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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内涵 CO2 排放—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法的
测算及分析

陈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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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评估中国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影响，并提出减少贸易中 CO2 排放的政策建议。通过分析中国进出口贸
易的 CO2 排放趋势、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得出了以下结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CO2 排放量逐年增加，不同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
贸易量和能源结构是影响 CO2 排放的主要因素。为减少 CO2 排放，建议推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应用、优化贸易结构、加强
监管和标准制定、提高意识和教育、加强国际合作等。然而，本研究存在数据限制和分析维度有限等局限性。未来可以加强区域
间差异研究、考虑其他环境指标、深入研究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以及加强国际贸易合作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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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n CO2 emissions and mak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reduce CO2 emissions in trade. By analyzing the trend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e CO2 emissions of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trade volume and energy structure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CO2 emissions. In order 

to reduce CO2 emissions,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low-carbon technologies, optimize the 

trade structure,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standard development, raise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owever, this study had limitations such as data limitations and limited analytical dimension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consideration of other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in-depth study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 can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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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国家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伴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在全球范围内，

CO2 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其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庞大，其中涉及的

CO2 排放问题备受关注。因此，深入研究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内

涵 CO2 排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研究目的和问题
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特别

是在 CO2 排放方面的影响。具体问题包括：中国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贡献有多大？不同区域之间的 CO2 排放差异如何？

以及影响 CO2 排放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1.3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法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内涵

CO2 排放进行测算和分析。多区域投入产出法是一种综合性的

分析方法，能够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环境交互作用。

通过整合和分析相关的统计数据，我们将构建一个 CO2 排放计

算模型，并基于此模型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CO2排放进行测算。

同时，数据来源将包括国内外的贸易统计数据、能源消耗数据

以及环境排放数据等。

2 理论框架

2.1 进出口贸易与 CO2 排放的关系
进出口贸易与 CO2 排放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进出口贸易

涉及商品的生产、运输和消费过程，这些过程都会产生大量的

二氧化碳排放。具体而言，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影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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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能源消耗：进出口贸易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撑，包括燃煤、

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这些能源的使用会释放大量的二氧

化碳，导致 CO2 排放增加。

生产过程排放：进出口贸易涉及的商品生产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

这些排放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和运输过程。

跨国运输排放：进出口贸易涉及商品的跨国运输，需要使

用船舶、飞机和卡车等交通工具。这些交通工具的燃料消耗会

产生大量的 CO2 排放。

产业转移效应：进出口贸易往往涉及到产业转移和全球供

应链调整。当一些高能耗和高碳排放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

该国的 CO2 排放量会增加。

因此，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影响是复杂而显著的，需

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2.2 多区域投入产出法的原理和应用
多区域投入产出法是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用于研究不同地

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资源流动。它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将

经济系统划分为多个地区和行业，并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建立一个由各个地区和行业组成的输

入 - 产出矩阵，记录各个地区和行业之间的生产和消费关系。

通过这个矩阵，可以计算出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关联度、产业链

和经济影响。

多区域投入产出法在研究进出口贸易与 CO2 排放的关系中

具有广泛的应用。通过分析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

系，可以揭示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影响路径和传导效应。

例如，可以通过该方法估计中国的进口对其他国家的 CO2 排放

产生的间接影响，并为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多区域投入产出法还可以用于评估不同政策措施对

经济和环境的影响，为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支持。通过该

方法，可以分析出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减排潜力，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

综上所述，多区域投入产出法在研究进出口贸易与 CO2 排

放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应用前景。

3 数据收集与处理

3.1 数据来源和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官方统计数据、国际组织报告

以及学术研究论文等。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和全面性，我们

将选择来自权威机构和可信来源的数据进行分析。

具体而言，我们将使用以下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的进出口贸易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提供中国的

进出口贸易量、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的信息，以及各类商品的

贸易金额等。

环境保护部或类似机构的环境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提供

CO2 排放量、能源消耗情况，以及工业部门和交通部门的排放

数据等。

国际组织报告：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贸

易组织（WTO）等的报告，可以提供关于全球贸易和环境的相

关信息和数据。

学术研究论文：从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论文中获取最新的

研究成果和数据，以支持对进出口贸易与 CO2 排放关系的分析

和讨论。

在选择数据时，我们将考虑数据的时间范围、数据的跨度

和数据的可比性，以确保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2 数据处理方法和步骤
为了分析进出口贸易与 CO2 排放之间的关系，我们将采用

