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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地势分为坝上、坝下两部分。 解放初期,这里是“飞鸟无栖树,黄
沙遮天日冶的荒原沙丘,自 1962 年建立了机械化林场之后,塞罕坝人建起了 110 多万亩人工林,造就了中国最大的

人工林林场。 这是让人叹为观止的落叶松人工林海。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国家林业局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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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与森林碳汇作用下云南省碳净排放量估计

刘慧雅1, 王摇 铮1,2,*, 马晓哲3

(1.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摇 200062;

2.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摇 100190;3.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郑州摇 450052)

摘要:以云南省为例,用马尔科夫链计算能源结构,在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基于动态最优化理论估计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

CO2FIX 模型计算云南省森林碳汇,预测在能源消费碳排放和森林碳汇共同作用下的从 2008 到 2050 年碳净排放量。 研究发现

云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和碳净排放量曲线都呈“倒 U冶型,在 2035 年达到高峰,高峰值分别为和 129. 71 MtC 和 118. 89 MtC;

在森林碳汇中,原有森林的碳汇作用在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处于主导地位,但新造林有着巨大的碳汇潜力,所以在保护原有

森林的同时要植树造林,从生态学角度抵消碳排放;森林碳汇只能减少小部分碳排放,更主要的是改善云南省的能源结构,加快

技术进步速度,开发水电等新能源,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关键词:碳排放;森林碳汇;原有森林;新造林

Predictions of net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the emissions and forest carbon sinks
in Yunnan Province
LIU Huiya1, WANG Zheng1,2,*, MA Xiaozhe3

1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Ministry of State Education of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ience, CAS, Beijing 100190,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Henan Academy of Sciences,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alculated the energy stru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by using a Markov chain, estimated carbon
emissions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based on 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and dynamic optimization theory, computed forest
carbon sinks based on the CO2 FIX model, and predicted net carbon emissions from 2007 to 2050. Furthermore, we
analyzed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st carbon sinks, and then
investigated a low鄄carbon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rves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energy consumption and net
carbon emissions were an inverted " U" shape, with a peak value of 129. 71 MtC in 2035 and 118. 89 MtC in 2035. The
percentage of coal in the energy structure of Yunnan decreased year by year, while oil, natural gas and non鄄carbon energy
increased slowly, with the non鄄carbon energy component increasing the fastest among the three thus allow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of Yunnan to probably reach a steady state in 2042.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emissions targets required in China,
an annual decreasing rate of energy intensity of 2. 7% is needed. However, our models show that the predicted energy
intensity of Yunnan does not reach these targets in the short term. This means that it is currently not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our nation. If the non鄄carbon energy component in Yunnan忆s energy structure is improved to 20% in 2050, carbon
emissions can be reduced by 12. 3% and this is greater than the amount of carbon sinks in 2050, but lower than its peak.
The construction of carbon sinks and the use of non鄄carbon energy are very effective ways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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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of forest carbon sinks, the original forest plays a valuable role now and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But, any new forest
also has a huge potential as a carbon sink, so afforest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while protecting the original. However,
new forests have a growing period, so they cannot reach their full capacity as a carbon sink for many years. Therefor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arbon sink accumulation, the original forest sinks are still an important part, and are irreplaceable. But
these trees can only offset a portion of the provinces忆 total carbon emission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o radically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improv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by increasing the speed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eing made and developing hydropower and other ( in particular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t can also be shown
that the per capita net carbon emissions have the same trend along with total carbon emissions, with a peak of 2. 18 tC /
person in 2035. The amount of per capita emissions is 1. 17 tC globally, 1. 12 tC in China, and 5. 18 tC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in 2009 the amount of per capita emissions is 0. 77 tC in Yunnan, below the national level, and is far
low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2020, the amount of per capita net carbon emissions will likely be 1. 40 tC in
China, and that of Yunnan, 1. 69 tC, which is 0. 29 tC more than that for the whole country.

