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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碳排放 交易 体 系 成为减 少 二氧化碳排放 的 重要政策工具
，
初始碳排放 额度分

配是交 易体 系设计 的 核 心 问 题
， 如何从 国 家整体效率 最 大化 的 视 角 研 究初始碳排放额 度

分配是 既有 研究 尚 未关 注到 的 重 要 问 题 。 本文利 用 中 国
“

十二 五
”

时期 的 数据 ， 采用 集 中 分

配 ＤＥＡ 模 型 ，
测 算 了 中 国 ３０ 个省 份的碳排放初 始额度分配情 况 。 测 算 结果 显 示 ：

①
“

十 二

五
”

时 期碳排放额度 的 空 间分配表 明
，
效率低 的 省 份碳排放额 度分配 小 于实 际排放 ，

因 此
，

应该减少排放
；
而效 率 高的 省 份则 应该增加排放 。 北京 、上海和 山 西处在前 沿面 上 ，

碳排放

额度 没有 发 生 变 化
，
其他发达省 份 的 碳排放 额度应该增 加

，
但 中 、西 部 省份 的 碳排放 额度

应该减少
；
②对各省份

“

十二 五
”

时 期产 出最 大 化下 碳排放 额度进行分配 ，
发现不 发达省 份

■

的碳排放额 度在减少
，
而发达省份 的碳排放额 度有 所增 加

，
各省份 的 经济 增长速度 应适度

降低
；
③通过 比 较分析

，
发现采用 公平 、效率等 单指标分 配碳排放额度 时

，
公平原 则效果不

好
，
而单指标效率 分配 与 集 中分配 ＤＥＡ 模 型结果 类似

，
但却 没 有后者 的分辨 能 力 强 。 因

此 ，
本文 的效率分配 方法对指 导 中 国 未来碳交易 市场 的初始额度分配具有重要 的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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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问 题提 出

《京都议定书》对碳减排问题提出了三种灵活的机制 ：
联合履约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和碳排放交

易机制
，
其中碳排放交易机制成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政策工具 。 碳排放交易机制需要依托碳

排放市场的建立 。 近年来
，
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迅速 。 ２０ １ １ 年 １ １ 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简

称 国家发改委
：
）在《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在北京 、

天津 、上海 、重庆 、湖北 、

广东及深圳 ７ 省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 ２０１ ３ 年 ６ 月 １ ８ 日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首先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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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
其后随着重庆碳排放交易所于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开市

，

国家确定的 ７ 个试点碳交易市场全

部启动 。

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存在着交易量小 、交易 区域分割等问题 。 为落实 《

“

十二五
”

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 ，
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
２０ １４ 年 １ ２ 月 国家发改委起草 《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碳排放额度在初期 以免费分配为主 ，

适时引 入有偿分配
，
并逐步提高有偿

分配的 比例 。 碳排放交易市场分为碳排放额度初始分配
一级市场和碳排放额度 自行交易 的二级市

场 。 初始碳排放额度分配是碳排放交易体系 的核心 ，
有 了初始的碳排放额度分配才会有二级市场的

交易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 ，
碳排放初始额度分配采用免费的形式 。那么 ，免费分配的

依据是什么 ？ 如何分配初始额度 ？ 这是国 内外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的重要问题 。 在这
一

背景下
，

国

内外学者对如何分配一个国家或省份间 的初始额度进行 了大量的探讨 。

ＢｏｈｍａｎｄＬａｒｓｅｎ
Ｗ提 出按照人均减排费用相等原则分配初始额度

，
ＫｖｅｍｄｏｋＷ提 出按照人 口

规模分配初始额度
，
Ｊ
ａｎｓｓｅｎａｎｄＲｏｔｍａｎｓ

［
３
］ 提出应按照人均排放均等原则分配初始额度 ，

Ｃｒａｍｔｏｎ

ａｎｄＫｅｒｒ
Ｗ认为应该采用拍卖形式分配

，
丁仲礼Ｈ认为应该按照人均 累积排放原则分配初始额度 。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ｅｔａｌ．气原毅军 １
７
１将以往 的初始额度分配方式分为两神

：
①无偿发放

（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

Ｓ Ｐ世

袭制 ） ，分配的原则主要有基于历史排放和基于未来排放原则 ，缺点是不符合公平原则 。 ②拍卖 ，与

无偿发放相比
，

这种方式能够增加管理者收人
，
但却增加了企业 的负担 。 最近 ２０ 年来

，
关于碳排放

权的分配 ，
很多学者提出 了 自 己 的观点 但现有文献都十分重视公平原则 ，

没有考虑按照效率进

行分配 。 近年来
，
Ｌｏｚａｎｏｅｔａｌ

．

ｒａ
、Ｆｅｎｇｅｔａｌ ．

Ｍ
、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

【
１ １

］

、苗壮等 ［ １
２

１才开始从个体效率最大化的

角度对各个国家和省份间的碳排放额度进行分配 。

然而
，

上述从个体效率或者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进行碳排放额度分配
，
显然不适用于

一

个国家内

省份间 的分配 。 作为一个国家的宏观决策者
，
不但要考虑各个体的效率或利益最大化

，

还要从国家

的整体利益或效率最大化出发来决策 。 基于此 ，
本文从 国家整体效率最大化出发

，
采用集中分配数

据包络模型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ｚｅｄＤＥＡ
，
简称集 中分配 ＤＥＡ

） ，
研究了

“

十二五
”

时期 中国 ３０ 个省份每年碳排

放额度的重新分配
，
以及

“

十二五
”

时期 ３０个省份产出最大化下各省份碳排放额度的重新分配 。 为

了 比较分析
，
本文还利用一些单指标的方法对中 国各省份的碳排放额度进行分配 ，

并将上述三种分

配结果与实际的碳排放值做 比较 。 通过上述研究
，

本文 旨在为 中国未来碳排放的初始额度分配提供
一些量化的参考依据 。

二
、 研究 设计

本文立足于国家整体效率最大化
，
采用多指标集 中分配 ＤＥＡ 模型

，
对碳排放的初始额度进行

分配
，
较 以往碳排放额度分配的单指标方法考虑 的因素更加全面 。 但这种分配过程有它的特殊性

，

不但要考虑生产 中的期望产出 ，
而且还要考虑生产过程 中的非期望产出 ，所 以 ，需要应用到环境生

产技术 ［ １
３
〗

。在考虑环境生产技术的基础上
，
本文借鉴 Ｆａｒｅｅｔａｌ

．

［
１３

】

、
Ｚｈ〇Ｕｅｔａｌ

．

［
１４

］的时间和空间分配方

法
，
提出 了碳排放额度的时间总量分配方法

，

对
“

十二五
”

时期 中国 ３０ 个省份 （ 中 国台湾 、
香港

、
澳门

和西藏除外 ）
的碳排放初始额度进行分配 。

１ ． 环境生产技术

假设有 ｉＶ 个省份
，
每个省份利用资本

（
尺

） 、
劳动力 （Ｉ ）和能源 （￡ ）

三种投人要素
，
生产 出期望产

出——国 内生产总值 （ ｙ ）和非期望产 出——二氧化碳排放 该生产过程是
一种多投人 、多产 出

的情况
，
与经典的生产过程明显不同

，
既考虑了期望产出

，
又考虑了非期望产 出

；
期望产 出越大越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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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非期望产出越小越好。实际上

，
这两种产出是相伴产生的

，
Ｆａｒｅｅｔａｌ户认为世界上没有不

“

冒 烟
”

