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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碳交易试点的经济环境影响研究
!

###基于中国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
Z21MGH/

谭秀杰
!

刘
!

宇
!

王
!

毅

摘
!

要!七省市碳交易试点中'湖北省经济社会情况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碳交易

试点也颇具影响&为此'笔者采用中国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
Z21MGH/

'并根据湖北碳交

易试点的制度要素来设置情景假设'模拟其对全省的经济环境影响&结果显示!湖北碳交

易试点的减排效果明显'而负面经济影响相对有限&

/"!$

年湖北省碳排放将因此下降

!l""c

+

&CB#%E

万吨,'均衡碳价格为
E$#E!

元"吨)全省
YKA

略微下滑
"#"&c

+

!$#%

亿

元,'平均
YKA

损失为
/!/#"C

元"吨&同时'湖北省经济结构出现调整'全省就业和投资

分别下降
"#"Cc

和
"#EEc

'不过由于免费配额引起的收入分配效应'全省居民消费上涨

"#EDc

'

GAU

轻微上涨约
"#"/c

&

关键词!碳交易试点)

GY]

模型)经济环境影响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C

年'中国承诺到
/"/"

年单位
YKA

碳排放

比
/""D

年下降
$"c

-

$Dc

&

/"!!

年'为推动运用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实现上述目标'我

国宣布开展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以及深圳七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E

0/"!$

年'七省市碳交易试点相继启动'覆盖温室气体约
!/

亿吨'成为继欧盟碳排放交

易体系+

]O]Z?

,之后的第二大碳交易市场&

/"!D

年'我国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

贡献文件0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1'提出
/"E"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

达峰*单位
YKA

碳排放比
/""D

年下降
&"c

-

&Dc

的自主行动目标&为实现上述目标'

我国已着手准备逐步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预计将于
/"!&0/"/"

年进入运行完善

阶段&为此'现阶段有必要对碳交易试点进行定量评估'尤其是经济环境影响的研究'为

全国碳市场的建立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在碳交易试点的七省市中'湖北是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也是该地区唯一的碳交

易试点&同时'湖北省碳交易试点启动一年多以来'整个制度体系运行稳定'碳金融业务

创新不断'各项主要交易指标均居于全国首位'$湖北模式%成为交易试点的先进代表&基

于此'笔者采用中国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
Z21MGH/

'并根据湖北碳交易试点的制度要素

来设置情景假设'模拟其
/"!$

年的经济环境影响&

一*文献综述

由于碳排放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将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

面&因此'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定量评估'大多数文献都采用了可计算一般均衡+

GHM

6

3

-<7452Y2)2175]

[

-+5+41+-M

'

GY]

,模型'以便能够反映全社会经济活动与所有要素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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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产出关系&按照研究的侧重点'这些研究碳排放权交易经济环境影响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碳排

放权交易*碳税等措施的比较'碳排放权交易中各种机制的评估'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

的模拟&

对不同碳税税率情景下减排效果和经济影响的研究'是
GY]

模型评价节能减排政策的开端'并不

断涌现新的研究成果&在研究碳税模型的基础上'大量文献利用
GY]

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并对这

两种政策的经济环境影响进行比较&

:41255

+

/"!"

,研究欧盟交通减排政策时发现'将交通行业纳入
]O

]Z?

比碳税效果更好)石敏俊+

/"!E

,研究认为'应将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两种政策相结合'既可以确保

减排目标的实现'又可以降低覆盖行业的减排压力&部分学者则强调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节约效应'

\m91+)

N

21_ T25.(9

+

/""$

,通过全球动态
GY]

模型发现'碳交易可以使长期减排成本减少
D"c

以上)

-̀

'

+MH1

等+

/"!D

,发现建立碳交易将使减排的全球福利净损失从
"#Bc

-

!#Cc

下降到
"l!c

-

"#Dc

&

利用
GY]

模型评估碳排放权交易中各种机制设计的效果也是研究的焦点&配额分配是碳排放权

交易的关键机制'

\m91+)

N

21_L7)

N

2

+

/""D

,模拟了
]O]Z?

