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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解释现阶段中国能源约束与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等现实经济现象，探讨

适应中国经济清洁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能源环境政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

注并从事于中国能源与环境经济研究。在此背景下，2018 年 5 月 19—20 日，第二届中国能源与环

境经济学者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
编辑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承办。本届论坛共收到中英文投稿 100 余篇，来自全

国 70 多个高校 200 余位学者参加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能源经济系系主任郑新业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

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关雪凌教授和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张永山教授致辞，《经济研究》
编辑部主任刘霞辉教授主持大会主题演讲，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教授、中国社会

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教授、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员米志付博士依次发表主题

演讲。林伯强教授以“中国能源发展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为主题，多方面阐释了目前中国面临的

能源问题和应对策略，认为能源政策设计需要更多地向节能倾斜，政府新能源发展政策需改变目前的

补贴设计和补贴方式，能源经济和政策研究需继续加强。潘家华教授以“世界经济格局演进中的转型

发展”为主题，从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性、全球性和长远性，阐释能源、环境、气候变化三要素之间的区

别，以及能源、环境、气候变化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致性，并指出环境保护工作和能源转型工作需在当

今五类经济体并存的世界格局基础上进行，并由此推进不同经济体合作共赢。米志付博士以“新常态

下中国碳排放增长模式转变”为主题，实证考察分析我国地区之间和世界各国之间的碳排放净流量，

指出随着 2013 年以来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碳排放数量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影响中国碳

排放最主要的因素从效率向结构升级转变; 在国内贸易方面，中国中西部流向东部的碳排放净流量趋

于下降; 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出口碳排放开始下降，并呈现出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
主题演讲后，论坛围绕能源和环境经济学方面的多个主题，进行了共计十个场次的专题研讨。

研讨的逻辑在于，我国在能源产业及市场面临的各种问题和问题背后的形成机制上，存在着重大事

实不清，重要关系不清，重要参数不明等问题，因此，研讨会首先对能源产业上的重大事实进行挖

掘; 其次，对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和能源产业的市场势力所导致的市场失灵进行事实阐释，并

对这些市场失灵对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 最后，对政府针对能源市场失灵所出台的干预

政策进行政策评估，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能源产业与能源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进入 21 世纪以来，能源产业尤其是

高耗能产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理解并解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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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产业的效率和产能问题，能源市场波动和价格波动，以及能源行业的投资与国际合作等问题，对

于我国清洁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能源环境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正是本届

论坛重点关注的主题之一。
在重大事实挖掘方面，中国人民大学陈占明教授以“我国高耗能产业效率评价与提升空间”为

题，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对 2000—2014 年我国六大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效率水平和要素配置

效率进行测算。研究发现，我国六大高耗能产业的纯技术效率较低，并存在明显的要素错配现象，

而要素投入结构、要素价格、行业外部性、产权结构、出口导向程度等都显著影响高耗能产业的技术

效率水平。研究建议，我国应取消对高耗能产业的扶持，通过出口竞争压力倒逼高耗能产业改进效

率，淘汰一批落后产能; 此外，应该加快推进高耗能产业的所有制改革，打破地方政府与地方高耗能

产业的政治联系，避免出现“大而不倒”的低效率企业。江苏大学龙兴乐教授以“中国向外直接投

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为题，识别我国企业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指出，我国工业结构生态

效率的提高，不仅来自国外企业的直接技术转移，更是由于中国企业将国外企业技术学了回来。
在重要关系评估方面，厦门大学孙传旺教授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能源强度”为题，基于

2006—2015 年我国 29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强

度的降低有显著作用。结合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该研究进一步发现，技术密集度

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能源强度的降低作用比技术密集度低的企业更显著。由此，研究建议政

府鼓励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转移高耗能企业降低国内的能源强度; 提高企业的技术

密集度，从研发费用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提高企业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山西财经大学赫永达教

授以“能源价格波动向 PPI 传导的区制差异和行业异质性研究”为题，实证研究发现，在同一区制内能

源价格波动具有较高惯性; 传导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能源和资源型行业、能源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劳
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江苏大学吴超教授以“国外直接投资与本土企业技术差

异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为题，分析企业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

术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呈倒 U 型关系，过高或过低的吸收能力都不利于国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
在重要参数估计方面，山东大学杜克锐教授以“宏观经济层面的能源反弹效应估计”为题，基