的工厂
，
即没有非期望产 出 ， 就没有期望产 出 。 本文将环境生产技术表示为 Ｐ＝

丨

（
尺

，
Ｌ

，
￡〇ｃａｎｐｒ〇

ｄＵＣｅ （
ｙ

，

Ｃ
） 丨 。 这里的环境生产技术 Ｐ 满足标准的生产函数理论

，
具备以下 ３ 个性

质
：
①有限的投入只能生产出有限的产 出 ，投人和期望产 出是强可处置或可 自 由处置的 ，

即 如果 （
尺

，

Ｌ
，
￡ ：

；
Ｆ

，
Ｃ

）且 ｒ矣 Ｆ 时
， （
Ａ：

，
Ｌ

，
￡：ｆ ）

ｅ Ｐ
，
表明期望产出 Ｆ 是强可处置的 。②非期望产 出的弱

可处置性 ，
即 当 且满足 ０矣 ０ 矣 １ 时 ， ，

表 明期望产 出和非期

望产 出具有联合弱可处置性
，

即减少污染是有成本的 。 ③零结合性
，

即 当 （
尺

，

且 Ｃ＝０

时
，
Ｆ＝０

，
表 明没有非期望产 出

，
就没有期望产出 。

对于满足上述 ３ 个性质的环境生产技术 Ｐ
，
可以表

示为
：

ＮＮＮ

＿ｎ？ ｌｎ＝ｌ ｎ＝ｌ，
＿．

Ｐ＝ （
１
）

ＮＮ 、 Ｊ

＾ Ｚ
ｎ
Ｙ

ｎ
＾ Ｙ

 ＾＾ ｚ
ｎ
Ｃ

ｎ
＝Ｃ

，
ｚ
ｎ
＾０

，
ｎ＝ｌ

，
２

，
． ． ．

，
Ｎ

ｎｓ ｌｎ＝ ｌ

２． 分省份的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 出的空间分配方法

基于环境生产技术
，
国家宏观决策者 的 目标是希望在期望产出最大化的情况下

，
非期望产 出尽

可能最小化
，
但根据上述性质可知

，
要保持经济增长

，
在某些情况下排放是必不可少 的 。

因此
，在总

的碳排放额度 固定的情况下 ，如何在各省份之间进行碳排放额度的分配 ，从而实现产出最大化 ，
就

是一个资源优化分配 问题 。 Ｚｈｏｕｅｔｄ
．

［
ｉ４

】提出 了集 中分配 ＤＥＡ 模型 ，从 国家宏观决策者的角 度出

发
，
从时间 和空间上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 ，

达到产 出最大化 。 本文借鉴该方法 ，
假设一个国家或省份

将未来的排放设定为现在排放的 Ｓ 比例
，
其中 ０＜５在 １

，
后续研究中设置 ３＝ １

，
那么 ，

期望产出 和非期

望产出应该如何调整 ？ 国家宏观决策者从整体效率最大化出发来分配各省份碳排放额度的空间思

想可 以表示为
：

Ｎ

ｍａｘＨ
ｎｓ ｌ

ＮＮ

ｓ ．ｔ．
： ，

ｎ＝ １
，
２

，
…

， ＼
２
＝

１ｉ
ｓ

ｌ

ＮＮ

，^

ｚ
ｂｌ

Ｅ
ｌ

＾Ｅ
ｎ

，
ｎ＝＼

，
２

，
． ． ．

，
Ｎ －

，，
ｎ＝ ｌ

，
２

，
． ． ．

，
Ｎ（

２
）

Ｚ
＝

１＾ １

ＮＮＮ

Ｉ ｚ
ｂＡ＝＆

ｎ ，
ｎ＝ ｌ

 ，
２

，
＂．

，
Ｎ

；

ｈ
ｉ
 ｌ

＝
ｉ

、多 ０
，之 多０

，Ａ
＞ ０

，
ｒａ

，
／＝１

，
２

，
…

，
ｉＶ

其中
，Ａ表示分配后 的碳排放额度 ，

表示各省份的实际碳排放量 表示各省份重新分配后

Ｎ

的产 出
，
７

，

表示各省份的 生产总值
；＾ １

表示权重变量 ０ ，
／＝ １

，
２

，

． ． ．

，
＂ 表示 省份的数量 ； ＾ ４ 

＝

１
＝

１

ＮＮ

ｓ ．表示重新分配后的各省份碳排放是原来的 ｓ 比例
；

； 之 表示碳排放的弱可处置性。

／
＝

１ １
＝

１

３ ． 分省份的计划时间 内产 出最大化下的重新分配方法

式 （
２

）是考虑每年各省份产出之和最大化情况下碳排放的童新分配 。 实际 中 ，
经常会存在考虑

１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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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份在计划时间 内产出之和最大化情况下的碳排放额度分配情况
，
即时间上的最优分配 。 基于环

境生产技术
，
假设国家宏观决策者的 目标是希望各省份各期 的期望产出之和最大化 ，那么 ，在总 的

碳排放额度 固定为原来的
一定比例的情况下

，
对于具体的省份 ／

Ｋ） ，
其在各时期产 出之和最大化下碳

排放额度分配可以表示为
：

ｍａｘ

ｔ
＝

ｌ

ＮＮ

ｓ ．ｔ．
：矣心 ，

ｔ＝ｉ
，
２ ｒ

； Ｓ
／
＝

１Ｚ
＝

１

ＮＮ

ｊ^
Ｚ

ｌ

Ｅ
ｌ，

２
，

． ． ．
，
７

１

；＾^ ｄ
ｚ

ｌ
Ｙ

ｌ９
ｔ＝ ｌ ９ ２ ９

？ ． ，
Ｔ（ ３ ）

ｆｃ ｉｉ
＝
ｉ

，
ｔ＝ ｌ

，
２

，

…

，
Ｔ

＾ ４
＝Ｓ

．

Ｘ Ｃ
ｔ

１
＝

１／
＝

ｉ１

＝
１

ｚ＞ ０
，
ｆ＞ ０

々
彡 ０

，
ｔ＝ｌ

，
２
ｖ

． ．
，
７Ｖ＝

ｌ ”＂ ，
ｉＶ

４ ．
全部省份各期总和的重新分配方法

根据式 （
２

）
和式 （

３
） ，
能够得到各省份各年 的碳排放数据

，
将该数据与实际数据作比较

，
就能够

看出各个省份分配额度的增减变化 。 那么 ，
在全部省份产出之和最大化情况下 ，

计划时间 内每年分

配的总额度应该是多少呢 ？ 为此 ，本文借鉴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 ．

［
１
４

】

的集 中分配 ＤＥＡ模型
，提出了考虑全国碳

排放总额在时间上分配的改进模型
，

可以表示为
：

ｍａｘｙ，
Ｙ＇

１

＝
１

ＮＮ

ｓ
．ｔ ．

：，
ｔ＝ｌ


，
２

，
． ． ．

，
Ｔ

； ｊ^
Ｚ

，
Ｌ

，，
ｔ＝ ＼

，
２

，
． ． ．

，
Ｔ

／
＝

１１＝１

ＮＮ

，
ｔ＝＼

，
２

，
． ：

， （４ ）

Ｎ Ｔ Ｔ

ｔ ｔａａＶ １ｔ

２， ＾ｃｉ

＝ｃ
＊

，
ｔ
＝

ｉ
，
２

，
． ．．

，
ｒ

； Ｘ ｃ
ｉ

＝５
－ Ｚ ｃ

／
＝

ｉｔ
＝

＼ｔ
＝

ｉ

２
）

＞ ｏ
，
ｒ＾ ｏ

，
ｃ

，

＞ ｏ
， ？

＝
ｉ

，
２

，
． ． ．

，
ｒ

其中
，
ｆ 、Ｌ＼ｆ表示各期各省份资本存量总和 、劳动力总和和能源消费总和 ，

＆表示各期重新分

配后的碳排放额度总和
，
Ｆ表示重新分配后的各期产出总和

，
匕表示实际的各期碳排放额度总和

表示各期各省份 的产出 ＾表示权重变量 ，
ｔ＝ ｌ

，
２

，

…

，
：Ｔ表示时间

，
７＝５ 。

５．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

十二五
”