Key Words: carbon emissions; forest carbon sinks; original forest; new forest

哥本哈根会议指出,气候变化是当今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而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 全球

二氧化碳浓度已经从 1700 年的 280 滋mol / mol 升至 2006 年的 381 滋mol / mol[1]。 根据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

单指南,能源消费、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废弃物处理等过程中都会排放温室气体,但我国 90%的碳排放来自

能源消费中化石燃料的燃烧,因此研究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是碳排放研究的重点。 很多学者已经在二氧化碳排

放领域展开研究。 王铮,朱永彬等[2]计算各省碳排放系数,将全国碳排放量分摊到各省,研究各省的碳排放。
朱永彬,王铮等[3]在产业结构稳定条件下预测了全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高峰值,得出全国的能源消费和碳

排放 EKC 曲线。 胡初枝等[4]构建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对

碳排放的贡献。 朱勤等[5]通过对 STIRPAT 模型的扩展,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碳

排放的影响。 但以上碳排放的研究领域主要在全国层次上展开,而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存在区域性差异,如
果将减排的任务目标具体到省份上,还需要研究区域碳排放。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的高原山区省份,在地理结构上具有特殊性。 云南省的经济相对落

后,但是煤炭丰富、水电蕴藏量大。 另一方面,云南省森林资源居于全国第二,森林覆盖量大,使得碳汇相对丰

富。 2010 年云南获批的 CDM 项目居全国首位,260 个 CDM 项目,这将为中国未来带来更多的碳减排抵消额,
对云南及全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而有着丰富森林资源的云南,森林碳汇无疑是 CDM 的一

项重要内容。 马晓哲,王铮[6]计算了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的森林碳汇,得出内蒙古、云南和四川等

省是重要的碳增汇区域。 而森林集中了陆地约有 85% 的生物量,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7]。 因此在

研究碳减排问题时,有必要结合 CDM 项目进程,考虑森林碳汇。 所以本文以云南省为例,基于动态最优化理

论计算云南省的能源消费,分析中国区域碳排放;并且用 CO2FIX 模型计算云南省的森林碳汇,研究用碳汇抵

消部分碳排放后云南省的碳净排放量。
1摇 研究方法

本文以云南省为例,估算能源结构,运用动态最优化理论估算最优经济增长率,预测未来到 2050 年的能

源消费量,然后通过 IPCC 中碳排放量的基本估算方法计算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 另外本文还运用 CO2FIX
模型,用森林面积数据和树种参数计算的森林碳汇。 基于本文的计算,将考虑进碳汇抵消作用的碳排放量叫

作碳净排放量,从宏观概念上研究云南省区域碳排放。 本文的主要方法如图 1 所示。
1. 1摇 基础模型

Moon 和 Sonn[8]将能源投入引入生产函数,构造了 Cobb鄄Douglas 生产函数,从而研究能源强度与经济产

出之间的关系。 朱永彬等[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劳动力和技术进步引入生产函数,假设社会总人口为 N ;就

6044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1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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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云南省碳净排放计算流程图

Fig. 1摇 Flow chart used for computing net carbon emissions in Yunnan

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劳动参与率为 棕 ;未来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 n 。 改进后的生产函数如式(1):
Y( t) = (A0evt) 1 / 琢子 ( t) (1-琢) (棕N0ent) 酌 / 琢K( t) 摇 0 < A < 1 (1)

根据动态最优控制理论,得到在消费与产出同步增长即不发生经济危机时的经济最优增长率如式(2):

g = (n - 籽
滓 ) + 1

滓 (着 - 兹) (A0evt) 1 / 琢子(1-琢) (棕N0ent) 酌 / 琢 (2)

式中, Y( t) 为总产出,按 2000 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 E( t) 为能源投入,单位为 Mote;
K( t) 为资本投入,按 2000 年价格计算,用永续存盘法计算出的资本形成总额,单位为亿元; L( t) 为就业人员

数,单位为万人; b 为外生给定的世界市场能源价格; 滓为风险厌恶系数, 滓 -1 即消费的跨时替代弹性; 着 = 1 -
啄 ,其中 啄 为折旧率; 籽 为时间偏好。