于 1997—2015 年间我国 30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面板数据，采用修正的两步法，估计我国宏观

经济层面的能源反弹效应。估算结果显示，各省平均能源反弹短期效应为 21. 7%，长期效应为

4. 2% ; 能源反弹效应的省间差异明显，东部发达省份的反弹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厦门大学

林伯强教授等以“添加虚拟变量: 简化电力市场波动率预测的方法”为题，使用三种对数 HAＲ 模型

预测电力波动，使用虚拟变量衡量周内效应和波动率的结构性中断。研究结果表明，周内效应仅提

高了对数 HAＲ 模型在预测日平均电量波动的拟合能力，结构中断可以提高预测每日、每周和每月

的电力波动率时对数 HAＲ 模型的样本性能。研究指出，通过添加虚拟变量衡量周内效应和结构性

中断可提高大多数 HAＲ 模型在预测电力市场波动率方面的表现。

二、市场失灵

我国粗放发展模式下积累的能源与环境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以及能

源市场上的市场势力所带来的市场失灵。外部性问题导致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而市场

势力导致市场均衡点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点。识别外部性问题和市场势力问题，理解我国

能源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影响，是更好制定我国清洁低碳发展政策的前提。因此，

关于环境污染、碳排放以及能源市场势力等基本事实以及影响的研究，也成为本届论坛的热点。
1. 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 环境污染

在重要事实挖掘方面，西南财经大学陈晓光教授以“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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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利用东亚冬季和夏季季风季节期间中国东部季风区 108 个主要城市 pm10 浓度变化的数据，研

究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溢出效应。该研究的贡献在于，利用高频率大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由科

学事实和微观实证结果，证实污染物浓度的空间联系。研究发现，上风向城市 pm10 浓度每增加 1
个单位，其下风向城市的 pm10 浓度平均增加 0. 09—0. 21 个单位; 空气污染溢出效应因地而异，上

风向城市 pm10 污染对其下风向城市 pm10 水平的贡献百分比最高可达 30%。该研究表明，为有效

改善空气质量，城市间污染物的“联防联控”非常关键，各城市间需协调污染物治理政策。
上海理工大学秦炳涛教授以“集聚有助于减排吗?”为题，基于我国 2006—2015 年 30 个省级行

政区工业数据，研究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及规律。研究结果发现: 工业集聚与环境污染

之间存在 U 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工业集聚的增加，环境污染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 环境污染与工

业集聚间具有显著的反向因果关系，污染排放会限制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从而削减该发展模式带

来的潜在红利。由于我国整体工业集聚水平处于第一阶段，该研究指出，我国应提倡工业集聚的发

展方式，加强政策导向，同时也要建立适当的集聚度与污染数据的动态监测系统，建立经济活动的

空间集聚和污染的联动预警机制，降低污染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复旦大学周梦天以“空气质

量信息公开会影响城市房价吗?”为题，实证研究发现，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后，以 pm2. 5 为代表的空

气质量在城市房价上的资本化明显增强; 对 pm2. 5 关注度越高的城市受到的影响越大; 集中统一

发布和城市单独发布这两种信息公开方式对不同城市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
2. 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 气候变化

在重要事实挖掘方面，上海财经大学邵帅教授以“中国区域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

与形成机制”为题，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我国 1995—2014 年区域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的动态

结构特征，并建立指数随机图模型，识别和解释网络形成机制。研究表明，碳流传递方向与产业转

移方向相反; 紧密的经济联系和相近的人口密度有利于促进网络的形成; 对外开放及能源结构差异

促使碳排放的东西向流动，而能源效率的提升促使碳排放由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流动。江苏大学

赵桂梅教授以“中国省际碳减排: 空间集聚、跃迁轨迹与政策取向”为题，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强

度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呈现一定的“空间锁定”或“路径依赖”特征; 内蒙古、宁夏、山西和甘肃

等高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地区辐射作用明显。
3. 能源产业的市场势力

在重要事实挖掘方面，中国人民大学谢伦裕教授以“中央企业的规模竞争与产能扩张”为题，

研究中央企业的非利润最大化行为和规模竞争对其产能扩张的影响。通过构建利润和规模双重目

标下的古诺竞争模型，该研究提出中央企业“做大规模”的竞争和市场价格管制是其产能扩张的重

要原因。利用 2003 年电力行业的“厂网分离”改革将国家电力公司拆分为“五大发电集团这一自

然实验，该研究运用 1998—2011 年电厂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估计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拆分显著增

