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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采用曲线回归分析方法，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预测；运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对城镇化过程的边际碳排放效应进行了测度；依据城镇化发

展趋势及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效应，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演进的碳增量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将分别达到 ５７．０２％，６４．４１％；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为 ０．０８０ 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城镇化进程引致的碳增量为 ２００．３万 ｔ，平均每年增加 ２２．２６万 ｔ，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引致的碳增量为 １０１．９７
万 ｔ，平均每年增加 １０．２０ 万 ｔ．研究结果可为安徽省政府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及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也可

为同类研究提供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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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演进意味着人口、工业、基础设施、交通的聚集，承载着人口及各类生产建设活动的增加，因而会

造成更多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１］ ． Ｙｏｒｋ［２］对 １４ 个欧盟国家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城镇化与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关系

研究表明，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变动的贡献较大，会导致碳排放增加；Ｌｉｄｄｌ和 Ｌｕｎｇ［３］运用 １７ 个发达国家的数

据，考察了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得出了城镇化对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Ｐｏｕｍａｎｙｖｏｎｇ Ｐ 和 Ｋａｎｅｋｏ
Ｓ［４］运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对 ９９个国家城镇化对能源利用及 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镇

化对 ＣＯ２ 排放在所有国家均显著，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Ｚａｒｚｏｓｏ和Ｍａｒｕｏｔｔｉ［５］运用 ８８个发展中国家

面板数据，验证了城市化与碳排放间契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林伯强等［６］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每变动

１个百分点，会引起 ＣＯ２ 排放总量 ０．２２个百分点的同向变动；孙辉煌［７］运用中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省级面

板数据，验证了城镇化对碳排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樊杰等［８］研究认为，城镇化导致的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提

高，是影响我国能源消费趋势及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许泱等［９］以 １９９５－２００８ 年中国 ３０ 个省市的面板数

据为基础，采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揭示了城镇化水平基数越低，城市化进程对碳

排放的影响越大，区域城市化演进速度越快，对碳排放影响越大的规律；王建增［１０］运用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分析了中国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有正向影响作用；杨晓军和陈

浩［１１］利用中国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索了城镇化对 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化与

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上述研究表明，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正向效应显著．
安徽省为生态建设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安徽省重要发展战略，未来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如何，



城镇化演进引起的碳增量有多少，将直接考验着安徽省生态省建设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献检索表明，
迄今为止，未有针对安徽省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前景研究的报道，鉴于此，拟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借助

ＳＰＳＳ软件，采用曲线回归分析方法，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进行探索．运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采用偏最

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对城镇化过程的边际碳排放效应进行测度，据此对城镇化演进的碳增量进行预测，可
为安徽省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及碳减排策略提供参考，有利于安徽省生态文明建设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战略实施，也可为同类研究提供方法借鉴．

１　 技术路线与方法

１．１　 技术路径

从碳源与碳汇两层面对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碳排放进行测算；借助 ＥＸＣＥＬ软件，通过作散点图，对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城镇化演进与碳排放间关联性进行定量分析；运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测度出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城

镇化对碳排放边际贡献；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演进趋势进行预测；依据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
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边际贡献及城镇化演进趋势，对安徽省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前景进行预测．

１．２　 碳排放量估算

碳排放包括人为碳排放和自然碳排放，此处仅考察人为因素产生的碳排放．能源消耗及农作物生产是主要

碳源，而林地和草地则是主要碳汇［１２］， 其中，能源消费碳排放可通过能源消耗的碳排放系数计算［１２－１４］，农作物

生产的碳排放量及林地和草地的碳吸收量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的碳排放及吸收系数计算［１２］，公式如下：

Ｃ ＝ ＣＥ － ＣＳ ＝
８

ｊ ＝ １
（Ｅ ｊ·ｅｆ ｊ） ＋ Ｓ１·δ１ － Ｓ２·δ２ － Ｓ３·δ３ （１）

　 　 式（１）中，Ｃ 表示碳排放总量；ＣＥ 表示碳源碳排放量；ＣＳ 表示碳汇碳吸收量；表示能源种类；Ｅ ｊ 表示 ｊ 种
能源消费量；ｅｆ ｊ表示 ｊ 种能源碳排放系数；Ｓ１，Ｓ２，Ｓ３ 分别表示耕地、林地、草地面积；δ１，δ２，δ３ 分别表示耕地、
林地、草地碳排放（吸收）系数．碳排放（吸收）系数如表 １．

表 １　 碳源（汇）排放（吸收）系数

类型 种类 碳排放系数 单位

碳源

原煤

焦炭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天然气

０．７５５ ９ ｔ Ｃ ／ ｔ

０．８５５ ０ ｔ Ｃ ／ ｔ

０．５８５ ７ ｔ Ｃ ／ ｔ

０．６１８ ５ ｔ Ｃ ／ ｔ

０．５５３ ８ ｔ Ｃ ／ ｔ

０．５７１ ４ ｔ Ｃ ／ ｔ

０．５９２ １ ｔ Ｃ ／ ｔ

０．４４８ ３ ｔ Ｃ ／ ｔ

碳汇

耕地

林地

草地

０．４２２ ｔ Ｃ ／ ｈｍ２·ａ
５．７７ ｔ Ｃ ／ ｈｍ２·ａ
０．０２２ ｔ Ｃ ／ ｈｍ２·ａ

注：① 能源碳排放系数来源于《２００６年 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② 耕地碳源排放系数、林地与草地碳汇系统来源文献［１３］ ．