时期 中国 ３０个省份的资本 、劳动力和能源消耗作为投入数据 。 资本存量采

用永续盘存法估算 。期初 的资本存量用 ／＾ ＝／
；
（
）

／
（
Ｓ＋ｇ

；
）
表示

， ４是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
Ｓ 表示折旧

率
，ｇ

；

表示各省份 １９７ ８
—

２０ １ ２ 年生产总值 的平均增速
；
以 １９７８ 年为基期

，
按公式 ＆ ＋／

ａ
，

得到各省份资本存量数据
，
再调整为２００５ 年 不变价 ，具体参见张军等 林伯强 和孙传旺Ｍ认为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５ 年中 国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速为 １４％
，

按照该方法计算出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５ 年 的资本存量 。 劳

动力数量用各省份的期初从业人员数和期末从业人员数 的平均值表示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 ５ 年的从业人员

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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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则按照 ０ ．
６２２％的增长速度计算得到Ｍ。 期望产 出用生产总值表示

，
按照生产总值指数调整成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 ，根据国 家
“

十二五
”

规划提 出 的 国 内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 ７ ．５％的速度
，得 到 ２０１ ３

—

２０１ ５ 年各省份的生产总值 。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１ ２ 年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 ；
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 Ｊ
１ １队为

“

十二五
”

时期 中 国的能源消耗强度将按照 １ ６％的速度递减 ，据此推算出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５ 年

各省份的能源消费 。 非期望产出用 Ｃ０
２
排放数据表示

，
国家统计局未发布该数据

，
目前采用 的方法

是从能源消耗的角度来估计
，
具体参见李小胜和安庆贤 ［

１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５ 年的数据参考 Ｗａｎｇｅ ｔａｌ
．

Ｍ
、

林伯强和孙传旺 根据
“

十二五
”

时期碳强度按照年均下降 ３ ．８％的速度外推得到 。

三
、 实证结果分析

１ ． 分省份碳排放额度的空 间分配结果

按照式
（
２

）
对 ２０１ １

—

２０１５ 年各省份的碳排放进行重新分配
，

得到表 １ 中 的数据 。 为了反映重新

分配后的状况
，
本文计算 了重新分配后的碳排放与原排放之差 。 结果表明

：
①总体上

，
模型的估计效

果较好
，
北京 、上海和山西 ３ 个省份的碳排放额度 与原碳排放 Ｃ

？
始终保持

一

致
，
表明 ２０１ １

—

２０１５

年这 ３ 个省份处在前沿面上 ，
是效率最高 的省份 。 上海和北京处在前沿面 ，

这与多数环境效率研究

文献的结论一致 主要得益于环境控制政策 、产业结构调整 、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 山西省处在

前沿面
，
可能是因为数据包络模型构造的前沿面综合考虑了投入 和产出指标 ，

杨文举 【
２ （

５的研究中 也

出现过经济不发达省份 （
青海

）
处在前沿面上 的情况 。 数据包络分析处理的是多投人和多产 出的情

况
，
前沿面的构造是综合考虑各个个体的投入和产出得到的 ，

有可能存在某个投入较少 、
另一个投

入较多而产 出仍然不变的情况
，
即多指标 间出现了替代的情况 。 山西是资源型城市 ， 能源充足 ，能源

消耗替代了资本和劳动力
，
在资本和劳动力 ２ 项指标偏少的情况下 ，

有可能能源投入较多
，
所以

，
仍

然会有整体效率较高的情况 。 ②发达省份 中的广东 、浙江 、
天津和江苏

，
由于投人产出效率高

，
碳排

放额度都有所增加 。 这种分配与 ＬｉｎｓａｎｄＧｏｍｅｓ
！
２
１］提出的

“

零和博弈
”

ＤＥＡ 模型思想一致
，
在碳排放

总额固定的情况下 ，
效率高的省份碳排放额度应该上升

，
效率低 的省份碳排放额度应该下降 ，式 （

２
）

中的等式约束条件表达的正是额度重新分配后保持不变的要求 。

从重新分配后的碳排放额度减去实际的碳排放数据看
，
不 同年份各省份均有增加或减少的状

况出现
， 除发达省份的北京 和上海以及 中部省份 山西处在前沿面上

，
碳排放额度没有发生变化以

外
，
其他发达省份的额度都出现了增加的情况 ，

而 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的额度均出现了减少 。 例如
，

发达省份天津在 ２０ １ １ 年应该减少碳排放额度 １５７５ ． １ １ 万吨
，

后续年份碳排放额度都应该增加
，
说

明该市碳排放效率上升
，
与天津类似 的有江苏 、安徽 、福建和海南 。 浙江和山东情况相 同 ，

在
“

十二

五
”

前期碳排放额度应该减少
，
后期碳排放额度应该增加 。 湖北 、湖南和重庆在

“

十二五
”

期间碳排放

的额度都应该增加 。 上述省份的显著特征是
“

十二五
”前期的部分年份碳排放额度下降

；
相反地

，在

“十二五
”

后期碳排放额度都是增加的状态 。 经济发达省份之所以在
“

十二五
”

后期碳排放额度上升 ，

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 。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
人们对环境 的重视程度越高

，

环境技术进步较快
，

环境污染投资也较高
；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的省份 ，

通常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 ，

因而环境治理能力

较强
，
环境效率高

，
而空间分配考虑 的就是效率最大化情况下各省份碳排放额度的重新分配 ，

在这

种情况下
，
随着发达省份的相对效率增强

，
其分配 的碳排放额度会逐渐增加 。

与上述情况相反 ，部分经济不发达省份在
“

十二五
”

前期 的碳排放额度应该增加 ，
但后期碳排放

额度都在减少 。 例如 ，
内蒙古和贵州 ２０ １ １ 年处在前沿面上

，
后续年份碳排放额度减少 ，

辽宁和黑龙

江 ２０ １ １
—

２０１ ３ 年碳排放额度应该增加 ，
后续年份碳排放额度应该减少 ，

河北 、江西 、河南 、广西和陕

１ ０３



李小胜
，
宋马林

：

＂

十二五
”

时期中 国碳排放额度分配评估

表 １


分省份碳排放额度的空 间分配结果


单位 ：万吨
￣

实际碳排放分配后 的碳排放减去实际排放的差额
省份 －

ｎ


：



２０ １ １２０ １２２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２０１ ５２０ １ １２０１２２０ １ ３２０ １４２０ １ ５

