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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业碳排放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 

李 颖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 

【摘 要】 基于安徽省 2004〜2014 年的相关数据，测算了安徽省 2004 ~ 2014 年的农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

度，并 利用 LMDI模型分析了影响安徽省农业碳排量的主要因素及其对农业碳排放的贡献度。最后根据研究结果，

为促进安徽 省农业碳减排，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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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和全国五大粮食调出省份之化影响显著，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全球气一。

但从生产模式上看，安徽省的农业生产依然是传统的外延温的变暖，使得安徽省屡屡爆发农业灾害，这使安徽省的农业式的粗

放型的模式，这种传统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模式对气候变生产面临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气候变暖对安徽省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

不利影响，必须制定相应措施，积极开展农业低碳减排工作。故本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测算了 2004~2014

年间的安徽省农业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而定量分析影响安徽省农业碳排放变动的主要因素及各个因素对农业碳排放变

动的贡献度，为安徽省科学制定农业低碳减排政策提供一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活动过程，根据安徽省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测算基于化肥、柴油、农药、农膜、翻耕

和农业灌溉六大农业碳源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测算方法主要参考相关学者构建的农业碳排放公式，即： 

 

式中，C 表示农业的总碳排放量；Ci 表示第 i 种碳源的碳排放量；Qi 表示第 i 种碳源的量; θi 表示第 i 种碳源的碳排放

系数。另外，由于单位面积碳排放能更有效地表示农地利用碳排放的变化趋势，农业碳排放强度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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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为农业碳排放强度，B为耕地面积。 

1.2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LMDI（对数平均 D氏指数法）是 Divisia类指标分解分析'法的一种，Ang从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比较，认为 LMDI方法不包含

残差项，简单易行。该方法有两种：“加和分解”和“乘积分解”o文中依据安徽的实际特点，采用“加和分解”方法，重点分

析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结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安徽省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得到农业碳排放分解公式如下： 

 

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结构: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劳动力规模：P。式中，C 表示安徽省农业碳

排放量；AI表示安徽省种植业总产值；AR表示安徽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P表示农业劳动力规模。 

Kaya 恒等式是碳排放研究领域最常见的研究方法之一，简单可行。本文将利用变形的 Kaya 等式来构建 LMDI 模型，根据结

果判断影响安徽省农业碳排放量的因素及其力度大小。则各因素影响效应分别写为公式（4）到公式（7）： 

 

可得总效应表达式为：  

1.3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 2004〜2014年间安徽省的农业碳排放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文中化肥、农药、柴油、农膜和农业灌溉面

积数据均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分别以每年的实际使用数量为准。翻耕数据则用《安徽统计年鉴》中当年农作物的实际播

种面积来表示;-种植业总产值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数据均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 

2 实证分析 

2.1安徽省碳排放总量及其强度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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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等物质的大量使用，农业碳排放量逐年上升。安徽省农业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从 2004

年的 368.91万 t 增长至 2014年的 466.98万 t。而从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构成来看，化肥消耗是造成农业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的

碳源，其次为农药使用，而翻耕带来的碳排放量最少。同时，环比增速总体处于波动下降态势。 

 

表 1安徽省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表 

年份 

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结构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劳动规模 综合效应 

年度变化 累积变化 年靠化 累积变化 年度变化 累积变化 年度变化 累积变化 年度变化 累积变化 

2004-2005 13.84 13.84 -1.97 -1.97 0.85 0.85 2.13 2.13 14.85 14.85 

2005-2006 -30.68 -16.84 22.85 20.88 39.21 40.06 0.91 3.04 32.29 47.14 

2006-2007 -17.65 -34.49 -45.90 -25.02 18.88 58.94 3.68 6.72 -40.99 6.15 

2007-2008 -42.46 -76.95 -15.90 -40.92 40.83 99.77 2.02 8.74 -15.51 -9.36 

2008-2009 -21.62 -98.57 14.87 -26.05 35.72 135.49 -0.56 8.18 28.41 19.05 

2009-2010 -59.98 -158.55 12.68 -13.37 61.69 197.18 11.11 19.29 25.5 44.55 

2010-2011 -32.87 -191.42 -23.41 -36.78 44.46 241.64 1.99 21.28 -9.83 34.72 

2011-2012 -32.03 -223.45 4.73 -32.05 39.63 281.27 -1.07 20.21 11.26 45.98 

2012-2013 -23.21 -246.66 -1.11 -33.16 34.00 315.27 -1.58 18.63 8.1 54.08 

2013-2014 -20.52 -267.18 1.86 -31.3 26.77 342.04 -0.55 18.08 7.56 61.64 

 

