性因素，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增长保持较强的

负向效应；（3）近年来，襄阳市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状态整体是保持弱脱钩关系，碳排放的

增长速率略低于经济增长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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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2012 年 12 月正式启动的《巴黎协定》，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为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做出具体行动安排。长期以来随着人口增

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发展初期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约束矛盾非常突出，工业化导致能源

需求量大幅度上升，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碳排放量。其中，人类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改

变土地的利用类型来实现的。 

土地利用变化是除化石能源以外的导致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重要因素。当前，土地利用碳排放的计算是判断碳排

放时空及发展变化特征的重要指标，也是判断碳和经济的发展相关性分析的基础。土地利用碳排放包括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

放，关于其直接排放的估算方法，一是模型估算；二是样地的清查。三是用 RS的测量结果来了解碳的总排放量，其中建设用地

的扩张带来的碳排放是土地利用碳排放估算的重点和难点。 

襄阳，作为湖北省除武汉之外的第二大城市，其汽车、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七大主导产业均以工业为主，土地利用效率

不高，近年来碳排放量长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加快推动减量化增长，是新时期襄阳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路径，因此土地

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也是襄阳市高质量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将深入剖析襄阳市土地利用碳

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对襄阳市实施减量化绿色增长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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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襄阳市土地利用碳排放演变特征 

2.12006-2018年襄阳市碳排放量统计 

2006-2018 年，襄阳市的能源消耗数量整体上处于一个增长趋势，但增长的速度越来越慢（图 1）。襄阳市在经济飞速发展

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这导致襄阳市的能源消耗逐年增长。但在 2011年以后，襄阳市加快促进能源改革，大力发

展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如天然气、沼气，这促使襄阳市能源消耗的增长速率稳步下降直至趋于负增长。在 2015年襄阳市大

力推行“煤改气”政策，致使襄阳市的能源消耗首次出现了负值的情况。 

 

图 1襄阳市 2006-2018年能源消耗与增长速率变化图 

注：襄阳市建筑用地碳排放量与建筑能源消耗关系一致，故不作分析。 

由于襄阳市第一产业各类型的土地利用面积变化不大，进而导致第一产业中各土地利用类型产生的碳排放量变化不大。其

中，林地和耕地产生的碳排放和碳吸收明显所占比例更大。对于襄阳市而言，襄阳市的碳吸收主要集中在林地这一方面，所以

襄阳市要想通过碳吸收的方式去减少碳排放的总量，则更要侧重于林地的建设。在保证基本农田红线不动摇的前提下，加大退

耕还林的力度，从而加强整个襄阳市生态系统对碳的吸收能力（见图 1）。 

2.2 2006-2018年襄阳市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变化脱钩及其差异分析 

襄阳市土地利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整体上是处于一个弱脱钩的状态，表明襄阳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碳排放随

之增长的情况。 

 

图 2襄阳市 2006-2018年第一产业用地碳排放量数据图 



 

 3 

2006-2018 年，襄阳市 GDP 和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长率均保持在 12%以上，GDP 增长率更是达到了 17.07%，表明了这 13 年期

间，襄阳市着力于发展经济，使得 GDP 处于一个高速稳步增长的状况；同时，伴随着 GDP 高速增长，襄阳市的碳排放增长量居

高不下，从侧面反映出了襄阳市的经济结构是以第二产业，也就是能源消耗相对较大的工业制造业为主。这也印证了前期研究

成果中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通常以高能耗为代价，尤其是温室气体的排放。从增长速率来看，2006-2011年期间还是以逐渐增长

为主，碳排放量亦是如此，这一期间正是襄阳市汽车、装备制造业等工业化产值快速增长的阶段。从 2011年以后，襄阳市的经

济增速逐渐放缓，这也符合国际上各大城市的发展趋势，先是爆发性的增长，然后增速放缓，逐渐趋于一个定值左右上下浮动；

在 GDP增速放缓的同时，碳排放增速也是放缓，且下降的幅度更大，甚至在 2015年期间出现了负增长，这主要是源于襄阳市煤

改气政策的大力实行，煤炭等高碳排放量能源逐步被低能耗的天然气所替代，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期襄阳市的碳排放量增幅逐渐