北 京１ ２８４６１ ３０４８１３２３ ５１ ３４３８ １３ ６４００ ０ ０ ０ ０

天 津２０ １ ６０２０３０１２３６２２２３７６２２３９０３－

１ ５７５１ ６７６ １６８４２０９ １３３４６

河 北９ １ ４４４９２７３ １９８４２９９９７ １ ６ １０ １００４－

４５９６－４７５３－

３２０８－

５００４－

７８ ９８

山 西７ ３８０ ８７７０７ １８ １ ６２７８４８９０８８ １ ５２０ ０ ０ ０ ０

内蒙古７５４２３７８３ ７４８３ ９７ １８ ６９２ １８９８７２０－

８６０３－

８０９０－

１ ０４５９－

１２６６７

辽 宁７ １ ７４２７４３４ １８０ １９９８２７９ ８８５３ ９７６２９４２１ ７２５９７０－

８ ８９９－

１６０１ ６

吉 林２８６８ １２８３４３３０９４ １３０６０３３０２６５－

７ １ ４８－

７ １ ５９６０７ １５６２５５７０６

黑龙 江３６６７７３８４２３４ １ ０８ ５４２８３ １４４５ ７８２２０ １１ ８９４２５ ６８－

１ ８７２－４５２３

上 海２７６５６２７２５８２９５７２２９ １７４２８７７６０ ０ ０ ０ ０

江 苏７７２６６７８８ ７８８５ ８５２８７４６４８９０７５－

１ ７７５７１８０２３１ ８ １ ３４１ ６８ １９２０１ ６６

浙 江４５ ３９７４４０３ １４６９５９４５ ５９３４４２２７－

８６６ １－

７８８４－

３８２０３ １ ０５４７３ ９

安 徽３４０６８３ ５ １４６３ ６９ １５３７９９２３９０７０－

６９４１５６９８３４ １ ５３７ １８９３９６

福 建２５８３ ８２５６３５２７ ８９３２７６９０２７４８ ７－

３４５５３０３９８６５１ ４８０１ ７ １７

江 西１ ９０４３１９ １４５２ １ ５５４２ １６５５２１ ７５ ６－

４２７２－４２５２－２ １ ４５－

１ ８ ８８－

２３２７

山 东１ １ ４２９２１２０３０２１ ３０６３９ １３６６４９１４２６５９－

１ ６８ ６４－

１ ８０３６－

１ ５０７９１ ５ １９５０８ １

河 南６６９３ １６２６ １ ８６７ １７８６２８ ６６５８ ５５ ３－９６７７－

６４１ ５－

５５ １４－

５ ５７５－

１ ９９５

湖 北４ １００２４ １０ １ ８４５６５６４５６７２４５６８７１０００５１ １ ８０ １１ ３９ １２１３ ７３６１ ２００８

湖 南３２６５８３２ １ ５ １３３ ８３ １３ ３３２３３２８１６１６６３２１７８ １ ７１ ６０９９１７８０ １ １ ３５４２

广 东６２６ １９６１ ５７ １６７ １ １ ９６８０９８６７０５００ ０ ０８４５５７５７２

广 西２ １０９６２３ １６９２６２２２２８２９４３０３ ６７－

３４６９－

５２７８－

３９０５－

６０３９－９４００

海 南６３７２６６４２７０９７７３６７７６３７－

２９８０３ ３４０４２８ １３ ７８０４ １５２

重 庆 １７８９８１７６６５１ ９ １４７１ ８９ １４１ ８６８ １８２２６１０２６４１ １６２９９５ ５ ８８４６２

四 川３４７４７３６１ ７７３７ １ ８９３８６ １９４００４９２９８５ ８２８ ８６９－

５３７ １－５９ １２－

８０６ １

贵 州２５６４７２８０６４２８２４２３０６６０３ ３０７７０－

５ ９７６－

６６０２－

６９６０－

９７９７

云 南２４６７４２５６ １ ８２６８７７ ２７８２ １２８７６５１２０６－

７９８７－

３９２５－

５２２７－

１００６

陕 西３７８２７４３４４ １４８７７４ ５４３ ８８６０００１－

５５７ １－

５６０７－

５ ０６３ －６０５８－

５０２９

甘 肃１９８６４２０４５２２２２０ １２２７８９２３ ３７６３６０５－

６ １ ５８－

６７７９－

６２ １ ７－６２８５

青 海４８７４５８ １ ２５８０３６７４ １７６７９７４７６－

６６２０－

５６４３－

６７６６－

５２６８

宁 夏１７３ １ ６１ ８ ６０４２０６２０２ １ ９０８２３ １９６１０８０－

５４４２－

５２０７－４９０９－

１０２５

新 疆３２６４０３７７０９４０６６９４５７３８４８ ９０６６３ ８３－４４２５－

４２７７－

５９０２－４５９ １

资料来源
：
作者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计算整理 。

西在整个
“

十二五
”

时期碳排放额度都应该减少。 甘肃 、青海 、新疆 、宁夏在 ２０ １ １ 年应该增加碳排放
，

同样后续年份应该减少碳排放 。 这些省份多数是一些重工业省份 ，例如辽宁 、黑龙江 、甘肃 、青海 、宁

夏等
，
以及一些西部和经济不发达省份

，
如陕西和广西等 。 由 于产业结构重型化

，
污染性产业 比重

高
，
资源较为丰富 ，

能源成本低
，
导致能源消耗 比重大

，
加上经济不发达

，

环境控制技术相对落后
，
这

些省份的碳排放效率相对较低
，
在

“

十二五
”

后期碳排放额度都较实际值小
，

应该减少碳排放 。

按照式 （ ２ ）
的计算

，
本文得到各省份分配后的 ＧＤＰ数据 。 根据 目标函数设置

，
各省份的产出匕

与原产出 ７
？
之间 的差距见表 ２

，
可 以看到 ，

在 （：０２排放重新分配下
，
各省份 的 ＧＤＰ 有增有减

，但减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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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省份并不多 。 广东虽然效率较高
，
但在 ２０ １４

