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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环保与安全

城市是省级行政单位的主要构成，也是“节能减

排”的主要体现者。陕西省于2010年被国家批准为低碳

试点发展省份，也是国内首批进行低碳试点的省份。西

安市作为省会城市，低碳发展已经成为西安城市建设的

重要课题。近年来，西安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节能减

排效果明显。但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经济体

量不断增加，导致碳减排难度加大。同时，碳排放交易

制度让二氧化碳排放量产权化，在“碳市场”中可获得

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考量西安市碳锁定现状，分析

碳锁定效应中的“区域特色”，并探究碳锁定效应的关

键影响因素，将为西安市实现碳解锁以及低碳经济转型

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一、西安市碳排放测算与效率

1.西安市碳排放测算

采用IPCC以及国家推荐的具体行业碳排放测算方

法，将西安市碳排放划分为能源碳排放与非能源碳排放

两部分，能源碳排放部分包括：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

居民生活三个模块；非能源碳排放部分包括工业过程，

秸秆燃烧和废弃物处理三个模块。据此科学估量西安市

1995-2019年碳排放水平。本文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

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与《西安市统计年鉴》。具

体测算结果，见图1。

图1 西安市碳排放测算

据图1可知，西安市的碳排放从1995年至2010年，

基本呈现增长趋势，到2011-2012年出现了降。在2013-

2015年出现了波动，至2016年以后碳排放基本保持于约

1900万吨水平。这与陕西省对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

整密切相关，2010年陕西省推进“气化陕西”工程。西

安市大力调整之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除天然

气外，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使用，新能源

的使用促使了碳减排工作的顺利进行。

2.西安市碳排放效率

对于西安市碳排放效率测算采用DEA模型进行。其

过程为：

（1）确定N个同类评价单元DMUj（Decision Making 

Unit，决策单元）；

（2）选择投入指标：X=（X1，X2，……Xm）；

选择产出指标：Y=（Y1，Y2，……Yn）；

（3）选择模型类型：CCR（投入导向型模型）或

（产出导向型模型）BCC；

（4）对每一评价单元DMU求解其对应的模型得其有

效性评价值。

由于CO2的过量排出对经济和生态均带来不利影响，

所以在探求碳效率时，文章选择CCR模型来对各城市的

碳效率进行比较，也就是在不改变产出数量下，如何使

投入最小，这与碳调控的基本思想一致，减少能源投

入，减少碳排放量。

在西安市碳排放效率比较中，DMU分别代表城市；

由于碳排放会受到劳动力、资本和能源因素的影响，所

以选择投入指标X=（劳动力1，资本2，能源3），其中，

劳动力指当年城市就业人数，资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代表；能源则是城市当年度的能源消费量。有投入就

有产出，产出主要选择国民生产总值和CO2，故而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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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Y=（碳排放1，国民生产总值2），借助DEA6.18计量

经济学软件，分别计算西安市1995-2019年的相关效率值

（见表1）。

表1 西安市1995-2019年碳排放效率测算结果

年份
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规模
报酬

年份
技术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规模
报酬

1995 0.992 1 递增 0.992 2008 0.684 0.921 0.743 递减

1996 1 1 1 不变 2009 0.914 1 0.914 递增

1997 1 1 1 不变 2010 0.937 1 0.937 不变

1998 1 1 1 不变 2011 1 1 1 不变

1999 0.976 0.992 0.983 递增 2012 0.930 0.973 0.955 递减

2000 1 1 1 不变 2013 0.877 1 0.877 递减

2001 0.992 1 0.992 不变 2014 1 1 1 不变

2002 1 1 1 不变 2015 1 1 1 不变

2003 0.988 1 0.988 递增 2016 0.978 0.979 0.998 递减

2004 1 1 1 不变 2017 1 1 1 不变

2005 0.977 0.979 0.998 递减 2018 1 1 1 不变

2006 0.977 0.984 0.994 递增 2019 0.974 1 0.998 递增

2007 0.940 0.975 0.964 递增

计算结果中，技术效率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获

取最大产出的能力；纯技术效率是企业由于管理和技术

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规模效率反应是否在最合

适的投资规模下进行经营，当效率值为“1”时，效

率有效，规模效率为“1”更是效率最优的表现，投入增

多或减少都会影响当年度的效率。若效率值不为“1”，

则效率值在（0，1）之间，表示当产出保持不变时，可

以减少（或浪费）投入的最大比例。

西安市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975和

0.992，说明企业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对碳减排的影响较

大，同时，西安市的产出能力仍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规模效率自2014年以后趋势较为稳定，基本呈现有效状