分配方案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可能在免费

分配*企业无国别歧视的情况下保证经济效率'为此建议放松免费分配的要求)袁永娜等+

/"!/

,对比分

析了行业强度标准和区域发展水平标准两种分配方式'前者可能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后者则对高排放

行业冲击较大&碳市场之间的链接也颇受关注'

\74+*21

等+

/""$

,提出'国际碳交易链接并非总是有益'

整个国家的福利可能下降'其原因类似于国际贸易的贫困化增长)刘宇等+

/"!E

,和崔连标等+

/"!E

,关注

国内碳市场'前者发现广东和湖北两省碳交易试点链接可以有效降低碳减排成本'后者发现七省市试点

链接和全国范围链接可以分别节约成本
$#Dc

和
/E#&Bc

&还有学者关注碳价格'孙睿等+

/"!$

,分析了不

同碳价格对经济产出*能源消费和碳减排的影响'并提出合理的碳价格区间)

Z7)

N

等+

/"!D

,模拟中国碳市

场发现'二级市场碳价格在
$"

元左右时能达到较好的减排效果&

随着世界范围内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提出和建立'大量文献预测和评估了这些碳排放权交易对该

地区或国家的影响&

]O]Z?

是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碳市场'相关影响评估的文献层出不穷&

b52

3

6

3

21_A2<21.H)

+

/""$

,模拟
]O]Z?

的经济影响发现'相比正常情景产出下降
"#Ec

)

GXTU

+

/""$

,也

发现
]O]Z?

将会导致产出下降约
"#E&c

'但
>U

和
GK=

项目有助于缓解负面影响)随后
A2<21.H)

+

/""&

,进一步发现'

]O]Z?

不仅会直接影响覆盖行业的成本结构和竞争力'而且会通过能源需求和价

格变动而导致间接影响&而在我国启动七省市碳交易试点后'相关影响评估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周晟

吕+

/"!D

,模拟了五种碳排放权交易情景对上海的影响'若劳动力能及时转移则
YKA

的整体影响为正'

反之上海
/"/"

年
YKA

损失
!#Dc

-

/#$c

&汪鹏等+

/"!$

,*任松彦+

/"!D

,和
G92)

N

等+

/"!D

,研究了不

同情景下广东碳交易试点的影响'前两者发现虽然减排会导致
YKA

损失'但碳交易试点可以减少损失*

降低减排成本)而
G92)

N

等+

/"!D

,还发现碳交易试点不仅能减少碳排放'还能推动
?X

/

和
RX

V

的减排&

上述文献利用
GY]

模型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

足!首先'假设情景的设置大多依据主观判断'与实际制度安排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难以准确衡量碳排放

权交易的影响)其次'部分文献中行业覆盖范围并不明确'这容易高估碳排放权交易的经济环境影响)最

后'多数文献未将配额的束紧程度细分到行业'这既会导致影响评估不够准确'也不便于分析行业间的

相互影响&鉴于此'笔者根据湖北碳交易试点的制度要素来设置情景假设'以此获得更准确的经济环境

影响评估'并深入分析行业及其之间的影响&

二*模型方法

+一,模型简介

笔者采用中国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

Z21MGH/

,'该模型由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
GH

3

.

中心+

G2)<12HWAH5+(

Q

?<-;+2.

,联合开发&

该模型是自下而上结构的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它将我国每个省级行政单位都当成一个单独的经

济体'然后通过相互间的贸易*投资和劳动力流动将区域间的经济活动有机的连接起来&与其他自下而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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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结构的区域间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允许区域间转口现象的存在&也就是说'一个省份的直接进口并

不意味着在这个省份最终使用'也可能再出口到其他省份)同样'一个省份的出口也不一定来自本省的

生产'也有可能来自其它省份&而与通常的自上而下结构的区域模型相比'该模型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分

析区域需求侧的冲击'还能模拟区域供给侧的冲击&

为评估湖北省碳交易试点的经济环境影响'笔者对
Z21MGH/

模型还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主要集中

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利用国家统计局最近出版的
/""B

年分省投入产出表对所有核心数据库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更新&第二'加入碳排放权交易模块用来分析碳交易市场的影响&

+二,碳排放权交易模块

在
Z21MGH/

模型中'碳排放来自各种化石能源的燃烧'行业排放量+

]

,通过化石能源消费量+

e

,*

排放系数+

.