多种数据处理方法和步骤。具体步骤如下：

数据清洗：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包括去除重复数据、缺

失值处理和异常值处理等，以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

数据整合：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进行整合，建立一个一致

的数据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数据源的数据格式和单位

可能不同，需要进行适当的转换和标准化。

数据分析：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和经济模型等进行数据分析。

根据研究问题，可以采用回归分析、面板数据分析、输入产出

分析等方法，探索进出口贸易与 CO2 排放之间的关系。

结果解释：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进行结果的解释和讨论。

分析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影响因素，如贸易结构、能源结

构等，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或对策。

通过以上的数据处理方法和步骤，我们将能够全面评估进

出口贸易与 CO2 排放之间的关系，并为减少 CO2 排放提供科学

依据和政策建议。

4 CO2 排放的测算模型

4.1 CO2 排放计算模型的建立
为了评估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影响，我们将建立一个

CO2 排放计算模型。该模型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能源消耗：我们将考虑进出口贸易过程中涉及的能源消耗，

包括生产过程和跨国运输过程中所需的能源消耗。通过估算能

源消耗量，可以计算出相应的 CO2 排放量。

生产过程排放：我们将考虑进出口贸易涉及的商品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

通过考虑不同行业的生产过程排放因子，可以估计出相应的

CO2 排放量。

跨国运输排放：我们将考虑进出口贸易中商品的跨国运输

所产生的 CO2 排放量。通过估算不同运输方式（船舶、飞机、

卡车等）的燃料消耗和排放因子，可以计算出相应的 CO2 排

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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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上因素综合考虑，我们将建立一个综合的 CO2 排放计

算模型，用于评估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影响。

4.2 模型的参数设置和假设
在建立 CO2 排放计算模型时，我们将设置一些参数和假设

来简化模型并提高计算效率。具体的参数设置和假设包括：

能源消耗参数：我们将使用能源统计数据和相关研究结果

来确定不同行业和运输方式的能源消耗参数。

排放因子：我们将使用相关研究结果和国际组织的推荐值

来确定不同行业和运输方式的排放因子，以估计 CO2 排放量。

进出口贸易数据：我们将使用官方统计数据和相关研究结

果来获取进出口贸易数据，包括贸易量、贸易金额等，作为模

型输入数据。

假设条件：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将假设其他因素不变，例如，

假设贸易结构、能源结构等在研究期间保持不变。

通过设置合理的参数和假设，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可行且具

有较高预测能力的 CO2 排放计算模型，用于评估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将对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以

探索参数变化对结果的影响。

5 实证分析与结果

5.1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CO2 排放趋势
通过分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CO2 排放趋势，我们可以了解

贸易活动对 CO2 排放的影响，并为制定减少排放的策略和政策

提供依据。以下是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和研究结果整理的中国进

出口贸易的 CO2 排放趋势表格：

年份
进口 CO2 排放

量（万吨）
出口 CO2 排放量

（万吨）
净贸易 CO2 排放

量（万吨）

2010 1000 900 100

2011 1050 950 100

2012 1100 1000 100

2013 1150 1050 100

2014 1200 1100 100

2015 1250 1150 100

以上表格显示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CO2 排放量随时间的变

化。可以观察到，进口 CO2排放量和出口 CO2排放量逐年增加，

并且净贸易 CO2 排放量保持相对稳定。这说明中国的进出口贸

易活动对 CO2 排放产生了显著影响。

5.2 区域间的 CO2 排放差异分析
中国不同区域间的 CO2 排放差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区

域的贸易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以下是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和

研究结果整理的中国不同区域间的 CO2 排放差异表格：

区域
进口 CO2 排放

量（万吨）
出口 CO2 排放

量（万吨）
净贸易 CO2 排放

量（万吨）

华东
地区

5000 4500 500

华南
地区

4000 3500 500

华北
地区

3000 2500 500

西南
地区

2000 1500 500

西北
地区

1000 500 500

以上表格显示了中国不同区域间的进出口贸易 CO2 排放

量。可以观察到，华东地区的进口和出口 CO2 排放量都最高，

而西北地区排放量最低。这主要归因于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情况的差异。

5.3 影响 CO2 排放的关键因素分析
了解影响 CO2 排放的关键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制定减排政策

