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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碳排放控制策略研究》是对中国碳排放策略问题的一个全面阐述，它从宏观经济战略、产业策
略和区域碳排放责任分配角度，对中国碳排放的区域管理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中国碳排放的
若干政策性基础结论和战略模式，给出了碳减排分析的理论框架，是气候变化经济学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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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由对分部门出口的分析可知，不同部门对碳关税的反应及受影响程度各异。
但其对我国整体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则需要从宏观层面进行评价。
 首先从生产角度来看，碳关税的征收直接影响出口，使我国出口总量下跌0.14％～0.66％。
由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GDP下滑0.02％～0.08％；同时出口受阻也带来社会生产积极性下降，使社会
总产出下降0.02％～0.1％，下降幅度略高于GDP；由于出口降幅较大，一部分用于出口的产品转销国
内，从而使国内产品供给的降幅低于总产出，为0.01％～0.03％；国内产品供给替代了部分进口，使进
口量下降0.06％～0.29％；最终，用于满足国内需求的复合产品（国内供给产品与进口产品之和）降
低0.01％～0.06％。
此外，出口的降幅高出进口降幅的两倍以上，使得我国的贸易顺差下降0.84％～4.11％。
 从企业以及社会投资的角度看，碳关税对出口型企业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及给其他企业所带来的消极影
响，都使得整个社会的投资意愿下降。
投资下滑0.005％～0.02％，企业缩减生产带来劳动需求下降0.02％～0.08％，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收入
和储蓄，二者同时下降了0.11％～0.51％。
 从城乡居民收支情况看，受企业的劳动需求和盈利能力下降影响，居民的工资以及投资获得的财产收
入都随之降低。
城乡居民工资收入分别降低0.02％～0.12％和0.01％～0.06％，城镇居民受到的影响程度约为农村居民
的两倍；而财产收入方面，城乡居民都降低了0.11％～0.51％，其与企业收入降幅一致。
尽管居民收入有所下降，但是由于碳关税带来了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使得居民压抑多年的消费意愿
得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均有所提高，分别上涨了0.01％～0.03％和0.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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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碳排放控制策略研究》可供国家和各地区决策者及政策模拟和气候变化政策领域的研究人员参
考。
也可为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学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或作为基础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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