能源强度为能源消费量与 GDP 的比值,根据 1990、1992、1995、1997、2000、2002 年共 6 个年份的投入产

出表拟合,得到能源强度呈指数下降趋势,因此将能源强度关于时间的函数关系表述为式(3):
子t = 子0evt (3)

式中, 子t 为第 t 年的能源强度, 子0 为初始年份的能源强度, v 为能源强度增长率。
显然一个区域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有两个动力因子:其一是经济增长消费的碳在增加碳排放,其二是技术

进步降低能源强度,导致的碳排放减少。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式(2)是保持产出与消费平衡经济不发生危

机的最优增长率,偏离这个增长率,可能会触发经济危机。
1. 2摇 能源消费碳排放计算模型

根据 IPCC[ 9 ]计算指南,通过云南省的能源消费量、能源结构和能源碳排放系数,第 i 年的能源消费的碳

排放量计算公式如式(4):

Ai = 移
3

j = 1
E iqijcj 摇 摇 i = 1,2,…,n (4)

式中, Ai 是第 i 年碳排放量, E i 是第 i 年的能源消费总量, qij 是第 i 年 j 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百分

比, cj 是 j 能源碳排放系数。
这里的碳排放系数为每单位标准油所释放的单位碳等价物。 能源的碳排放系数主要取决于燃料的碳含

量,因此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可以基于燃烧的燃料总量和燃烧中平均碳含量进行估算。 本文采用朱永彬,王铮

等[3]根据 IEA2005 中 1980—2005 年各能源品种的消费量及其对应的碳排放量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得出煤、石
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相对于各能源品种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 1. 0052,0. 753 和 0. 6173。
1. 3摇 森林碳汇计算模型

内蒙古、黑龙江、云南以及四川等省是我国未来重要的森林碳增汇区。 因此作为一个森林植被茂密的碳

7044摇 15 期 摇 摇 摇 刘慧雅摇 等:排放与森林碳汇作用下云南省碳净排放量估计 摇



http: / / www. ecologica. cn

汇大省,研究云南省的碳排放,必须计算它的碳汇。 碳汇一般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和机制。
在林业中主要是指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

度。 本文中的森林碳汇有两大来源:原有森林和新造林。 本文用 CO2FIX 目前最新版本 V3. 2 估算森林碳汇。
模型中,总固碳量计算公式如式(5):

C total( t) = Cb( t) + CS( t) + CP( t) (5)
式中, Cb( t) , CS( t) , CP( t) 分别表示在时间 t 贮存于单位面积的活立木、土壤有机物以及木质产品中的碳

量,C total( t)表示单位面积碳汇总量,单位为 MgC / hm2。
但森林系统的含碳量不能直接表示森林碳汇量,因为森林残余物或木质产品的报废物作为生物质能燃

烧时,是部分碳回到大气中去,因此森林碳汇量表示为式(6):
A = C total( t) + Cbio( t) (6)

式中, A 代表单位面积造林减少的大气碳总量,Cbio( t)表示单位面积内由于生物质能源的应用排放到大气中

的碳量。
通过参数设定后,CO2FIX 模型可以计算活立木、土壤、林产品的单位面积累计含碳量,森林生态系统的

单位面积累计含碳总量和森林从大气中吸收的单位面积累计碳汇量。
2摇 参数估计

2. 1摇 能源强度

根据式(3)得到 v 值,找到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很容易根据历史能源强度数据估算出未来的能源强度。
首先对式(3)进行对数变换:

ln(子t) = ln(子0) + vt + 着 (7)

表 1摇 能源强度参数估计

Table 1摇 Estimated parameters for energy intensity

参数
Parameter

参数值
Value T 显著性水平

Sig.