态，说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优化，其效率值也

逐渐转变为有效。要探究城市发展碳减排的主要领域，

就需要具体分析城市与驱动因子的交互响应，进而为城

市碳减排提供理论依据。

二、西安市碳锁定体系构建

碳锁定概念最早由西班牙学者GregoryC．Unruh于

2002年提出，是指整个社会高度依赖于高碳化石能源，

产业经济锁定在以高碳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中。

但由于产业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国家制度、技术革新等因

素的综合影响，所以本文构建的碳锁定体系与测量指标

如表2所示。其中，人口总数与城市化进程会受到国家政

策的影响，故而将其归纳为“制度与社会”领域；GDP

总量主要依托于企业发展，工业生产碳排放又约占到总

碳排放量的80%，所以二者在“组织”领域；新能源的

研发与使用离不开技术革新，将其合并至“技术”领

域；产业结构调整为“产业”领域。

表2 西安市碳锁定来源

碳锁定
领域

指标/代码 指标值计算 指标意义 单位

西安市碳排放/y IPCC测算方法 —— 104t

制度与
社会

总人口/x1 常住人口总数 人口效应 万人

城市化/x4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总数
城市化水平 %

组织
人均GDP/x2 GDP/常住人口数 经济效应 元

碳强度/x3 碳排放总量/GDP 技术效应 吨/万元

技术

能源结构/x5
化石能源/能源消费

总量
能源结构效应 %

能源强度/x6 能源消耗总量/GDP 能源强度
吨标准煤

/万元

产业 产业结构/x7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产业结构效应 ——

三、西安市碳锁定领域测度方法与现状

1.西安市碳锁定领域测度方法

（1）确定分析序列

首先确定因变量因素和多个自变量因素。设因变

量数据构成参考序列x1。各自变量数据构成比较序列x1i

（i=1,2,……n），n+1个数据序列构成以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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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1i=（x
1
i(1),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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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T，i=0,1,2,……

n，N为变量序列的长度。

（2）对变量序列进行无量纲化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对变量序列进行

无量纲化。无量纲化序列形成以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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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常用的无量纲化方法有均值法、初值化法等。

（3）求差序列、最大值和最小值

计算矩阵②中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对应期的绝对差

值，形成绝对差值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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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0i(k)=∣x0(k)－xi(k)∣,i=0,1,2,……N。

绝对差值阵中最大数和最小数即为最大差和最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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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锁定系数和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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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绝对差值矩阵中数据进行关联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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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ζ0i(k)为关联系数且不大于1，表示比较序列

和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ρ为分辨系数，在（0，1）之

间取值，一般多为0.5。

对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就是多个关联系

数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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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关联度越大，说明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变化的态势

越一致。

2.西安市碳锁定现状

基于以上方法，测算出西安市碳锁定现状见表2：

表2 西安市碳锁定现状

关联度
制度与社会 组织 技术 产业

总人口 城市化 人均GDP 碳强度 能源结构 能源强度 产业结构

西安市 0.609 0.559 0.865 0.554 0.525 0.751 0.518

通过测算结果可知，西安市碳锁定在“组织”领域

平均值最高，约为0.710，其次为“技术领域”的0.638。

也就意味着西安市要促进企业发展，进行技术革新，控

制能源消费碳排放将成为碳解锁的主要工作。

四、西安市碳解锁路径

西安市近年来第二产业占比相对下降，第三产业增

长，第一产业基本平稳。总体呈现出人口密集，高新产

业集聚的特点。加之碳锁定现状，所以西安市碳解锁路

径重点应在于生产技术的升级与“共享经济”模式的推

行发展。

1.生产技术升级

生产技术升级是强调高新技术与各产业的更进一步

结合。西安市近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不断

扩大，基础设施的低碳建设应是其控制碳排放的主要策

略；同时加强工业产业配套建设，适度提速生产性服务

产业，为工业产品提供便捷的物流链与现代化技术支

持；加强技术改造，依靠良好的农产品资源打造农业产

业链。西安市可凭借其优势的地理区位条件和产业基

础，深化产业技术改造，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形成“低

碳经济”发展模式。

2.“共享经济”模式的推行发展

“共享经济”目前的主要表现为交通运输方面“共

享单车”“共享汽车”的投放。人口的增加使得民用汽

车拥有量不断提高，导致交通运输单元碳排放的增加。

而“共享经济”则是较好的解决途径，低碳出行可有效

抑制交通运输单元的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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