从农业碳排放的总体强度来看，安徽省农业碳排放强度总体呈现缓慢增长态势。从 2004年的 903.14g/hm2增加到 2013年的

1112.39kg/hm
2。
需要指出的是，2013〜2014 年间，碳排放强度出现波动下降的异常，主要原因是农药使用量的大幅度下降，使

农药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减少所致。主要原因是 2012 年 10 月，省政府出台《关于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推进生态强省

建设的意见》，正式启动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随着安徽省退耕还林战略的实施，其农药施用量也相应减少所致。除 2014

年以外，环比增速总体处于波动增长态势。 

2.2安徽省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以 2004年为基期，通过 LMDI分解式对安徽省 2004~2014年农业碳排放进行分解，分别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效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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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2 可知，2004〜2014 年间，安徽省农业碳排放的总量增加了 61.64 万 t。其中，农业生产效率效应导致碳排放减少

了 267.18 万 t,农业结构效应导致碳排放减少了 31.3万 t,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效应变化导致碳排放增加了 342.04 万 t,农业劳动

规模效应变化导致碳排放增加了 18.08万 t。从贡献度来看，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效应贡献度最大，对碳排放累积增量有 554.90%

的拉动贡献；农业生产效率效应贡献度也较大，达到了-433.45%。结构因素效应、农业劳动规模效应对农业碳排放累积增量分

别有-50.78%、30.50%的贡献。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效应的累积效应占碳排放变动总效应的比重高达 554.90%,表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研究期间安徽省农业

碳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逐年效应看，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各年度的效应值均为正值，说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对安徽省农业

碳排放增长产生了极强的拉动作用。主要原因可能是 2004年安徽省制定了一系列支持农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措施，农业经

济快速发展，加大了农业机械的投入量，农业机械投入量的增加加大了碳排放。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对碳减排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累积效应占碳排放变动总效应的比重高达 433.45%。说明安徽省农业生产过

程中能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农业科技研究不断深入，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带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了显著的碳减排效

应。 

结构因素效应对减少碳排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影响作用相对较小，与基期相比累积实现了 31.3万 t碳减排。种植

业和畜牧业是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由于种植业对农业碳排放的贡献更大，因此，从安徽省农业结构来看，尽管种植业的比

重较大，但呈逐渐下降趋势。今后，随着安徽省不断降低种植业比例，增加林业比例，安徽省农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其在抑

制农业碳排放方面的作用将不断增大。 

由于研究期间安徽省农业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加大了农业的碳排放，徂其影响作用也相对较小，与基期相比累积实现了

18.08万 t碳排放。 

3 安徽省农业碳减排措施建议 

为了实现安徽省农业碳减排，根据前面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应采取的针对性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3.1加快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是安徽省农业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要减少农业碳排放，就必须积极改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促

使农业向低碳化、集约化方向发展；要引进技术，转委农业传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实行现代化、集约化的耕作。所以应加大

高科技含量的农机具的研发与推广力度，淘汰高耗与低效的落后农机具，减少农机使用中的功率损失，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残

留污染。 

3.2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变单一的种植结构 

安徽省农业仍以传统的种植业、畜牧业为主，种植业中以小麦和水稻种植为主。近年来化肥使用量的大量增加，实际上和

这种单一种植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安徽省要降低农业的碳排放，一方面要减少传统种植业所占比重，另一方面要积极围

绕主要种植作物水稻和小麦生产开发低碳技术。改变主要依赖化肥的种植模式，•在农用肥料的来源上，要积极鼓励农民使用家

禽家畜粪便。推广普及生物农药的应用，降低农药的使用量，以减少碳排放。 

3.3加强农地资源的管理，高效利用农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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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安徽省各地的农地资源仍旧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一部分是由于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外

出打工，农地流转的数量不断增多，规模越来越大。流转地块面积小且分散，影响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另外，有的农民缺乏农

地资源管理能力，不能科学地管理农地资源，造成利用效率低下。因此要建立农村科技推广及咨询网络，及时传输科技知识和

技术；，通过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农业科技人员致力于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同时，政府必须全方面地掌握农地资源的

供给与需求信息，全方位把控农地资源的配置，高效利用农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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