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 !" 卷#第 $ 期

# %&!% 年 ' 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0*,-,*,123+4156)/5370,).)864)71-.4713,7339151),

2:;<!" ,:<$

-=>?%&!%

@:A!!&?BCDCEF?AGGH?!D"$ I!!"J?%&!%?&$?&&!

##"主持人语#城市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各种要素的空间载体" 日本学者青木昌彦认

为#低碳城市制度设计和建设必须结合本地区的制度!经济!文化!历史和价值现状" 城市低碳发展应在相

关理论构架的基础上$从市场性!技术性和社会性等路径来实现" 本期专栏刊发的%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的

理论基础探析&!%中国碳市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论低碳旅游的伦理价值趋向及实现途径&等文章$分

别从理论基础!市场手段!技术手段和伦理道德宣扬等角度$来探讨城市低碳发展的路径" 第一篇对城市

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系统分析$旨在为城市低碳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研究范式'第二篇主要研

究了我国碳市场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为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和运作$提供更加有效和安全的问题

导向和实践指导'第三篇则认为低碳旅游的核心还是%节能减排&$它可通过完善低碳旅游管理制度$提高

旅游者的伦理道德水平来实现" 我们发表这几篇年轻学者的文章$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国内外低碳经济!

低碳城市!低碳文化与伦理等研究领域学者的交流与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城市低碳发展的理论框

架与路径体系"

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探析 !

赵先超!$%

!!?湖南工业大学 长株潭两型社会研究院 湖南 株洲 $!%&&"#

%?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

$摘#要% 在世界各国政府普遍追寻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城市低碳发展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 对城市

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是构架城市低碳发展理论研究框架与体系的重要一步$也是有效指导城市低碳发展的

重要一步" 对指导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的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足迹理论!脱钩发展理论!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福利经

济学理论!投入产出理论等理论进行系统分析$为城市低碳发展及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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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英国在'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低碳概念$特

别是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后$低碳经济)低碳城市)城

市低碳发展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笔者

对国内外城市低碳发展的理论研究做文献检索与

分析时发现$国外对城市低碳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城市碳排放综合构成+! I%,

)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

关系+B I$,

)城市碳减排机制+K,

)城市空间规划与碳

排放的关系+D,等方面$其中既涉及理论基础探讨$

也包括定性定量分析$还包括应用对策研究* 与国

外相比$国内城市低碳发展研究领域涉及广泛$主

要包括低碳城市的概念及内涵+" I',

)低碳城市发展

路径与发展模式+C I!&,

)低碳城市发展规划+!! I!%,

)城

市关键领域碳排放)

+!B I!$,

) 低碳城市发展评

价+!K I!D,与低碳城市治理+!" I!',等* 国内研究现状

表明$国内学者对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较

少进行系统分析$而缺少科学理论支撑的城市低碳

发展研究往往会导致结论的错误性以及适用性*

当前$国内城市低碳发展及建设方兴未艾$这一现

状迫切要求我们对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进行探讨* 基于此$笔者对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的理

论基础进行系统分析$应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

现实意义*

##二#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系统论

系统是指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联结

而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 系统论的基本思

想认为%所有系统都具备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最

优性等基本特征$要求在研究事物时要把所研究的

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

统)要素与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

+!C,系

统论的基本思想要求要用系统的观点去考察问题$

重视整体与部分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

与相互作用*

以系统论为指导研究城市低碳发展$就要求在

构建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研究城市低

碳发展水平时$采用系统的观点$对城市低碳发展的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对城市

低碳发展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

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有序性和层次性进行深入分

析* 反过来看$城市低碳发展评价$也需要以系统论

为指导$选择城市特定经济)环境与社会等方面的具

体指标$这些具体指标通过一定的科学逻辑与组织

框架统一起来$构成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 此外$通过系统论$并通过计量方法的运用$能

够在科学评价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找出城

市低碳发展各因素之间的关联$以发挥系统的整体

作用$从而有效指导城市低碳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C'"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

未来(中第一次确切地界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

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主

要有%第一$可持续发展突出强调的是发展$鼓励经

济的增长$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要追求经

济增长的质量$强调改变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污

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第二$可持续发展认为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互为因果+%&,

$这就要

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过度消耗能源$不能超过环

境的承载能力#第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社会的全

面进步*

从城市发展的趋势来看$低碳城市是未来城市

发展的目标* 低碳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在保持经济

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以不牺牲当代人的需求以及满

足后代人发展的能源)资源)环境与生态为原则$以

城市各领域的碳排放减少为特征$最终达到城市区

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因

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对城市低碳发展研究具有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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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作用$即在碳减排目标的约束下$提出的城

市低碳发展及碳减排对策一定要具有可持续性*

!三"生态足迹理论

!CC% 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 ^A;;AMX 3

+RRG

+%!,提出了-生态足迹!RN:;:>ANM;V::S[QAHS".概

念%指具有一定的消费水平人口所占用的生态面积*

_MSOĜ MNZRQHM>R;!!CCD"