—

２０ １ ５ 年效率不为 １
，
根据式 （ ２ ）

的计算
，
该省要达

到有效水乎
，
ＧＤＰ 在 ２０１４ 年需要减少 １９００ 亿元 （本文 中的 ＧＤＰ 数据都为 ２００５ 年价 ） ，２０ １５ 年需

要减少 ４２２ 亿元
；
同样

，
四川 、贵州 、甘肃在部分年份出现 了ＧＤＰ 应该减少情况

；
其他省份每年 ＧＤＰ

都应该增加 。 上述情况说明各省份在环境约束下
，
产 出扩大都具有

一定的潜力 。 但研究发现
，
产出调

整量较大的省份也是上述碳排放额度应该减少的省份
，
进一步说 明这些省份的效率较低

，
在给定的

投入数据和排放的弱可处置下
，
这些省份的产出应该尽可能扩大

，
否则离前沿面的距离会更远。 从

空间分配看
，
各省份的排放与原排放有一定差距

，

除了极个别省份的产 出需要减少 以外 ，
其他省份

的 产出都不同程度 的增加 ，
增加的绝对量都不大

，
说明产 出调整的空 间不大

，
额度分配的重点是对

碳排放额度进行分配 。

表 ２


分省份 ＧＤＰ 的空间分配结果


单位 ： 亿元

＿

实际 ＧＤＰ
＿

分配后 ＧＤＰ 减去实际 ＧＤＰ 的差额
￣

２０１ １２０１２２０ １ ３２０ １４２０ １５２０１ ２２０１ ３２０１４２０ １５

北 京１２９２７１３９２６１４９９８１６０９３１ ７１６６００００ ０

天 津９５９６１０９２６１２２９ １１ ３５２０１４８８６１ ８９１２２３３２３ １ １２４２２２０ １０

河 北１９３６９２１２３ ５２２９７６２４４６９２６２ １ １９４７１ １ ０７１０８６６３ ３１４２４

山 西 ８ １４ １８９６６９７６４１ ０２４３１ 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０

内蒙古１００３５ １ １ １ ８５ １２ １９２１ ３ １ ４３１４１ ４９０１ ３ ６ １８９ １ ７ １ ３ １ ８０３４３０

辽 宁 １７３６８ １９０２７２０６８２２ １ ８８ １２３５３７２５２５４０５２５ ５０５８３６５１ １６２５

吉 林 ８２４９９２３ ６１０００３１ ０６５３１ １４２０５５７０６３６２６９６８８２５６９５０６

黑龙江１０９１２１２００６１２９６７１ ３６９３１ ４６５３１ ０８６０１１４８２２６８７４４２８

上 海１ ７００８１８２７６１９６８４２ １０６２２２４６９０ ０ ０ ０ ０

江 苏３ ８９ １ ０４２８５ １４６９６５５ １０５１５５ １ ６５５９５０６６４１６０ １ １６５０３７７５０

浙 江２５６３５２７６８ １２９９５ １３２２２７３４４９７４１ ７９４ １ ９４３２４２４８４０５９０２

安 徽１ １３７６１２７５２１４０７９１ ５ ３７４１６７００２３ ５６２５６５２７６７２９４２５２０５

福 建１４０７０１５６８２１７４０６１ ９ １ ３０２０８５ ５３４０７３８２０３６３９４４３６４８４６

江 西 ８４６８９３９５１０３４４１ １３４７１ ２２９６２７３２２９４ １２６３ １３２０７３７４６

山 东３７６５２４ １ ３２７４５２９４４９２３５５３２０２１ ０３ ６０１０５５２１０４８ ３６９２８９９５９

河 南２１ ７２３２３９２８２６０８ １２８４０３３０５５６１ ４４７４１ ５９０７１５９３０１ ８３ ８０２ １ ３７６

湖 北１４３７５ １５９９３１７６０８１９３ １６２０９３ １２６３５３４０ １４２２４４６３０７ １ ３５

湖 南 １４３２４１５９３７１７５４７１ ９２ １４２０８２３２５０８３７５８４９３５５４７８８７３０

广 东４４５５４４８ １８９５２２８６５６３６４６０４６００ ０ ０－

１ ９００－４２２

广 西 ８５ ８３９５５０１０５２４１ １４ １９１２３９３５８４５６９９７７３０６８１ ５６９４５０

海 南 １ ９２８２ １ ０４２３ １ ２２５０９２７ １７６７５８９０１ ０５２１ ３４ １１５７２

重 庆 ８ １０ １９ １９８１０３３０１ １４５６１２５８７１ １ ３５８ ５５４２８４ １ ０１ １ ７６

四Ｊ
丨

丨１ ６ １４６１８ １ ７２１ ９９８９２ １６８ ８２３５０６７７６４４７５９－４７７１ ２３

贵 州４ １７７４７４４５ ３３７５９ １ ３６５０６０－

７８４－

６９ １－

６２ １－

８８ ６

云 南６８６４７７５４８６９２９３９６１ ０３３４４６３６５９６５７３３７８ ５２６１ １５ ３９

陕 西８９５５ １０１ ０７１ １２ １９１ ２３０７１ ３４１９５６９８６６３０７２４０７９６４９６２４

甘 肃３ ６９９４ １６４４６ １４５０２４５４７４２３２－

７７－

１６ １－

８３３ ５

青 海１ １４３１２８ ３ １４２１１５５２１ ６９０２４０３４２８９６１ ４１ ８ １６ １２

宁 夏 １２４７１ ３９１１５２７ １６４９１ ７８６６８３８２０１ ２６８１ １７００

新 疆４８２１５ ３９７５９９１６５ ９０７ １ ８４３４６３ ２２１ ５６８２０１ ０２０４７

资料来源 ：
作者利 用 ＭＡＴＬＡＢ 计算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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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胜
，
宋马林

：

‘ ‘

＋二五
”

时期 中 国碳排放额度分配评估


２ ． 分省份碳排放额度在计划时间 内产出最大化下的分配结果

依据式 （
３

） ，
本文计算得到各省份重新分配后 的碳排放额度与原排放之差 ，

见表 ３ 。 结果表 明 ：

北京
、
上海 、广东和海南均处在前沿面上 ，

重新分配后的碳排放数据与实 际排放是
一致的

，
额度不需

要调整 ；
陕西 、

山西 、 内蒙古和宁夏接近前沿面 ，
重新计算后的碳排放与原排放相差不大 。 发达省份

中的天津在 ２０ １ １ 、２０ １２ 和 ２０ １４ 年应该减少碳排放
，
其他年份应该增加排放

；

吉林在
“

十二五
”

前期

应该减少排放
，
在

“

十二五
”后期应该增加排放

，
与吉林类似的还有湖南

；
山东 、浙江 、

江苏和重庆在

表 ３


分省份碳排放额度的时 间分配结果


单位 ：

万吨

实际碳排放分配后 的碳排放减去实际排放的差额
省份 

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０１ ３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５２０ １ １２０ １２２０ １ ３２０ １４２０ １ ５

北 京１２８４６１ ３０４８１ ３２３５１３４３８１ ３６４００ ００ ０ ０

天 津２０１ ６０２０３０１２３６２２２３７６２２３９０３－

１ ３３ ７－４７９５３７－

１２６１２５４０

河 北９ １４４４９２７３ １９８４２９９９７ １６１０ １００４１５９３０ １４７５３１ ３２０８６７５３－５０６４４

山 西７３８０ ８７７０７ １８ １６２７８４８９０８８ １ ５２－０．２５０００ ．４３００－０．４９０００ ． １ ９００－０． １ ３００

内蒙古７５４２３７８３ ７４８３９７ １８６９２１８９８７２－０．３ ３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０８００－０ ．４ １ ０００ ．２６００

辽 宁７ １７４２７４３４１８０ １ ９９８２７９８８５ ３９７１５２００２ １７２ １９８－

８８９９－

８６７１

吉 林２８６８ １２８３４３３０９４１３０６０３３０２６５－

５９ １－

５０４－４４１ １１２ １２４２９４

黑龙江３６６７７３ ８４２３４１０８５４２８ ３ １４４５７８３ １４６１ ８９４１ ５６８－

２０８５－

４５２３

上 海２７６５６２７２５８２９５ ７２２９ １ ７４２８７７６０ ００ ０ ０

江 苏７７２６６７８８ ７８８５ ８５２８ ７４６４的０７５５６７３５５３２－

１ １ １３０－

１ ６８ １９１ ６７４４

浙 江４５３９７４４０３ １４６９５９４５５９３４４２２７７８８７－

７８８４－

３８２０１０９ １２７２４

安 徽３４０６８３５ １４６３６９ １ ５３７９９２３９０７０８２ １４－

５６９８－

３４１ ５－

３７ １８４６ １８

福 建２５ ８３ ８２５６３５２７８９３２７６９０２７４８７５ １ ０ １－

３０３９１３ ５－４８０－

１７ １ ７

江 西１ ９０４３１９ １４５２１ ５ ５４２ １６５５２ １７５６６５７８－

２ １ ７－２ １４５－

１ ８ ８８－２３２７

山 东１ １ ４２９２１２０３０２１ ３０６３９１ ３ ６６４９１ ４２６５９ ３ １０２３－

１ ８０３６－

１ ６９ １ ７１ ５ １９ ２４ １ ２

河 南６６９３ １６２６ １８６７ １７８６２８６６５ ８５５３１４６２ １－

１５３７－

５５ １４－

５５７５－

１ ９９５

湖 北４ １００２４１ ０１ ８４５６５６４５６７２４５６８７１ ０３ ２５１ １ ８０ １－

４４６５－

１ １ ８ １６－

５８４５

湖 南３２６５８３２ １ ５ １３３８３ １３３ ３２３３２８ １ ６－

１ ０２７－

３７７３－

１８０４４７６５５ ７

广 东６２６ １９６１５７ １６７１ １ ９６８０９８６７０５００ ００ ０ ０

广 西２ １ ０９６２３ １６９２６２２２２８ ２９４３０３６７８６９６８９２５－

３９０５－６０３９－

７６７７

海 南６３ ７２６６４２７０９７７３ ６７７６３７０００００

重 庆１７８ ９８１ ７６６５１ ９１４７１ ８９ １４１ ８ ６８ １６３ １２－

１ ８ ９４－

２７８７－

２２８４６５ １

四 川３４７４７３６１７７３ ７１ ８９３ ８６１９４００４９１５４２７－

４５０３－

４４１ ６－

５２９７－

１２ １ １

贵 州２５６４７２８０６４２８２４２３０６６０３３０７７５３６１５９７６１０６０２－２８ １ ２－

１９１２６

云 南２４６７４２５６ １８２６８７７２７８ ２ １２８７６５２０８６１９８７７４８－４２ １ ７－６０５

陕 西
．

３７８２７４３４４ １４８７７４５４３ ８８６０００ １４７３．８４０００ ． １ ７００－

４７３ ． ８４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０ ． １７００

甘 肃１９８６４２０４５２２２２０ １２２７８９２３３ ７６４８７３６ １５８６７７９－

５５４ １－

１ ２２６８

青 海４８７４５ ８ １ ２５８０３６７４ １７６７９５４５６－２０９ １－

９０４－

１ ０３０－

１４３２

宁 夏１ ７３ １６１８ ６０４２０６２０２ １ ９０８２３ １９６－

０ ．０２０００ ．３ １ ００－

０． １８０００ ．１ ５０００ ．４７００

新 疆３２６４０３７７０９４０６６９４５７３ ８４８９０６６３ ８３８２８ ５３ １７３－

５４９－

１ ７２９３

资料来源
：
作者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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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 年左右碳排放额度应该减少
，
其他年份碳排放额度都应该增加 。可 以 看出按照时间 分配分省份