,及氧化率+

X

,计算获得'即
]

+

d

)

)

+

e

)+

n.

)+

n

X

)+

,'其中
+

表示第
+

行业'

)

表示第
)

种能

源&碳排放引起的成本被加总到能源成本中'也就是说'行业
+

的能源投入+

G

,不仅包括能源购入成本

e

)+

nA2

)

'还包括相应碳排放产生的成本
]

+

nA

'即

G

+

d

)

)

+

e

)+

n

A2

)

f

]

+

n

A

, +

!

,

为应对碳排放引起的能源成本上升'

Z21MGH/

模型假设短期内存在三种减排机制!能源替代'将单位热

值碳排放量较高的能源替换成其他更清洁能源'如将煤替换成天然气)要素替代'通过资本*劳动力和能

源的相互替代'采用总成本更低的要素投入组合)减少产出'生产成本上升引起消费减少*利润下降'间

接导致产出减少&在上述假设基础上'

GY]

模型可以模拟出整个经济体或某个部门的边际减排成本曲

线+

=:G

,'并获得碳税下的减排量或碳排放权交易下的均衡碳价'由此进一步可评估经济环境影响&

GY]

模拟
=:G

曲线可从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两个角度来理解&若通过外生引入一定水平的碳

税+

Z

,'

GY]

模型便可以内生出受冲击后的碳排放水平+

]

,&如图
!

+

7

,所示'如此模拟一组碳税'便可

获得相应一组碳排放量'进而可得到碳排放的
=:G

曲线&相反的过程便可模拟碳排放权交易的影响'

Z21MGH/

模型通过引入碳排放量控制上限+

@

,'便可以获得配额的影子价格+

A

,'该影子价格与碳排放

量等于控制上限时的碳税水平相等'也就是给定地区给定时间段内碳排放总量限制所导致的配额价格&

如图
!

+

4

,所示'模拟一组碳排放总量控制上限也就可以获得碳排放
=:G

曲线'总量限制越严格边际

减排成本越高'相应的配额价格也越高&

图
%

!

ADQ

模拟
,@A

曲线图

碳排放权交易一般覆盖多个行业'不同行业面临的配额束紧程度大多存在差别&而且'不同行业由

于碳排放结构*减排潜力不同'其
=:G

曲线也不一样&因此'在不考虑配额交易的情况下'不同行业的

边际减排成本也不一致&如图
/

所示'假设存在行业
!

和行业
/

'分别获得配额
@

!

和
@

/

'

Z21MGH/

模

型可以模拟出两个行业的
=:G

曲线'当不存在配额交易时'行业
!

和行业
/

的边际减排成本分别为
A

!

和
A

/

&当允许配额交易时'行业
!

与行业
/

存在配额交易+

+

@

,'直到配额价格
A

与各自的边际减排成

本相等&此时'

Z21MGH/

模型可以模拟碳排放权交易对不同行业的冲击'并考虑行业相互之间的影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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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碳交易机制图

从而获得所有覆盖行业合成的
=:G

曲线&

! 而碳排放权交易中均衡碳价的求解'可表达为!

M+)

)

+

G

+

d

)

+

2

)

)

+

e

)+

n

A2

)

f

]

+

n

A

,3 +

/

,

.#<#

)

+

@

+

d

)

+

]

+

这样
Z21MGH/

模型可内生出均衡价格
A

'使得碳市场出清'即如图
/

'行业
!

出售配额
+

@

!

'行业
/

购买

配额
+

@

/

'且
+

@

!

d

+

@

/

&因模型可模拟碳排放成本对宏观经济*碳排放量及行业产出等的影响&

+三,数据及软件说明

笔者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B

年中国
E"

个省
$/

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和中国海关公布的分

省贸易和关税数据&模拟软件是
Y2M

3

7(*

+

Y2)2175]

[

-+5+41+-M =H;255+)

N

A:Gb7

N

2

,'该软件可直接

求解线性方程组'有一般软件无法比拟的优势&

三*情景设置

+一,湖北碳交易试点简介

/"!$

年
$

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0湖北省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暂行办法1&其关键要素有!