与 GDP增长率拉开差距，到 2018年仅为 GDP增长率的 18.74%，这表明襄阳市土地利用结构趋于优化，但总体上仍未摆脱弱脱钩

状态。 

3 LMDI 影响因素分解及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 LMDI影响因素分解方法对襄阳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进行分解，依据分解结果深入分析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

经济规模、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五个影响因素与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之间的影响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能源碳排放强度、经济规模、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对襄阳市 2006-2018 年间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表

现均为正值。其中经济规模是襄阳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第一驱动力，十三年来累积增加了碳排放量 2420.72万 t，其次是能

源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增长累积贡献 366.14万 t，人口规模和土地规模两个因素贡献率较低，仅为 68.51万 t和 43.49万 t。

能源强度是抑制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长的唯一因素，十三年来累积减少碳排放量 951 万 t，累计贡献率绝对值达 48.82%。通过对

这 5 类因素的横向比较，我们发现土地利用碳排放的持续增加与襄阳市经济和人口增长以及土地结构变化显著相关。如果仅考

虑通过抑制人口和经济规模增长与城市扩张，来达到土地利用碳排放减少的目标是显然不合理的，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探寻其他

路径，如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合理规划等，来实现襄阳市减量化经济增长。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正效应因素中，仅能源碳排放强度因素对于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始终保持稳步增长趋势；经济规模因素

的贡献率在 2011年达到高峰，绝对贡献值达到 435.97万 t，之后呈波动缓慢下降趋势；土地规模的贡献率从 2014年出现负值，

一定程度上表明近年来襄阳市的土地利用结构趋于优化；人口规模的贡献率呈震荡式变化，且变化幅度较小，这也反映了 13年

来襄阳市人口规模的变化并不明显。负效应因素中，能源强度的贡献率总体上保持稳步增长，其中 2014-2015年达到峰值（-166.72

万 t），这与 2015年襄阳市大力推行煤改气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之后这一能源结构转型政策对于抑制碳排放量增加的贡献值一直

保持 100万 t以上，到 2018年与正效应中的经济规模对碳排放增长贡献已基本趋于收支平衡。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基于襄阳市 GDP 的持续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不平衡这一现实背景。我们估算了 2006-2018 年襄阳市各类土地类型的碳排

放总量及其变化趋势。发现建设用地的持续扩张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绝对因素。基于 LMDI 因素分解法，2006-2018 年，襄阳市

土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除能源强度为负效应因素外，经济规模、能源碳排放强度、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为正效应因素，各效

应累积贡献率绝对值由大到小依次是经济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碳排放强度>人口规模>土地规模。 

4.2建议 

4.2.1完善城市规划建设，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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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绿地的保护，坚决减少对绿地的破坏，加强生态环境城市建设，完成“国家森林城市”这一重要目标。加强耕地保

护和提高种植技术相结合，减低农药化肥的使用比例，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绿色发展，学习国内外先进技术，积极引领农

业生产方式的改革。通过合理规划，控制土地的利用规模。 

4.2.2优化襄阳市产业结构，推动各类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的发展。 

襄阳市产业结构布局中，工业是襄阳经济发展的推手，要想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强脱钩状态，需要调整产业机构，大

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旅游业打造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4.2.3调整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襄阳市以煤炭为主导，

石油和天然气比重较低。故在城市建设中，应完善天然气设施，改善城市交通体系，鼓励公共交通出行，提高绿地面积，打造

生态城市。在生产过程中，降低对原煤和焦炭的依赖。通过科研院校和单位合作，研究环保工艺，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大力开展人才引进战略，提高对科技的投入，鼓励企业自主转型和科研攻关，切实降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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