的碳排放额度同空 间分配模型 的结果是类似的
，

时 间分配模型采用集 中分配 ＤＥＡ 模型从整个时期

上对碳排放额度进行分配
，
某些 省份在整个时间 上投人产出如果变化不大 ，有可能导致各年 的效率

变化不大
，

这是陕西 、
山西

、 内蒙古和宁夏 ４ 个不发达省份碳排放额度变化不大的 主要原因 。 而发达

省份经济结构合理
，
环境控制技术发达

，
制度完善

，
例 如涵盖 了２０ １ １ 年 国家发改委 《关于开展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 》 中提到 的建立碳排放市场 的北京 、
天津

、
上海

、
重 庆 、广东 和深圳 ６ 个省

份
，
所 以

，
这些省份环境效率较其他不发达省份高

，

按照效率最大化 的原则
，

“

十二五
”

后期或者
“

十

三五
”

时期这些省份碳排放额度应该增加 。

相反地
，
辽宁

、
黑龙江 、贵州 、甘肃 、

新疆和云南等不发达省份和 中西部省份在 ２０ １ １ 

—

２ ０ １３ 年应

该增加排放
，
在 ２０ １４

—

２０ １ ５ 年应该减少排放
；

河北
、
湖北

、广西和青海在 ２０ １ １ 年左右碳排放额度应

该增加
，
在

“十二五
”

后期应该减少碳排放
，

这类省份还有河南
、
四川 和江西 。 从上 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
，

这些省份多数不发达
，

人 口众多
，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
能源消费较 多 。 低效率决定了这些省份的

共 同特点是
“

十二五
”

后期 的排放额度 出现 了下降
， 从图 １ 的拟合趋势线看 ，

发达省份的额度在
“

十

二五
”时期变化不大

，
但对于一些不发达省份

，
额度变化的 差距较大

，
特别是甘肃 、贵州 、

河北
、
河南 、

辽宁和新疆下降幅度较大 ，
充分体现 出整体效率最大化分配的

“

奖优罚 劣
”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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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０１ １
—２０ １５ 各省份重新分配后的碳排放与原排放之差

资料来源 ：
作者利用 ＳＴＡＴＡ 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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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胜 ，
宋 马林

：

“

十二五
”
时期 中 国碳排放额度分配评估

按照各省份期望产出在计划时间 内最大化分配式 （
３

） ，
本文计算了各省份 ＧＤＰ重新分配后的

数据 。 从中发现 ，
多数省份的原始数据 圮小于根据计算得到 的数据Ｉ ，

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并不

是很大 。 根据式 （３ ）的规划 ，
从时间 的角度来理解 ，就是各省 份应该适当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

差额为

负 的省份应适度放慢速度 ，
以达到缓解当前环境恶化的问题 ，

经济才能持续增长 。 从时间上分析 ，
上

述结果与 当前
“

新常态
” 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

整产业结构
，
降低环境污染

，
使经济实现绿 色 、健康 、持续发展 ， 而不是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

提升 。

３． 各省份间产 出总和最大化的分配结果

根据式
（
４

） ，
计算了全部省份各年碳排放额度总和

，
以及 ＧＤＰ 总 和在时间上的最优分配结果 ，

见表 ４ 。 从各年 ＧＤＰ 总和的分摊结果看 ，
呈逐年增长 ，

从 ２０ １ １ 年的 ４６ ． １５ 万亿元增加到 ２０ １５ 年 的

７８．６９ 万亿元 。
虽然 目前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

，
但经济总量还在逐年增加

，
而且这些数值与实

际的 ＧＤＰ 数值走势是相同 的
，
式

（
４

）
是效率最大化模型

，
计算得到总的 ＧＤＰ 大于实际的数据

，
但产

出的调整幅度不大
，
模型结果对于期望产 出的趋势判断是正确的 ，

与 目标规划 的期望产 出最大化要

求相一致 。 从碳排放的额度分配情况看 ，
２０１ １ 年各省份 的碳排放总和最大 ，

后续年份变化的数值不

规则
，
但总体上有所变小 。 实际上 ，

在
“

十二五
”

后续几年
，
中 国的碳排放将变化不大 ，

主要是 由 于 目

前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认知的提高 、环保意识的增强 、
环境控制政策的实施

，
以及技

术进步和效率的提升 ，
都抵消 了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碳排放增加的趋势 。 实际数据和重新分配后的数

据在 ２０１ １
—

２０ １５ 年的总和是相同 的
，
但从表 ４ 的数据看

，
实际碳排放数据逐年增大

，
重新分配后各

年碳排放额的分配更加均勻 ，
说明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市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 、均衡分配碳排放

额度有着重要的 意义 。

表 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 ＧＤＰ 和碳排放额度总额分配结果


＾


＿１
？

２０ １ １２０ １２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２０ １ ５

指标


－
－


￣

实际数据

￣

｜
ＧＤＰ （亿元 ）

、

４ １０３５６４５２３８ １４９５０７２５３５９ １ ９５７８６ １ １

Ｃ０２ （万吨 ）１ ２００５０７ １２３ ３７ ３７ １３２９ １ １ ５ １３６４３７２１３９５７０ １

模型估计ＧＤＰ （亿元 ）４６１４６４５９４６８７６４６３３ ３６８ １６６９７８６９３０

Ｃ０２（万吨 ）１ ３９０３ ７０１ １ ５ ３９０４ １２７６５５８ １３ ７９ １ １ ８ １３２３４８３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整理 。

中 国政府承诺在 ２０３０ 年后兑现碳排放绝对量的 减少
，

根据本文考虑环境生产技术集中分配

ＤＥＡ 模型的设定
，
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具有联合弱可处置性

，
减少污染是有成本的

，
所以碳排放

额度的减少会狙碍经济的增长 。 如何保证
“

既要金山银山
，

也要绿水青 山
”

这是宏观经济决策部 门面

临的重要问题
，
意味着宏观决策者不仅要继续创造经济发展 的奇迹 ，

更要创造环境红利
，
实现波特

效应間。 而根据集中分配 ＤＥＡ 模型对
“

十二五
”

时期中 国 ３０ 个省份碳排放额度的重新分配显示 ，
无

论是利用空间模型还是利用时间模型的分配 ，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重新分配后碳排放额度没有减少

的情况下
，
经济总量都是增加的

，
释放 出

一

定的经济红利 。
在空间分配模型下 ，

ＧＤＰ 的总量分别扩张

２０１ １ 、 ２０１ ３ 、２０１５ 、 ２０ １６ 、 ２０１ ７ 亿元
；

在时间分配模型下 ， ００？ 的总量分别扩张 ０ 、 １ 、２ 、２ 、２ 亿元
；
在按

照时间总量进行分配时
，
ＧＤＰ 扩张的比例分别为 ５ ． １ １ 、 １４ ．２３ 、 １５ ．

１ ３ 、 １ ４ ．５８ 、 ２０ ． ８３万亿元 。 上述重新

① 由于篇幅限制
，
按照时间分配得到分省份 ＧＤＰ数据结果未列示

，

感兴趣的读者可 以 向作者索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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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后 的结果进
一

步表明
，
中 国二元经济特点导致省份间技术进￥ 、技术效率 、管理水平和制度建

设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
各省份的生产效率差异决定了不同省份间碳排放额度的重新分配会产生较

大的 收益 。 按照本文集中分配 ＤＥＡ 模型能够解决各省份碳排放额度配置的非效率状态
，
实现经济

健康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指标下降的双贏局面 。 按照集 中分配 ＤＥＡ 模型对未来碳排放交易市场额