茁 -3. 897 -117. 78 0

淄 -0. 020 -9. 87 0

式中, ln(子o) 设为 茁 , 着 为误差项,对式(7)进行回归

分析,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线性回归统计结果的拟

合程度很好, R2 = 0. 978,都在 10-10的数量级上显著。
拟合得出能源强度增长率为-0. 02。
2. 2摇 经济变量

用改进后的生产函数来获得未来经济平稳增长

路径下的排放量,首先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估计。 对式

(1)进行对数变换得到线性统计模型,如式(8)。
ln(Y( t) / E( t)) = ln(A0) + 琢ln(K( t) / E( t)) + 酌ln(L( t)) + vt + 着 (8)

式中, ln(A0) 设为 a0, 琢 为资本产出弹性, 酌 为劳动力产出弹性, 淄 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着 为误差项。

表 2摇 生产函数参数估计

Table 2摇 Estimated parameters for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参数
Parameter

参数值
Value T 显著性水平

Sig. / 译

a0 -8. 732 -4. 532 0. 137

v -0. 027 -4. 407 0. 187

琢 0. 570 6. 503 0. 001

酌 1. 376 5. 323 0. 018

本文采用云南省的历史生产总值作为经济产出数据,并且以 2000 年的价格为基准进行转换。 资本存量

没有直接的数据,本文采用 Goldsmith[10]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核算,当期资本总量 =上期资本总量-折
旧+当期资本增量。 张军[11]等计算得到各省的折旧率为 9. 6% ,因此本文将云南省的资本折旧率取 9. 6% 。

劳动力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云南省的年底就业人员数。 能源消费量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 各经济变量取 1989—2007 年的时间序列作为

样本数据。 运用 SPSS 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计
算出经济最优增长模型参数,结果如表 2 所示。

通过统计模型进行线性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

很好, R2 =0. 989,都在 0. 2译的水平上显著。 拟合得

出资本的产出弹性 琢 为 0. 57,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酌 为

1. 376,能源的产出弹性为 0. 43。 回归出全要素生产

率 A 的增长率 淄 值为-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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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滓 和 籽 ,可以通过模型中的实际数据进行校准。 估算出的 1978—2007 年的最优经济增长率必须与

实际的经济增长率相似,根据这个约束条件调节参数 滓 和 籽 ,取 滓 =1. 7, 籽 =0. 026。
令式(2)对能源强度的导数为零,得出最优消费增长率达到最大时所对应的能源强度和各参数存在如

式(9)的函数关系。

子m = 着(1 - 琢)
兹 (9)

式中, 子m 为 1978—2007 年的能源强度最大值。 已知 琢 和 着 ,可以求出参数 兹 。
2. 3摇 森林碳汇系统

森林碳汇由两部分组成,新造林和原有森林。 云南省的新造林树种包括云南松、思茅松、杉木、栎类、针
阔混和阔叶混,原始森林树种还包括高山松、桦木和硬阔类。 由于各种林分单位面积的碳汇作用不同,原有森

林分为幼龄、中龄和近熟 3 种树龄。

表 3摇 云南省原有森林面积

Table 3摇 Area of original forests of Yunnan Province / hm2

树种
Species

幼龄
Young
forest

中龄
Half鄄mature

forest

近熟
Near鄄mature

forest

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77265 44385 22732

思茅松 Pinus kesiya 7200 8640 6563

高山松 Pinus densata 1440 1920 1768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15830 15360 2400