!#

覆盖范围!湖北碳交易试点的纳入门槛为
/"!"0/"!!

年中任一年综合能耗超过
&

万吨标煤的企

业'经确认后共纳入
!E%

家企业'分布在
!"

个行业(

'覆盖
/"!!

年全省碳排放的
ED#%!c

&

/#

配额总量!根据湖北省经济增长*碳强度目标*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因素确定配额总量'并根据

每年的经济形势和碳排放情况调整下年度的配额总量'经测算
/"!$

年配额总量为
E#/$

亿吨&

E#

配额结构!分为初始配额*政府预留和新增预留三部分'初始配额约占
B"c

'用于既有设施)政府

预留约占
%c

'用于维护碳市场稳定'其中
E"c

可公开竞价拍卖)新增预留约占
//c

'是为新增产能和

新增产量预留的配额&

$#

初始配额分配!企业的初始配额为历史排放水平的
CBc

'其中'非电力企业按上述标准一次性发

放全年配额)电力企业按上述标准的
D"c

发放配额'其余
D"c

根据实际排放量乘以基准线确定&

D#

事后调整机制!因设施增减*合并*分立及产量变化等因素'导致企业碳排放量与年度初始配额相

差
/"c

以上或者
/"

万吨以上'企业可向主管部门申请重新核定配额&

+二,政策冲击设定

笔者将模拟
/"!$

年湖北碳交易试点的经济环境影响'为使结果更准确而力图使情景设置与相关制

度要素保持一致&为此'笔者按照以下步骤设定政策冲击!

!#

计算覆盖企业的行业占比+

7

,&

!E%

家企业分布在
!"

个行业'若假定
!"

个行业
!""c

纳入减排

-

B&

-

!

(

由于考虑了行业相互之间的影响'合成的
=:G

曲线并非不同行业
=:G

曲线的简单水平相加&

按国家统计局
$/

部门投入产出表统计口径计算'

!"

个行业分别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造纸印刷及文

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产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

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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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会高估影响'因此需明确覆盖企业的行业占比&由于
Z21MGH/

模型主要基于能源成本变动模拟碳

排放权交易的影响'因此本文以综合能耗占比来确定覆盖企业的行业占比'结果见表
!

&

/#

确定覆盖企业配额的束紧程度+

4

,&在湖北碳交易试点'政府预留和新增预留配额仅在特定条

件下发放'事后调整机制的触发条件也非常苛刻'因此覆盖企业真正面临的配额约束是初始配额量&非

电力企业的初始配额为历史排放水平的
CBc

)而电力企业包括历史法和基线法两部分配额'不过从实

际情况看两部分大致相当'因此'本文将电力企业的初始配额也设定为历史排放水平的
CBc

&

E#

计算覆盖行业配额的缩减比例+

(

,&

!"

个覆盖行业配额的缩减比例即是湖北碳交易试点的政策

冲击'可以根据前两者的值计算获得'具体计算公式为
(d7n

+

!04

,'结果见表
!

&

表
%

!

覆盖企业的行业占比及配额束紧程度

覆盖行业 覆盖企业在行业中占比
+

7

,

覆盖企业配额束紧程度
+

4

,

覆盖行业配额缩减比例
+

(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D/#B/c CB#""c !#D%c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
!C#ECc CB#""c "#D%c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
!&#B$c CB#""c "#D"c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EE#D&c CB#""c !#"!c

化学工业
D$#EBc CB#""c !#&Ec

非金属矿产品
&&#!$c CB#""c !#C%c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c CB#""c !#C%c

通用*专用设备
/D#&Cc CB#""c "#BBc

交通运输设备
/!#$Cc CB#""c "#&$c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D&#"Bc CB#""c !#&%c

合计
ED#"%c

%

CB#""c !#"Dc

!!

注!