度的重新分配 ，是碳排放交易市场额度分配设计的重要内容 ，
也是解决 中 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

之一 。

四
、 碳排放额度分配 的 比较分析

上述研究是基于投入产出数据
，
按照效率最大化原则得到各省份碳排放额度和生产总值重新

分配 的结果 。 对于碳排放的额度分配 ，
很多研究采用单指标来分配Ｐ ２

－２
！

，
例如公平原则坚持人均排放

均等分配
，
产 出原则坚持按照产出规模分配 。 下面考察 ３ 种单指标方法

，
将其结果分别与按照效率

分配原则的结果做比较。设 为第 ｉ个省份 ｒ期总的碳排放 为一国各个时期的碳排放
，

Ｋ？巧 （〇为第 ｉ 个省份第 ｔ 期的总人 口
， ｐｒ为 ｒ期一 国总的碳排放 。 ｇｚｊｐ；⑴为第 ｉ 个省份第 ｔ 期的生

产总值 ，
ａ 为按照人 口分配的比例 ，

ｌ
－

ａ 为按照 ＧＤＰ分配的 比例 。

按照人 口分配原则 ，

一

个国家或省份在各个时期 总的碳排放额度可以表示为
：

Ｒ

Ｘ啊 （〇

ＭＱＴ（０ ＝
－

ｉ＾
－

ｔ



ＱＴ（
５

）

Ｘｉ ｐｏｐ＾ ｔ
）

ｉ
＝

ｉ垆ｉ

按照 ＧＤＰ原则分配
，

一个国家或省份在各个时期总的碳排放额度可以表示为 ：

ｎ

＇

Ｌ ＧＤ Ｐ^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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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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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Ｔ（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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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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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ｔ
：

ｌ

按照人 口和 ＧＤＰ 混合分配 的原则 ｉ
２２％

，
设定 ａ＝０． ５

，

—个国家或省份在各个时期总 的碳排放额

度可以表示为 ：

ｎｎ

＾ ＰＯＰ＾ｔ
）

＇

Ｌ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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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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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１

按照上述 ３ 个简单分配原则 ，
得到计算结果 ，

见表 ５ 。 可以看 出 ，
按照人 口分配原则和按照 ＧＤＰ

分配的原则
，
各年份的碳排放是逐渐增加的 ，其中按照人 口分配原则 ，各期分配的额度更加均匀 ，

因

为各年的人 口变化不大 。 本文将两种原则进行简单加权 ，
即 由式 （７ ）计算 ，其结果是介于上述 ２ 种估

计值的 中间值
，
很显然这种分配的结果没有式 （４ ）

的分配结果合理。 上述分配方式明显受到人 口规

模和经济规模上升的影响 ，
这也是

一些国家或国际机构指责 中国碳排放上升的理 由
，
而忽视 中国碳

排放效率提高 、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的情况 。

为了与表 １ 和表 ２ 的结果进行 比较 ， 本文按照人均碳排放均等原则和碳排放强度原则进行混

合
，
人均碳排放均等原则是公平原则

，
碳排放强度原则被认为是按照效率来分配 ，

按照该原则
，
本文

计算了各省份逐年碳排放额度分配 ，

发现该结果并不理想
，

发达省份的碳排放额度都 比实际排放要

小
，
而且在各个省份的碳排放极不规律

，
效率髙 的省份碳排放额度小于原来的实际排放 ，

效率低的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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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中国碳排放额度分配评估


表 ５
按照不同分配原则计算得到总的碳排放额



单位
：
万吨

￥￥１

２０ １ １２０ １ ２２０ 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 ５

指标


按照人 
口分配１２６８７８６１２８３ ３６７１ ３０６８５３１ ３２１４３４１３４２９９３

按照ＧＤＰ分配１ ０８２７５２１ １ ９３６３８１ ３０６２８ １１ ４ １ ４０５９１５２６７０３

按 照混合分配１ １７５７６９１２３８ ５０２１ ３０６５ ６７１ ３６７７４７１４３４８４８

资料来 源 ：
作者计算整理 。

反而大于原来的实际排放。 对于
一个国家 内部 的分配 ，这种方法明显不合适 ，

一

方面是对效率考虑

不足
，
另一方面不符合实际情况

，
中西部省份效率低反而会增加排放

，

这样达不到通过硬化环境约

束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目 的 。 下面放弃混合原则 ，采用单指标效率分配原则分配各省份碳排放

额度
，
即按照碳排放强度指标的倒数来分配额度

，

强度高 的省份排放额度应该减少
，

强度低的省份

额度应该增加Ｐ ２ ， ２３
］

，
可以表示为

：

７ １

Ｘ 
ｙＣＯ

ｊ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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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根据式 （８ ） ，
得到各省份 ２０１ １

—

２０ １５ 年的逐年碳排放额度数据 ，
见表 ６ 。 通过分析发现

，
该数据

与实际排放之差出现 了两类情况 ，

一

类是额度上升的省份
，
分别是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

安徽 、吉

林 、福建 、江西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
重庆 、四川 、云南 、甘肃 、青海

；
另
一

类是碳排放额度较原来下

降的省份
，
分别是江苏 、黑龙江 、湖北 、山东 、河南 、河北 、山 西 、 内蒙古 、辽宁 、贵州 、陕西 、宁夏和新

疆 。 从这两类结果可以看 出
，
出现上升的省份多数是发达省份

，

包括北京 、
上海

、天津等 ，
但江苏和山

东分配额度下降了 。 在集中分配 ＤＥＡ 模型中
，

江苏和 山东的碳排放额度是上升的
；
同样地

，
甘肃和

青海分配的额度应该上升
，
但在前面按照空间和时间集中分配 ＤＥＡ 模型中

，
这两个省份的额度都

应该下降 。 其实这两个省份 的环境效率并不高 ［

１ ７－１９
１

，
按照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计算

，
对于单指标碳排放强

度
，甘肃和青海分别在 ７ 吨／万元 ＧＤＰ 和 ６ 吨 ／万元 ＧＤＰ 左右 ，

仅低于宁夏 ， 宁夏的碳排放强度在

２０１ １
—

２０ １５ 年分别为 １３ ． ８ ８ 、 １ ３ ． ３８ 、 １ ３ ．５０ 、 １ ３
．
２８

、 １ ２ ．
９９ 吨 ／万元 ＧＤＰ

，
而 同 期北京 的碳排放强

度分别 为 ０ ． ９９ 、０ ． ９４ 、 ０ ． ８８ 、０ ． ８３ 、０ ．７９ 吨 ／万元 ＧＤＰ 。 如果甘肃和青海在
“

十二五
”

时期分配额度增

加
，
明显不符合效率排放原则

，
也不符合 目 前中 国经济发展形势

，

所 以
，
在判别能力方面

，
按照多指

标效率分配的原则要好于按照单指标的分配原则
，
单指标方法对

一

个国家内 的额度分配可能存在

着对效率考虑不足的问题 。

五
、
研 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 国幅员辽阔
，
不同省份间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 。 工业化水平 、

生

活习惯 、气候条件等导致不 同省份的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有所不同
，
各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存在

跨大差异
网

。 如何设计一个公平 、高效的减排分配方案是涉及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问题。 本文按照

效率分配原则
，
对各省份

“

十二五
”

时期 的碳排放额度进行最优分配 。 研究发现
：
①按照空间和时间

上的效率分配模型
，
效率高省份碳排放额度应该增加

，
效率低 的省份额度应该减少 。 ②为 了进行碳

排放额度分配 的 比较 ，本文考虑 了多种单指标分配原则
，
并将其与效率分配原则 比较

，
发现二者结

果相差较大
，
没有效率分配模型结果稳健

，
分辨能力强 。 ③按照效率分配计算得到的各期碳排放总

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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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根据碳强度计算的重新分配数据及其与原排放之差单位 ：万吨