栎类 Quercus 79027 28153 23643

桦木 Birch 4800 1920 2057

硬阔类 Hardwood species 10080 9593 11200

针阔混 Needle broadly mix 38713 21753 12343

阔叶混 Broadleaf mix 63980 25907 13867

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12],原有森林

林分面积如表 3,全国无林地面积共计 5732郾 32 万

hm2,其中云南省的无林地面积共 421. 81 万 hm2,居
全国第二,仅次于内蒙古的无林地面积。 根据我国的

林业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森林覆盖率要达到 23% 以

上。 本文假设我国从 2005 年开始造林,全国年造林

面积 250 万 hm2。 那么到 2020 年,新造林面积达到

4000 万 hm2, 到 2027 年可完成全国无林地造林

5732郾 32 万 hm2。 在假设条件下,将全国的年造林面

积按各省无林地面积比例分配给各省,再将其平均分

配至各造林树种,得到各树种未来每年的年造林

面积。
从模型方法可以看出,CO2FIX 模型将森林分成

4 个模块计算碳功能,生物量模块、土壤模块、林产品模块和生物质能源模块。 计算森林单位面积碳汇时,需
要在各个模块设定参数。

生物量模块中,需要设定树种的木质密度、枝叶根的年更新率、生长期和采伐期等参数,根据多种数据来

源,本文筛选计算出所需参数如表 4。 树种的碳含量均采用 IPCC 缺省值 0. 5 MgC / Mg 干质量。

表 4摇 生物量模块使用参数

Table 4摇 The parameters of Biomass module

树种
Species

木材干质量密度
Wood density
(dry mass)

/ (Mg 干质量 / m3)

枝 / 叶 / 根年更新率
Branch / Foliage /
Root turnover rate

生长期 / 月
Growing
season

轮伐期
Rotation / a

CAI 及干、枝、叶、根净
生产力参考文献

Data source references of CAI
and net productivity of stem,

branch, foliage, root

云南松 Pinus yunnanensis 0. 483 0. 05 / 0. 33 / 0. 1 3—10 60 [13, 14]
思茅松 Pinus kesiya 0. 454 0. 05 / 0. 33 / 0. 1 3—10 60 [13, 14]
高山松 Pinus densata 0. 413 0. 05 / 0. 33 / 0. 1 3—10 60 [13, 14]
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0. 307 0. 05 / 0. 33 / 0. 1 3—11 25 [15, 16]
栎类 Quercus 0. 676 0. 05 / 1. 00 / 0. 1 3—10 45 [17, 18]
桦木 Birch 0. 541 0. 05 / 1. 00 / 0. 1 4—10 45 [19, 14]
硬阔类 Hardwood species 0. 598 0. 05 / 0. 33 / 0. 1 3—11 35 [20, 14]
针阔混 Needle broadly mix 0. 405 0. 05 / 0. 50 / 0. 1 3—10 45 [20, 18]
阔叶混 Broadleaf mix 0. 482 0. 05 / 0. 50 / 0. 1 4—11 4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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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土壤模块中的气象数据,包括月平均气温和月平均降水量,采用来自 World Climate[23] 网站的气候数据,
云南省内多个城市气象数据的平均值。 本文考虑土壤模块中初始的枝、干、叶均假设为零,即默认为上述无林

地均为长期无人种植。 其余参数采用默认参数。 林产品该模块中,软件提供了高、低两组参数,考虑到我国省

份的实际情况,选用低处理以及低回收效能的参数。 生物质能源模块,本文研究均采用模型提供的默认参数。
根据上述设定,可以计算出树种单位面积碳汇量。
3摇 计算及分析

3. 1摇 能源结构预测

表 5摇 云南省能源消费结构主要年份预测结果

摇 摇 Table 5 摇 Predicte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08—2050 / %

年份
Year

煤
Coal

石油
Oil

天然气
Natural gas

非碳
Non鄄C

2010 80. 89 8. 72 1. 10 9. 29

2015 78. 60 9. 51 2. 07 9. 82

2020 78. 43 9. 48 2. 06 10. 02

2025 78. 39 9. 48 2. 06 10. 07

2030 78. 38 9. 47 2. 06 10. 09

2035 78. 38 9. 47 2. 06 10. 09

2040 78. 38 9. 47 2. 06 10. 09

2045 78. 38 9. 47 2. 06 10. 09

2050 78. 38 9. 47 2. 06 10. 09

摇 摇 本文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云南省各个年

份的数据,求出了 1991—2005 年的能源结构。 其中

煤为煤炭和焦炭数据和,油为原油、燃料油、汽油、煤
油和柴油之和,天然气即天然气,非碳为电力数据。
利用 1991—2005 年数据预测出云南省未来从 2008
年到 2050 年主要年份能源结构如表 5 所示。 从表中