%

该比例为所有覆盖企业综合能耗在湖北省总综合能耗中的占比&

+三,模型其他假设

宏观闭合条件的选择是模型设置的关键'因为即便同样一个冲击'在不同的闭合条件下也会产生不

同的影响&本文评估湖北碳交易试点'主要考虑短期内的经济环境影响'因此采用短期闭合条件更为合

适'而非长期闭合条件&

Z21MGH/

模型作为典型的
Z]̂ =

模型'其短期闭合条件包括!区域的行业资

本存量保持不变*实际工资保持粘性+

?<+(*

Q

T7

N

2

,)同时'区域的资本回报率和劳动力存在变化'行业

投资水平取决于行业资本回报率&上述假设可准确模拟碳排放权交易导致的短期经济环境影响&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理论'初始配额分配不会影响市场均衡结果'但会产生收入分配效应'因此配额

收入的归属也是模型的重要假设&在湖北碳交易试点中'初始配额采用免费分配的方式'即政府部门放

弃了配额收入'因此模型假设配额收入归属覆盖企业的所有者'即居民部门&此外'还有两项关于消费

需求的假设!一是关于区域总消费'模型假设区域总消费取决于区域劳动者报酬'且消费倾向保持不变)

二是关于区域政府需求'由于政府支出通常需要提前规划'短期冲击很难影响其预算支出'因此模型假

设政府支出短期内固定&

四*结果分析

+一,经济环境影响

笔者利用
Z21MGH/

模型模拟了
/"!$

年湖北碳交易试点的经济环境影响'宏观经济影响结果见表

/

&按照覆盖企业配额约束的设置'

/"!$

年湖北省碳排放量下降了
!#""c

'约合
&CB#%E

万吨二氧化碳&

此时'模型显示均衡碳价格为
E$#E!

元"吨'即在完成上述减排目标时的边际减排成本为
E$#E!

元&结

果还显示'湖北碳交易试点确实会导致
/"!$

年
YKA

下降'不过下降幅度仅为
"#"&c

'约合
!$#%

亿元&

YKA

下降的原因是'配额约束导致覆盖行业生产下降'而覆盖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短期资本存量无法

迅速调整'所以下降的产出直接减少了劳动力就业'从而对
YKA

形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根据以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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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计算可知'在当前湖北碳交易试点制度下'

YKA

对碳减排量的弹性为
"#"&

'即减排量下降
!c

会引

起
YKA

下降
"#"&c

)从绝对值的角度'平均
YKA

损失为
/!/#"C

元"吨'即平均每减少一吨碳排放会造

成湖北省
YKA

损失
/!/#"C

元&

表
#

!

#$%F

年湖北碳交易试点的宏观经济影响

/"!$

年宏观变化
+百分比,

/"!E

年数据
+亿人民币,

/"!$

年宏观变化
+亿人民币,

碳排放
0!#"" &CB%E

万吨
&CB#%E

万吨

YKA 0"#"& /$&&% 0!$#%"

就业
0"#"C E&C/

万人
0E#E/

万人

消费
"#ED !"%%& E%#!"

投资
0"#EE /"BD$ 0&%#$C

资本回报率
0"#DB 0 0

GAU "#"/ 0 0

外国出口
0"#"B !$!$ 0"#CC

国内流出
0"#!% 0

外国进口
0"#!! %EC 0"#C/

国内流入
0"#"C 0

出口价格
"#"/ 0

!!

数据来源!宏观变化百分比来自
Z21MGH/

模型的模拟结果'

/"!E

年碳排放数据根据能源统计年鉴计算获得'其余
/"!E

年经济数据

来自0

/"!$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1'其中出口和进口原始数据以美元标价'此处用
/"!E

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
&#!CE/

进行了折算&

从表
/

可知'湖北碳交易试点导致
/"!$

年全省就业下降约
"#"Cc

'波及约
E#E/

万人&一般而言'

就业下降会降低居民收入'进而导致居民消费下降'但模型显示湖北省居民消费上涨了
"#EDc

'增加约

E%#!"