分配后得到 的碳排放分配后 的碳排放减去实际排放 的差额
省 份 

２０ １ １２０１２２０ １ ３２０ １ ４２０１ ５２０１ １２０１２２０１ ３２０ １ ４２０ １５

北 京１ １ １ １ ３４１ １ １ ７０ １１２５２７６１２７４０４１ ２８ １ ３０９８２８ ８９８６５３ １ １２０４１ １ １ ３９６６ １ １４４９０

天 津５２５６８５ ６３２８５７５２０６０５２８６３４０９３２４０８３６０２７３３ ８９８３６７６６３９５０６

河 北２３ ３９２２３９６６２５８０４２６ １ ０４２６４２ １－６８０５２－６８７６５－

７２６２５－

７３６ １ ２－

７４５８３

山 西１ ２ １ ８０１ ２１７６１ ３２２３１ ２８ ３５１２７５２－６ １ ６２８－６４８９５－６８４０４－

７２０５５－

７ ５４００

内蒙古１ ４６９３１４９３７１ ６０５０１ ６０８５１６０３０－６０７３０－６３４３７－

６７９２１－

７０８ ３６－

７３８４２

辽 宁２６７３５２６７８６２８ ５０７２８ １ １ ３２８０６２－４５００７－４７５５５－

５ １６９２－

５４６８５－

５７３ ３５

吉 林３ １７６２３４１ ０６３５ ７３ ８３７０３ １３ ８４１ ７３０８ １５７６３４７９７６４２８８ １ ５２

黑龙江３２８５６３２７０４３４８８９３４００９３３４６９－

３ ８２１－

５７ １ ９－６１９６－

８８ ２２－

１ １ １ ０９

上 海６７９ １５７０１ ７５７３ ５８２７６７９９７９５００４０２５９４２９ １ ７４４０１０４７６２５５０７２４

江 苏５ ５６ １３５６８ ５８６０４７４６２０９２６３０５ ５－２ １６５ ３－２２０２０－２５ ３７８－

２５３７２－

２６０２０

浙 江６２３６２６５７９７７０５０７７５ １９４７９４１ ７１ ６９６５２ １７６６２３ ５４８２９６０１３５ １９０

安 徽３ ６８７６３７９７５４２ １６０４３０４７４３ ５２０２８０８２８ ２９５２４５５０５５４４５０

福 建６０１ ３９６４０２２６８９８ ５７３４９３７７２４８３４３０ １３ ８３ ８７４１０９２４５８０３４９７６１

江 西４９１０６５ １ ３ ６ １５３０５２５ ５７４３５７５４４３００６３３２２１６３ １４９８３４０８８３５７８８

山 东３６３８ １３ ５９５４３ ８３２７３８３２９３７９７ １－

７７９ １ １－

８４３４８－

９２３ １２－９８３２０－

１０４６８ ８

河 南３ ５８４３３９９９４４２９１ ８４８０６２５３ １ ３３－

３ １０８ ８－２２６２４－

２４２６０－

１４８０４－

５４２０

湖 北３８７ １９４０８０７４２６３ ３４４９９ １４６６４６－２２８３－２１ １－

３０２３－

６８ １９５９

湖 南４８４３８５ １ ８８０５７３３６６ １３３７６４６０７１ ５７８０１ ９７２９２３５０５２８０ １４３ １７９ １

广 东７８ ５７６８１ ９ １ ５８６ １ １ ５８８０４９９ １ ８０９１ ５９５７２０３４４１ ８９９６１ ９９５ １２４７５９

广 西４４９３ ３４３ １４１４４３６７４２９３ １４１ ５ ５ １２３８３ ７１９９７２１ ８ １４５１ ４６３７１ １ １ ８４

海 南３３４ １２３３ １ ５３３６０１ ３３６２２５３６２２３２７０４０２６５ １ １２８９１６２８８５８２８５８６

重 庆４９９８４ ５４４９９５９６４０６４４３３６８６０５３２０８６３６８３４４０４９３４５５ １９４９９２４

四 川５ １ ３ １ ６５２５７２５９４１ ８５９７４２５９７５７ １６５６９１ ６３９５２２２２９２１ １２３１ ９７０８

贵 州１ ７９８５１ ７６９０２０８ ８８２０５ １ ６２００２６－

７６６２－

１０３ ７４－

７３５４－

１０１ ４４－

１ ３０５ １

云 南３０７２２３１ ６７７３５７４９３５９２７３ ６５ ７８６０４８６０５９８８７２８ １ ０６７８ １３

陕 西２６ １４４２４３５０２５４２７２４０７２２２７７０－

１ １６８ ３－

１ ９０９ １－

２３３４７－

３０３ １６－

３７２３ １

甘 肃２０５６７２１ ３０９２２９７４２３４５５２３８４３７０３８５７７７３６６６４６７

青 海２５８８９２３０９７２７０７２２４４９０２２４ １４２ １ ０ １ ５１ ７２８５２ １ ２６９１ ７７４９１ ４７３ ５

宁 夏７９５５７８２５８ １８７８００９７８３８－

９３６ １－

１０７７９－

１２４３３－

１ ３８９９－

１ ５３５８

新 疆１６３ １ １１４９８０１６２８５１ ５３２８１４９５６－

１６３２９－

２２７２９－

２４３ ８４－

３０４ １ ０－

３３９５０

资料来源 ：
作者计算整理 。

额也较单指标分配结果更加平滑
，

与 目前中 国环境控制的现实更加符合 。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中 国

未来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初始额度分配具有
一

定的政策启示 ：

（ １ ）

“

十三五
”

时期或更长时期对于中 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初始额度分配 ，
应该按照效率原则分

配 。 碳排放是
一种稀缺资源

，
国际社会一直对中 国碳排放总额提出严格的要求 ，如何在总额 固定的

情况下分配各省份的碳排放初始额度是个十分重要的 问题 。 效率分配能够在保持经济健康成长 的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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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马林 ：

“

＋二五
”

时期中 国碳排放额度分配评估

情况下起到了奖惩分明 的作用
，
因此

，
对于 中国未来的碳排放市场初始额度分配 ，

应该按照效率优

先的原则进行分配 ，逼迫效率低的省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走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

（
２ ）
国家应该通过宏观政策协调区域间平衡发展 ，

保障碳排放市场平稳运行
，
促进和落实碳减

排工作 。 中 国政府承诺到 ２０２０年单位 ＧＤＰ 排放强度在 ２００５ 年的基础上降低 ４０％—５０％
，
任务十

分艰巨 。 效率分配表明发达省份碳排放额度应该增加 ，
经济落后省份的碳排放额度应该减少 ；

对于

经济落后的省份
，
额度减少的同时会进一步限制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 ，

影响其参与碳排放市场的积

极性 。 为了保障碳排放市场平稳运行 ，
国家宏观政策应该协调各省份间 的发展

，
在按照效率分配的

同时
，
应充分考虑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差异 ，

采取适度 的激励和补偿措施
，
鼓励各省份间 的碳排放交

易
，
同时要求发达省份对经济落后省份适当给予资金 、技术和人才支持 ，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

；
落后

省份应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
加大资金投入

，
引进清洁能源生产技术

，
淘汰落后产能

，
改善碳排放效

率 。 只有通过上述努力 ，在全 国统一碳排放市场建立时 ，
才能避免不发达省份落入

“

贫困 的陷阱
”

，
实

现减排 目标 。

（
３

）节能减排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工作 ，政府应该具有全局视野。 按照空间 和时间模型计算得

到的各省份的产出扩张 比例不大
，
有些省份的产出甚至要调低 。 这说明按照效率分配 的同时

，
应该

从长远利益出 发
，
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效率最大化 。 未来

，
中国碳排放市场初始额度的分配 ，

既要

考虑
“

十三五
”

时期各省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 ，更要考虑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指标之

间的协调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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