可以看出,在目前趋势下,2015 年之前云南省能源结

构有很小的变化,之后便逐渐趋于稳定,仅非碳能源

在未来结构演变中呈上升趋势。 从能源消费结构预

测表中,还可看出富碳能源煤比低碳能源石油和天然

气下降速度更快,说明低碳能源所占比例增加,平均

碳排放系数减小。 化石燃料中富碳能源比重减小,低
碳能源比重上升,使化石能源平均碳排放系数减小。
3. 2摇 碳排放量预测

考虑到云南省人口和经济增长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接近于全国的平均趋势,因此本文中云南省的

人口用全国人口增长率来计算。 通过模型求得 2008 年到 2050 年的能源强度、最有经济增长率、GDP、能源消

费量和碳排放量结果如表 6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能源强度逐渐降低,这说明生产单位 GDP 的经济效益需

要的能源逐年降低。 由于能源强度的降低,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最优增长率预测数据从 2008 年开始逐

年减小,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总值逐年上升。 而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都呈现先增多后减少的现象,在
2035 年同时达到高峰,高峰值分别为 148. 76 Mtoe 和 129. 71 MtC。

表 6摇 2008—2050 云南省经济变量和碳排放预测结果

Table 6摇 Predicted economic variable and carbon emissions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08—2050

年份 Year
能源强度淤

Energy intensity
/ ( toe / 万元)

最优经济增长率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rate / %

生产总值 / 亿元
GDP

能源消费量于

Energy consumption
/ Mtoe

碳排放量盂

Carbon emissions
/ MtC

2010 0. 0127 10. 90 5119 65. 06 56. 90

2015 0. 0115 8. 45 7894 91. 06 79. 45

2020 0. 0104 6. 47 11085 115. 80 100. 98

2025 0. 0094 4. 70 14282 134. 93 117. 65

2030 0. 0086 3. 26 17105 146. 07 127. 36

2035 0. 0078 2. 09 19268 148. 76 129. 71

2040 0. 0070 1. 20 20695 144. 54 126. 03

2045 0. 0064 0. 55 21454 135. 65 118. 27

2050 0. 0058 0. 05 21636 123. 93 108. 05

摇 摇 淤toe=1 吨标准油; 于Mtoe=106 吨标准油; 盂MtC=106 吨碳

为了更直观的研究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关系,本文做出了云南省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变化趋势图,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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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碳排放系数决定了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各种能源碳排放系数不同,因此,有必要从能源结构的角度研

究碳排放。 这里计算了各种能源的碳排放,分别研究煤、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如图 3。 可以看出煤的碳排

放量远远高于石油和天然气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总量的碳排放量相差不大,并且煤的碳排放曲线和碳排放

总量相似,高峰时间也出现在 2035 年,高峰值为 101. 66 MtC。 相反,云南省石油和天然气碳排放量都很少,石
油在 13 MtC 以下,而天然气碳排放量在 3 MtC 以下,和煤的碳排放量相比是微乎其微的。 这个结果和云南省

的能源结构有直接关系。 云南省油气资源贫乏,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工业、建筑业等对能源的需求量很

大,短期内改变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几乎不可能。 对于云南省来说,它有大量的水力资源,据估计,云南省水

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10364 万 kW,占全国蕴藏量的 15. 3% ,居全国第三。 因此可以考虑加大水力资源开发

来缓解云南省的碳排放。 但是云南省水力资源开发可能引出某些生态问题,例如怒江大坝就引起的众多的争

议。 从表 5 可以看出,以水电供应为代表的非碳能源供应,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很可能只能停留在

10%左右,这样云南的碳排放会居高不下。 如果把水力资源开发量提高,若到 2050 年,水电供应达到总能源

的 20% ,并用于替代煤,这样可能减少 12. 34 MtC 碳排放,从气候保护的角度看,这个目标很值得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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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2007—2050 年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预测趋势图

