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作的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

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在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的大背景下，低碳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坚定选择。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

到 2030 年，城市能耗将占全球总能耗的 3/4。目前城市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地，

近年来我国对低碳城市的建设也在不断进行探索和努力。从 2010 年 7 月开始到 2017 年初，

我国已经有 87 个省市分批次陆续成为低碳试点省区和试点城市。城市在向低碳化的转型过

程中必将对该地区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对就业产生影响。当前

我国处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阶段，盲目追求城市低碳化有可能造成就业损失。那么由此引发

的问题是，城市朝着低碳化发展对就业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从城市低碳化的投入和

产出两个方面分析其对就业的影响，并考虑了空间外溢效应，试图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对城市

低碳化的就业效应作出解释。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首先，本文将城市低碳化对就业的影响分成投入和产出方面，全面地分析了其对就业的

影响。接着，本文选取中国大陆 283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度量城市低

碳化对就业的空间外溢效应，考虑到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在研究中还引入了财政

分权指标。而后，不仅关注城市低碳化对就业数量变动的平均影响，本文还研究了城市低碳

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三、主要结论

就业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低碳化对就业的影响也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关

系，城市低碳化不仅会影响本地区就业，同时也会影响周边城市就业。结合城市低碳化不同

方面对就业的影响，我们得到以下重要结论：一是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更多的是在于扩大规模

和技术创新，而不是进行地区间或产业间的转移。环境污染治理对本地区总就业、本地区第

二产业就业和周边地区第二产业就业影响均为正，而第二产业一般是以污染行业居多。二是

目前我国对城市碳源的投入还不够合理，对城市绿化建设效率不高。城市绿化对本地区总就

业影响为负、第二产业就业为正、第三产业就业为负。三是地方政府自主性越大越有利于本

地区就业增加，且教育的发展有助于增加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就业。

四、汇报点评

城市低碳化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要围绕中国低碳经济对

就业的影响展开。由于研究的方法和样本不同，所得结论迥异。本文从城市低碳化的投入和



产出两个方面分析其对就业的影响，并考虑了空间外溢效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注意

的是，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对部分指标的回归结果未解释清楚，需进一步探讨，做到言之有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