加央企下属电厂的规模，引致其产能和产量的扩张。研究建议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避免投资过剩。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制度因素。
西南财经大学傅佳莎教授以“市场开放与垄断油企定价势力”为题，通过中国油气市场改革这

一“准自然实验”，解决市场垄断势力与市场开放程度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微观加油站层

面和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本土引入更多的竞争者以及开放国际市场对行业内垄断国有企业成

本加成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加油站和地炼厂数量的增加，以及原油、成品油的进出口权向

地炼厂、民营加油站的开放，削弱了国有油企的垄断势力，加大了成品油销售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
研究为国家推动能源行业市场化改革和减轻垄断势力影响提供了政策借鉴。

三、政府干预政策

为改善市场失灵导致的过度排放等问题，政府的相关干预政策必不可少。针对环境污染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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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针对碳排放的碳税的征收和碳市场的建立，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被纷纷提出并加以

实施。因此，关于环境治理和政策规制等方面的研究，成为本届论坛的重要热点。
1. 环境规制

在重要事实挖掘方面，上海理工大学秦炳涛教授以“高污染产业转移、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与污

染集聚”为题，研究发现，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不存在污

染避难所假说效应。针对同一主题，武汉大学赵晓梦以“中国存在‘碳避难所’效应吗?”为题，研究

结果发现，我国存在“碳避难所”效应，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抑制高碳密集产业的规模扩张和就业，环

境管制较宽松的地区则成为高碳密集产业的避难天堂。而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的韩旭以“转

移还是创新? 基于行业流动性特征的‘污染天堂’与‘创新补偿’效应机制检验”为题，实证研究发

现，行业流动性特征不同的污染产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行为策略具有明显差异，污染产业转移是“污

染天堂”和“创新补偿”效应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上海财经大学邵帅教授以“地区间市场分割与

环境治理的策略性互动效应”为题，首次阐释市场分割通过弱化环境规制而加剧环境污染。理论

和实证结果均表明，市场分割行为不仅弱化本地环境规制强度，对地理和经济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

也产生弱化效应; 在本地和邻近地区市场分割的双重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实施严格环境规制的动

机，总体上加剧环境污染。香港城市大学张林教授以“环境规制引致的结构性调整及工业污染”为

题，研究发现，煤炭供需结构比重越高，工业部门的污染排放强度越高; 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资源

型经济转型改革后，煤炭供需结构的正向影响出现显著下降; 转变煤炭能源消费结构行为比转变其

生产结构行为在减少工业污染排放强度方面更具潜力。华东师范大学孙燕铭教授以“我国工业企

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时空差异研究”为题，研究指出，我国各省市两阶段效率总体较低，但呈逐步

上升趋势; 东部地区的两阶段整体效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 除少数省份外，大多数省份均表现出低

经济产量和低污染治理效率。中央财经大学林发勤教授以“我国城市雾霾污染、工业企业偷排与

政府污染治理”为题，首次证明我国地级市工业企业普遍存在夜间偷排行为，偷排行为与雾霾治理

政策息息相关，且偷排生产主体主要为国资企业。西南财经大学罗宏教授以“女性官员治理的‘美

丽效应’”为题，研究发现，官员的治理效应确实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市委书记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显著优于男性; 与传统文献中官员任期越长、污染越严重的结论不同，女性官员任期越长，污染越

轻，且离退休越远的女性官员绿色治理效应越显著。
在重要关系评估方面，华中师范大学涂正革教授以“中国式环境治理与大气质量改善”为题，

基于 2014—2017 年全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日度数据，采用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中央环保

督察这种中国式环境治理对大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改善了督察地区

空气质量，没有出现督察前的提前反应和督查后的报复性反弹，并且对周边非督察地区工业硫化物

和氮化物排放也有显著抑制作用。中央环保督查通过震慑、惩罚、动员机制强化了对大气质量的改善

效果，尤其是在大气污染最严重的二三线城市的效果最显著。研究建议坚持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的

治理模式，以发挥更加持久的作用。中央财经大学张莉教授以“财政预算结构与环境污染水平”为题，

在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础上，引入财政预算结构以解释环境质量差异。研究发现，生产性税收比