摇 Fig. 2摇 Estimated carbon emissions and gross energy consumption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07—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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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2007—2005 年各种能源碳排放预测趋势图

Fig. 3 摇 Estimated carbon emitted by sub鄄types of energy during

2007—2050

表 7摇 2008—2050 年云南省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下降率

摇 摇 Table 7摇 Estimated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and declining rate of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08—2050

年份
Year

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 (MtC / 伊106 元)

碳排放强度下降率
Declining rate of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 %

2015 1. 038 1. 501

2020 0. 959 1. 615

2025 0. 881 1. 702

2030 0. 807 1. 759

2035 0. 738 1. 791

2040 0. 674 1. 802

2045 0. 615 1. 797

2050 0. 562 1. 778

这里要强调指出,尽管在保持目前的能源结构趋势下,云南省碳排放达到峰值后会变得下降缓慢,但是

云南省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是持续下降的。 国务院会议决定到 2020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 到 45% ,即每年下降 2郾 7%
到 3% 。 表 7 给出了云南省碳排放强度及其相关量的

计算结果。 数据显示,以 2008 年为基年,云南省的平

均碳排放强度下降率在未来 10a 平均为 1. 51% ,预测

结果和国家的实际目标有一定的距离。 云南省的碳

排放强度下降率先增大后减小,在 2036 年为 1郾 79% ,
开始超过经济增长率 1. 66% 。 与 2005 年相比求得,
为保持云南省经济平稳增长,到 2020 年云南省能源

强度仅可下降 26. 62% 。 因此云南省要达到 2020 年

乃至于 2050 年的减排目标,开发非碳能源是必不可

少的,除非放弃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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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摇 碳净排放量计算

虽然云南省的能源消费加快碳排放,但是云南省森林资源丰富,它的森林碳汇可以抵消一部分碳排放。
森林碳汇分为两部分,原有森林碳汇和新造林碳汇。 在这里分别对原有森林碳汇、新造林碳汇和森林碳汇总

量进行计算分析。
图 4 显示了原有森林、新造林以及森林整体的年碳汇量。 原有森林年碳汇量整体呈下降趋势,而新造林

年碳汇量先是逐渐上升至最高值,然后稳定一段时间后有缓慢下降,到 2050 年和原有森林的年碳汇量持平,
降至最低点。 容易看出,在 2006 年至 2027 年起始阶段原有森林碳汇是森林碳汇的主要构成。 但是原有森林

年碳汇量随时间逐年下降,而新造林年碳汇相反,因此在 2028 年,新造林年碳汇量为 7. 65 MtC,超过原有森林

年碳汇量 6. 91 MtC。
图 5 显示了原有森林、新造林以及森林整体的以 2005 年为起始点的累积碳汇量。 容易看出,2015 年之

前云南省森林累积碳汇主要以原有森林为主,而新造林的碳汇能力微乎其微。 但在 2015 年之后新造林在森

林累积碳汇中开始承担重要责任,2030 年之后原有森林的累积碳汇逐渐稳定。 到 2050 年原有森林累积碳汇

量增至 368. 53 MtC,新造林的累积碳汇量增至 216. 55 MtC。
从增长趋势上看,新造林有很大碳汇潜力,因此植树造林在未来云南省碳减排工作中将会做出巨大的贡

献,但是由于新造林有砍伐期,它的碳汇能力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从碳汇累计量上看,原有森林的碳能力仍

是森林碳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在抑或未来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植树造林可以增加森林碳汇;
而维护现有的生态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也是一定要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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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摇 Estimated annual Change of forest carbon sinks of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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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2005—2050 年云南省碳汇累积结果图

Fig. 5 摇 Estimated cumulative forest carbon sinks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05—2050