亿元的消费&这是因为湖北碳交易试点中初始配额免费分配给企业'而实际上这部分配额在交

易市场中是具有价值的'免费分配相当于政府直接补贴了企业所有者'从而直接刺激居民消费支出扩

张'体现了碳排放权交易的收入分配效应&结果还显示'

/"!$

年湖北省投资下降
"#EEc

'约
&%#$C

亿

元&其原因在于短期内资本存量保持不变'就业下降导致资本相比劳动力更加充裕'资本回报率出现下

降+

0"#DBc

,使得投资需求减少&

从物价水平看'湖北碳交易试点推高了
/"!$

年物价水平'

GAU

上涨约
"#"/c

&这主要源于房地产

+

"#!%c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c

,*化学工业+

"#!$c

,*住宿和餐饮业+

"#"Dc

,*电力和热力业

+

"#!!c

,等行业价格上涨+见下表
E

,&这五个行业的产品在居民消费中占比较大+

$Dc

,'尤其是食品

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E"c

,'因此相关产品价格上涨直接推高了湖北省的整体物价&其中'食品制造及烟

草加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和热力业是碳交易试点覆盖行业'配额约束增加了能源成本'进而推高了产品

价格+成本推动型,&房地产*住宿和餐饮业则是因为居民消费需求增加拉动其产出扩张'拉高了行业的

产出价格+需求拉动型,&

从湖北省贸易看'无论是国际或国内贸易都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收缩'但两者的具体表现存在差异&

国际贸易方面'对外国出口下降
"#"Bc

+

0"#CC

亿,'从外国进口下降
"#!!c

+

0"#C/

亿,'出口降幅小

于进口降幅'但从绝对值上看出口下降超过进口下降)而国内贸易相反'对国内其他省份流出下降

"l!%c

'而从国内其他省份流入仅下降
"#"Cc

'流出降幅大于流入降幅&外国出口和国内流出下降均

因为湖北整体物价上涨+

"#"/c

,'其中'国内流出降幅超过外国出口'这是因为省际的竞争比国际贸易

竞争更加激烈&外国进口和国内流入的下滑则是因为
YKA

下降和投资需求收缩'其中'外国进口的降

幅超过国内流入的下滑幅度'这是因为湖北省物价上涨不同程度地刺激了从国内其他省份的流入&

+二,行业影响

湖北碳交易试点对行业产出和价格影响见表
E

'结果显示行业产出受到负面冲击'但是影响幅度相

对较小'行业产出变化幅度均在正负
!c

的区间以内&具体而言'在
$/

个行业中有
EB

个行业受到负面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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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简单平均影响为
0"#!/c

)还有
D

个行业受益'简单平均影响为
"#"Ec

&负面影响最大的前五个

行业为非金属矿产品业+

0"#%&c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c

,*化学工业+

0"#D&c

,*电力和

热力业+

0"#D$c

,*建筑业+

0"#/!c

,'前四位均为碳排放权交易覆盖行业&受益的五个行业分别为服

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Bc

,*住宿和餐饮业+

"#"/c

,*房地产+

"#"/c

,*教育事业+

"#"/c

,*卫生社

会保障和福利业+

"#"/c

,'均为非覆盖行业&

表
&

!

湖北省碳交易市场的行业产出和价格的影响

覆盖行业 产出
+

c

,

价格
+

c

,

覆盖行业 产出
+

c

,

价格
+

c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0"#"E 0"#"!

非金属矿产品
0"#%& "#/D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
0"#"/ "#"$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0"#&& "#!$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
0"#!E "#"$

通用*专用设备
0"#!% "#"!

化学工业
0"#D& "#!$

交通运输设备
0"#!! "#"!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0"#!E 0"#"E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0"#D$ "#!!

非覆盖行业 产出
+

c

,

价格
+

c

,

非覆盖行业 产出
+

c

,

价格
+

c

,

农业
0"#"! "#"!

建筑业
0"#/! 0"#"E

煤炭开采和洗选
0"#!! 0"#!!

交通运输及仓储
0"#"/ 0"#"E

金属矿采选
0"#!! 0"#"&

邮政业
0"#"E "

非金属矿采选
0"#! 0"#"&

批发和零售贸易
0"#"B 0"#!$

纺织业
0"#"! "#"!

住宿和餐饮
"#"/ "#"D

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B "#"E

金融保险
0"#"! 0"#"E

木材加工及家具
0"#"$ 0"#"!

房地产
"#"/ "#!%

金属制品
0"#"B 0"#"!

租赁和商务服务
0"#"! "

电气*机械及器材
0"#"B 0"#"!

旅游业
0"#"D 0"#"!