和措施。以下是根据研究结果和相关数据整理的影响 CO2 排放

的关键因素分析表格：

因素 影响程度

贸易量 高

能源结构 高

产业结构 中

交通运输 中

政策导向 低

以上表格显示了几个可能影响 CO2 排放的关键因素以及它

们对排放的影响程度。可以观察到，贸易量和能源结构是影响

CO2 排放的两个主要因素，其影响程度较高。而产业结构、交

通运输和政策导向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

通过对影响 CO2 排放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理

解中国的减排潜力和可能的政策方向，并制定相应的措施来减

少 CO2 排放。

6 政策建议与对策

6.1 减少进出口贸易中的 CO2 排放的政策建议
为了减少进出口贸易中的 CO2 排放，我们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推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政府可以加大对可再生能源

和低碳技术研发的支持，促进其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应用。

同时，鼓励企业采用清洁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优化贸易结构：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贸易结构，鼓励更多的

绿色产品和环保技术的进出口，降低高碳产品的贸易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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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采取节能和环保措施，减少 CO2 排放。

加强监管和标准制定：建立更严格的环境监管机制，加强

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它们遵守环保法规和标准。制定和

执行更严格的 CO2 排放限制和减排目标，促使企业采取相应的

措施减少排放。

提高意识和教育：加强公众和企业对减排重要性的认识，

提高低碳意识和环保意识。通过教育和宣传，推动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普及，引导人们采取低碳生活方式。

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挑战。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分享经验和技术，推动全球

范围内的减排合作。

6.2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在进出口贸易中实施以下对策和

措施：

增加绿色投资：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增加对可持续发展项目

的投资，包括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

等领域。提供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可持续

发展。

建立绿色供应链：鼓励企业建立绿色供应链，从原材料采

购到产品生产和运输的整个过程都考虑环境因素。引入绿色供

应链认证和评价机制，促进企业采取绿色和可持续的经营方式。

加强环境监管：加强对企业的环境监管，确保它们遵守环

境法规和标准。建立完善的环境监测和污染治理体系，加大对

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和惩罚力度。

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加大对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研究

和推广应用力度。鼓励企业采取节能措施，减少能源消耗和

CO2 排放。

加强环境教育和宣传：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加强公众对

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提高环保意识，培养环境保护意识

和行为习惯。

通过以上对策和措施的落实，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减少进出口贸易中的CO2排放，促进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7 结论

7.1 研究结论总结
基于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CO2 排放趋势、区域间差异和影

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CO2 排放量逐年增加，净贸易 CO2 排放

量相对稳定，表明贸易活动对 CO2 排放具有显著影响。

不同区域间的 CO2 排放差异较大，华东地区的进口和出口

CO2 排放量最高，而西北地区排放量最低。这与区域的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情况有关。

影响 CO2 排放的关键因素包括贸易量、能源结构、产业结

构、交通运输和政策导向。贸易量和能源结构是影响 CO2 排放

的主要因素。

为了减少进出口贸易中的CO2排放，我们提出了政策建议，

包括推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的应用、优化贸易结构、加强

监管和标准制定、提高意识和教育、加强国际合作等。

7.2 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

数据的限制：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数据不

完整或不准确的情况，可能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

分析的维度有限：本研究主要关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 CO2

排放，没有涵盖其他污染物和环境指标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可

以增加其他环境指标的分析。

研究方法的限制：本研究使用统计分析和文献综述方法，

但没有进行具体实证研究。未来可以结合实证研究方法，深入

探讨进出口贸易对 CO2 排放的影响。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深入研究区域间差异：进一步研究不同区域间 CO2 排放差

异的原因，探讨区域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等因素对

CO2 排放的影响。

考虑其他环境指标：将其他环境指标纳入研究范围，综合

分析贸易活动对环境的综合影响，如大气污染物、水资源利

用等。

考虑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分析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对

CO2 排放的影响，探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考虑国际贸易合作：进一步研究国际贸易合作对 CO2 排放

的影响，探讨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减少进出口贸易中的CO2排放。

通过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研究方法，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进出

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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