+%%,以此为基础构建了生态

足迹模型$并指出生态足迹是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

资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

务功能的方法* 生态足迹理论将每个人消耗的资源

折合成为全球统一的)同时具有生产力的地域面积$

并通过计算区域生态足迹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差

值///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能够准确地反映不同

区域对于全球生态环境现状的贡献率*

+%B,

结合目前中国国情$中国城市的低碳发展$不

能以牺牲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代价$而是要在保证经

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碳排放量的相对消减*

因此$以生态足迹理论为指导$评价城市低碳发展

水平的意义就在于%准确衡量某个城市的排放量是

否超出了碳预算以及人均碳排放是否超出全国平

均水平$如果城市碳排放量超出了碳预算$人均碳

排放超出了全国平均水平$那么一般来说$城市的

低碳发展水平就不高$就需要较大的碳减排量#反

之$如果城市的碳排放量在碳预算的控制范围内$

人均碳排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那么城市低碳发展

水平就相对较高$城市可能就会有一定的碳盈余*

!四"脱钩发展理论

!CDD 年$国外学者 7MSRQ-`

+%$,将物理学领域

中的-脱钩. !@RN:=[;AH>"引入社会经济学领域$并

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之间存在-脱钩.的问

题* 目前$脱钩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能源环

境)资源消耗等领域$用来分析经济发展与资源消

耗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响应关系* 对经济

增长与物质消耗关系的大量研究表明$一国或一地

区经济发展初期$物质消耗总量随经济总量的增长

以等比甚至以更高的增速增长#但在某个特定阶段

后会出现变化$即经济增长并不伴随物质消耗同步

增长$而是呈现略低)甚至开始呈下降趋势$这就是

-脱钩.发展理论*

从脱钩发展理论来看$城市低碳发展的本质是

寻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而最理想的状

态是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绝对脱钩* 因此$城

市低碳发展评价$既不能只看单一的经济快速增

长$也不能仅仅以人均碳排放量)地均碳排放量等

较低的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简单衡量$而应该是

以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之

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对脱钩乃至绝对

脱钩发展来衡量*

!五"环境库兹涅茨理论

%&世纪 K&年代$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研究人均

收入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指出%收入

不均等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出倒-*.型曲

线* !CC!年$美国经济学家8Q:GGXMH MH@ ]Q=R>RQ

+%K,

开创性地将库兹涅兹曲线应用于经济增长和污染物

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

与经济增长也呈现出倒-*.型曲线$后来一般称之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3HUAQ:;=;;RHAM;]=WHRSG7=QUR$简称

3]7"$即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水平有着很强的影

响$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

环境污染的程度相应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

加$环境污染程度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呈现恶

化状态#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某个

点$在这之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环境的污染程

度将由恶化状态向改善状态转变*

从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大多数城

市都处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总量之间的倒-*.型

曲线的-上坡路.* 这一现实国情$客观上要求我国

城市低碳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通过低碳建筑使

用)低碳交通发展)低碳生产支撑)低碳规划实施等

措施来尽量缩短倒-*.型的-上坡路.$缩小倒-*.

型的-波峰.$控制倒-*.型曲线的波峰不高于人类

生存的生态阀值+%B,

$不高于城市最大的生态环境

承载能力$避免因城市碳排放量过多而给城市发展

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因此$以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

指导$对城市低碳发展进行评价$就要运用科学的

方法对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深入

分析$探讨二者是否存在倒-*.型曲线关系或者其

它相关的-*.型曲线)-,.型曲线关系$并在准确评

价的基础上寻求城市低碳发展的对策*

!六"福利经济学理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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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理论认为%事物往往存在着外部

性* 外部性概念最早由马歇尔在 !'C& 年发表的

'经济学原理(中提出$指企业及个人的经济行为对

经济交易参与者以外的第三方的影响*

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从某一方面来说是为

城市碳减排提供参考* 在当前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的现实背景下$地方城市碳减排的成本是高昂的$

其外部正效应是巨大的$即对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减

缓贡献较大$而对地方城市当前的福利增长贡献较

小* 因此$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的选择$必

须要有地方福利标准的考量$那些以牺牲地方居民

经济)社会和环境福利的所谓低碳发展+%D,

$不宜纳

入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七"投入产出理论

投入产出理论与投入产出表是进行城市低碳

发展评价的重要方法与工具* 就能源消费与碳排

放计算而言$国外一般采用终端消费侧计算法* 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省级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能源消

费量$既有消费侧计算$也有生产侧计算+%D,

*

由于城市碳排放计算具有较多的计算方法$加

之指标数据统计口径的差别$往往导致计算结果的

出入* 这在客观上要求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评价及

其对碳排放影响因素等内容的分析中$城市能源消

费)碳排放等指标数据要以投入产出理论为指导$

根据投入产出表来计算$在理清各种计算方法与计

算结果关系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城市低碳发展水

平以及准确定量测算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贡献

率绝对值大小*

!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是对 89̀ )人均 89̀

等传统经济指标的环境校正* 城市低碳发展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只有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

论为指导$城市的低碳发展才能与地方环境发展相

协调$从而实现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

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为指导$就要求构建

的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要注重环境因

素的考量$即生态环境指标)环境污染指标以及环

境治理指标等都要在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中有所体现*

经过系统分析$笔者认为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的

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

足迹理论)脱钩发展理论)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福利

经济学理论)投入产出理论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理论*

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从哲学层面对城市低

碳发展研究提供了指导$即城市低碳发展研究必须

坚持以系统论为指导$坚持用系统的)整体的)发展

的观点来研究低碳城市* 生态足迹理论)脱钩发展

理论)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投入产

出理论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则从生态学)经济

学)环境学等学科的角度对本文研究提供了支撑$

其中%生态足迹理论说明了城市低碳发展的必要

性#脱钩发展理论说明了城市低碳发展过程中经济

增长和碳排放之间脱钩存在的可能性#环境库兹涅

茨理论说明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碳排放"之间

倒-*&型曲线拐点的可控性#福利经济学理论说明

了城市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构建的

约束性#投入产出理论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则

从实际操作层面说明了进行城市低碳发展研究的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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