本文做出了能源消费和碳汇同时作用下的云南省碳净排放和人均碳净排放的排放趋势图,研究云南省

的排放与碳汇作用下的碳排放情况,以及基于人口规模下的人均排放量。
图 6 中加入森林碳汇的碳净排放量和碳排放量有着相同的趋势,仍然随时间先上升后下降。 综合上文

的结果说明云南省碳排放不会随着经济增长持续增加,会在政策环境下和特定阶段后发生变化,不再和经济

增长同步,而是略有降低,因此云南省的碳排放存在 EKC 曲线。 结果显示经森林碳汇调整后的碳排放量仍然

在 2035 年达到高峰,高峰值为 118. 89 MtC;森林碳汇作用在近几十年内能抵消一定量的碳排放。
图 7 显示,云南省的人均排放量和云南省碳排放总量有相同的趋势,也是先增加后减少,人均碳排放量

在 2031 年达到高峰,为 2. 408 tC /人,人均碳净排放量在 2035 年达到高峰,为 2. 186 tC /人。 据世界银行的报

告,2009 年世界人均碳排放量为 1. 17 tC /人,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为 1. 12 tC /人,而美国人均碳排放量为 5. 18
tC /人。 2009 年云南人均碳排放量为 1. 136 tC /人,略高于全国水平,远远低于美国人均碳排放量。 到 2020
年,朱永彬,王铮等[3]计算的全国人均碳净排放为 1. 4 tC /人,而云南省的人均碳净排放为 1. 69 tC /人,较全国

平均高出 0. 29 tC /人。 云南省的人均排放量和全国情况接近,因此研究云南省的碳排放问题对我国今后将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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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任务具体到各省份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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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摇 Estimated net carbon emissions of Yunnan Province by

adding carbon sinks during 2007—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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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摇 2007—2050 年云南省人均碳净排放量

Fig. 7 摇 Estimated per capita net carbon emissions of Yunnan

Province during 2007—2050

4摇 结论

本文将能源消费碳排放转化为最优化控制问题,基于动态最优化理论估算云南省的经济最优增长率,最
终预测未来到 2050 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 本文运用 CO2FIX 模型估算云南省未来到 2050 年的森林碳汇。 结

合以上工作,能计算在能源消费碳排放和森林碳汇同时作用下的云南省的碳净排放量。 通过模拟分析,本文

得出以下结论。
(1)回归出能源强度增长率为-0. 02,和朱永彬,王铮等[3] 计算的全国能源强度增长率-0. 0423 相差比

较大。 因此作为西部地区的省份之一,云南省的节能减排技术相对全国水平较为落后。
(2)能源结构预测结果显示,其中煤的百分比逐年下降,而石油、天然气和非碳能源以很小的幅度逐年

上升,其中非碳能源上升速度相对较快,能源结构在 2042 年达到稳定状态。
(3)云南省的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碳排放趋势图高峰时间都在 2035 年出现,高峰值分别为 148. 76 Mtoe

和 129. 71 MtC。 云南省的碳排净放,同样在 2035 年出现高峰,高峰值为 118. 89 MtC。 云南省的碳排放存在

EKC 曲线。
(4)数据表明,新造林有着巨大碳汇潜力,意味着云南的 CDM 项目在再造林方向的可行性,这对云南乃

至国家在碳交易市场中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 但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原始森林仍然是主要的碳汇源,保护

原有森林依然是碳减排工作的重要任务。
(5)在能源结构整个变动过程中,云南煤炭的所占百分比一直在 78%以上,而云南省的潜力能源水电确

维持在 10% ,不再上升。 但是假设在 2050 云南省的水电资源充分发挥效用,提高至 20% ,结果可以减少

12郾 34 MtC 的碳排放量。 这个数据高于云南省 2050 年的碳汇值 3. 24 MtC,低于碳汇峰值 16. 79 MtC,与 2008
年到 2050 年的碳汇平均值 12. 06 MtC 持平。 这说明,加强新能源的使用是实现碳减排的持久而有效的途径。

本文在计算碳净排放排放量过程中,只考虑了森林碳汇,没有考虑水泥的碳排放。 总的来讲,利用云南

省的天赋资源水电改善能源结构,发展旅游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植树造林,保护原有森林,都是云南省在未来

碳减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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