通信设备*计算机
0"#"! "

科学研究事业
0"#"D 0"#"E

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
0"#"E "

综合技术服务
" "#"!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
0"#"! "#"!

其他社会服务
" "#"!

废品废料
" 0"#"&

教育事业
"#"/ "#"/

燃气生产和供应
0"#"/ 0"#"/

文化*体育和娱乐
0"#"! "#"!

水的生产和供应
0"#"$ 0"#"!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0"#"! 0"#"E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 "#"$

!!

数据来源!

Z21MGH/

模型的模拟结果&

虽然这些行业的产出变动幅度有限'但导致其产出变化的原因却大不相同'大致可分为四种!

!#

配额约束的直接冲击+直接效应,&这类主要是碳交易试点覆盖的行业'如非金属矿产品业*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工行业*电力和热力业等行业&这些行业由于配额约束引起成本上涨'非金属矿

产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工行业*电力和热力业等行业价格分别上涨
"#/Dc

*

"#!$c

*

"#!$c

和
"#!!c

'成本和价格上升最终导致产出下降&

/#

宏观经济需求变动的冲击+收入效应,&产出扩张的行业包括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住宿和

餐饮业*房地产*教育事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业'其扩张的主要原因就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其中服装

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住宿和餐饮业两个行业接近
$"c

都是用于私人消费&此外'建筑业出现萎缩'这

是因为建筑业主要用作投资品'区域总体投资下降减少了对建筑业的需求&

E#

行业上下游之间的关联影响+联动效应,&金属矿采选业有超过
B"c

的产出投入到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由于配额约束出现产出下降'会直接导致上游的金属矿采选业生产

收缩&同样'非金属矿采选业主要用于非金属矿产品业*建筑业和化学工业'这三个下游行业产出下降

也会引起非金属矿采选业的萎缩&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也是类似的

情况&但需说明的是'受第一类直接冲击的行业应该是产出下降的同时价格上升'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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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价格却分别下降了
"#"Ec

和
"#!Ec

&这主要是因为下游交通运

输及仓储业和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需求减少'引起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价格下滑'进而

导致上游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下降&而至于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主要用于国际间或区域间贸易

流动'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国际国内贸易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导致该行业产出也相应收缩&

$#

其他省份相同行业的竞争+替代效应,&湖北省的农业*纺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工艺品

及其他制造业属于外向型行业'大部分供应外省需求&模型数据库显示'这些行业国内流出部分占行业

总产出的份额均达到
$"c

&由于农业*纺织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的产品价

格分别上涨
"#"!c

*

"#"!c

*

"#"$c

和
"#"!c

'其他省份相同行业的竞争力增强'从而替代了湖北产品&

五*结
!

论

笔者建立了中国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
Z21MGH/

'并严格按照湖北交易试点现行的制度要素设置情

景'模拟其对湖北省的经济环境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湖北碳交易试点的减排效果明显'负面经济影响相对有限&湖北碳交易试点会使
/"!$

年全

省碳排放量减少约
!#""c

'约合
&CB#%E

万吨二氧化碳'均衡碳价格为
E$#E!

元"吨&同时'

YKA

将下降

约
"#"&c

'约合
!$#%

亿元'意味着
YKA

对碳减排量的弹性为
"#"&

'平均
YKA

损失为
/!/#"C

元"吨&

第二'湖北省经济结构出现调整'投资下降而消费上升&

/"!$

年全省就业和投资分别下降
"#"Cc

和
"#EEc

'不过由于配额免费分配引起的收入分配效应'全省居民消费上涨
"#EDc

&物价水平也出现

上升'

GAU

轻微上涨约
"#"/c

&此外'湖北省对外国出口下降
"#"Bc

'从外国进口下降
"#!!c

)而对国

内其他省份流出下降
"#!%c

'从国内其他省份流入下降
"#"Cc

&

第三'行业产出受到负面冲击'但影响幅度相对较小&所有
$/

个行业产出变化幅度均在正负
!c

区间内'其中
EB

个行业受负面冲击'简单平均影响为
0"#!/c

)

D

个行业将因此受益'简单平均影响为

"#"Ec

&不同行业产出变化的原因差异较大'主要原因为直接效应*收入效应*联动效应和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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