例提高会降低地区环境质量，而财产性税收比例和公共医疗卫生支出比例上升会提升地区环境质量。
华中科技大学张克中教授以“河长制能否实现河长治”为题，研究发现，河长制的实施有效降低了地区

单位 GDP 污水排放量; 河长制与中国压力型体制的紧密结合，强化了环境规制执行; 河长制的有效落

实可倒逼企业转型发展和地区产业升级，最终实现河长治。中国人民大学马本教授以“环境规制强

度、时空异质性与产业结构阈值效应”为题，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时空异质性，规制强度与产业结

构的关系，以及规制强度异质性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规制强度与工业比重存在 U 型关系; 在环境

规制实施的分权体制下，分散化决策导致了环境规制实施的时空差异性和总体乏力。针对同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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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李强教授以“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为题，从环境注意力视角，阐释环境分权影响环境污

染的内在机理，并实证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和环境注意力的提升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水平。
在重要参数估计方面，香港城市大学的张晓玲教授以“评估京津冀地区应对空气污染政策的

效果”为题，利用多地区经济 － 能源 － 环境 CGE 模型，分析当前京津冀地区应对空气污染政策的效

果。结果表明，在行动方案情景下，当前的应对空气污染政策将使整个京津冀地区年均 GDP 增长

降低 1. 4%，而在增强行动方案情景下，这一数值将达 2. 3%。研究还发现，对多数空气污染物来

说，末端治理将是最成本有效的减排政策。
2. 碳税和碳交易

在重要事实挖掘方面，厦门大学林伯强教授等以“碳交易市场的长期影响”为题，采用数据包

络分析方法，对比研究命令控制型政策和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对我国高耗能产业碳排放的影

响，并探究二者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市场在促进高耗能产业经济表现方面并没有显著优

势，但是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效果突出，其原因为碳交易可解决排放权初始分配的无效率。
在重要参数估计方面，厦门大学林伯强教授等以“中国碳税和碳交易选择的再度思考”为题，

通过构建递归动态的能源环境 CGE 模型，建立碳税和碳交易情景，分析碳税机制和碳交易机制对

经济、能源、环境影响的区别。结果表明，短期内碳税对我国 GDP 的负面影响和对二氧化碳减排的

积极影响相对碳交易要小，但从长期来看，碳税的影响大于碳交易的影响。碳税相对减排效率要高

于碳交易的减排效率，而碳交易对除能源行业意外的其他行业产出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鉴于建

立新的碳交易市场的各种隐性成本，研究建议直接对能源企业征收碳税。
3. 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

中国石油大学张奇教授以“光伏扶贫项目中促进第三方投资的政策分析”为题，度量参与光伏

扶贫项目的第三方投资的直接经济收益和潜在的社会声望收益。研究发现，潜在社会声望收益的

获得，需要信息导向的政策支撑，包括增加信息曝光的政策和促进社会舆论的政策。
在重要关系评估方面，中国石油大学赵晓丽教授以“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政策手段‘轻推’

可再生能源发展”为题，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行为人决策的框架体系，并针对各个主体的特征

构建行为干预，通过探讨发电企业的期望效用和转型偏好、用户对新技术和新的能源产业的接受程

度、以及如何通过转变电网公司职能引发其能源转型动机的转变，提出相关措施“轻推”各主体向

低碳转型。重庆大学的姚树洁教授以“可再生能源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机制”为题，研究发现，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假说成立; 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U”型特征; 可再生能

源使用率先于 EKC 越过拐点，因此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率有利于加速后者越过拐点。

四、总结和展望

郑新业教授在闭幕式上指出，本次论坛对能源市场上所存在的重大事实、重要关系、重要参数

进行了阐释、评估、与估计; 针对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能源产业

市场势力所带来的市场失灵，分别进行了重要事实挖掘和重要关系及参数的估计; 对纠正外部性的

政府干预政策进行了阐释和效果评估。本次大会对企业家制定策略，政府制定政策，民众理解显现

背后的各种因素提供了帮助，也为国际学术界的文献积累提供了支撑。郑新业教授也同时指出，对

于削弱或监管市场势力的政府政策的阐释和评估，比如，电力市场建设方面，发电企业市场势力的

削弱，电网企业自然垄断监管的优化，以及电价交叉补贴的消除等问题，本届论坛的论文较少涉及。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希望未来研究能够填补该方面的空白。

( 责任编辑: 陈 辉) ( 校对: 张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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