１．３　 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测度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是定量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压力影响的一种有效方法［１５］，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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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ａＰｂＡｃＴｄε （２）
　 　 式（２）中，Ｉ，Ｐ，Ａ，Ｔ 分别表示环境压力、人口、富裕度和技术，ａ 是模型的系数， ｂ，ｃ，ｄ 为人口、富裕度、技
术对环境压力的弹性系数，ε 为模型误差．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在定量分析人文驱动因素对环境压力方面具有独特

优势，已在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６⁃１７］ ．借鉴 ＳＴＩＲＰＡＴ 分析模型，在式（２）中引入城镇化

因素，构建城镇化演进碳排放效应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扩展模型，表达式为

Ｃ ＝ ａＰｂＡｃＴｄＵｅε （３）
　 　 式（３）中， Ｕ 表示城镇化水平，ｅ 为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的弹性系数，富裕度 Ａ 以人均 ＧＤＰ 表征；技
术因素 Ｔ 以单位 ＧＤＰ 能耗表征，为了通过回归方法获取模型系数，对式（３）取自然对数，得

Ｌｎ Ｃ ＝ Ｋ ＋ ｂＬｎ Ｐ ＋ ｃＬｎ Ａ ＋ ｄＬｎ Ｔ ＋ ｅＬｎ Ｕ （４）
　 　 式（４）中，Ｋ＝Ｌｎ ａ＋Ｌｎ ε，ｂ，ｃ，ｄ，ｅ 可借助 ＳＰＳＳ软件，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获取．

１．４　 城镇化演进趋势测度

Ｎｏｒｔｈａｍ［１８］研究认为，城镇化过程契合“ Ｓ”型轨迹，可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对此进行刻画［１９］，其一般表达

式为［２０］

ｙ ＝ Ｋ
１ ＋ ｅａ－ｒｘ

（５）

　 　 式（５）中，ｙ 表示因变量，ａ 表示积分常数，ｒ 表示内禀增长率，Ｋ 表示上限容量，ｘ 为自变量．为了便于采

用回归方法获取参数，对式（５）进行变形，首先，对式（５）两边求倒数、移项并取对数可得

Ｌｎ ［ １
ｙ

－ １
Ｋ
］ ＝ － ｒ·ｘ ＋ Ｌｎ １

Ｋ
＋ ａ （６）

　 　 其次，令 Ｌｎ ｂ＝ －ｒ，Ｌｎ ｃ＝Ｌｎ １
Ｋ
＋ａ，可得

Ｌｎ ［ １
ｙ

－ １
Ｋ
］ ＝ Ｌｎ ｂ·ｘ ＋ Ｌｎ ｃ （７）

　 　 再次，对式（７）进一步简化可得

ｙ ＝ Ｋ
１ ＋ Ｋ·ｃ·ｅＬｎ ｂ·ｘ

（８）

　 　 式（８）中，ｙ，ｘ，Ｋ 表示意义同上；ｃ，ｂ 分别为模型回归所得常数、系数．以 Ｕｔ 表示 ｔ 时间城镇化水平，可将

式（８）表示为

Ｕｔ ＝
Ｋ

１ ＋ Ｋ·ｃ·ｅＬｎ ｂ·ｔ
（９）

　 　 式（９）中， Ｋ 为关键参数，Ｋ 值有多种估算方法，如自回归估算方法［１９］、最小二乘回归拟合方法［２０⁃２１］、拟
合优度最大估算法［２２］等．最优拟合优度方法，其机理是通过比较误差来确定最佳拟合模型，具有科学、严谨

特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２３⁃２４］，为此，研究采用此方法来估算城镇化水平饱和值．

１．５　 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效应预测

依据式（４）中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的边际贡献及式（９）中 Ｕｔ 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值，可预测出城镇

化演进对碳排放影响前景．

２　 数据来源与说明

鉴于数据获取的可靠性与完整性，选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安徽省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其中，能源消费数据来

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系列［２５］；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人口、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城镇化水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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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系列［２６］；草地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草地资源数据》 ［２７］ ．
能源消费界定为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

制品、天然气，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城镇化水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表征．ＧＤＰ 总

量采用不变价格进行调整，方法为实际指标＝当年指标×１００÷ＣＰＩ价格指数（以 １９９０年为 １０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碳排放与城镇化关联分析

以能源消费数据为基础，依据公式（１），可得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碳排放（图 １）．由图 １可知，安徽省碳排放

由 １９９５年的 ２ １８２．３９万 ｔ增至 ２０１１年的 １０ １２０．２０万 ｔ，呈持续增长态势，年平均增幅为１０．０６％．进一步分析图 １
可知，２００６年前，碳排放增幅较小，年平均增幅为 ８．５％，２００６年以来，增幅较大，年平均增幅为 １３．７４％．究其原

因，同安徽省经济发展状况有关．２００６年前，安徽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较大，
能源消费量相对较少．２００６年以来，安徽省以中部崛起战略为契机，不断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工业成为经

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带动了能源消费的不断攀升，致使碳排放量增幅明显．
以图 １中碳排放及城镇化率数据为基础，借助 ＥＸＣＥＬ 软件，可构建安徽省碳排放与城镇化率散点（图

２），通过添加趋势线选择多项式回归类型，可得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１ ７．由此表明，研究时段内，安徽省城镇化进

程与碳排放间呈高关联度，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正向效应显著．

图 １　 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城镇化与碳排放动态变化

图 ２　 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散点图

３．２　 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边际影响测度

３．２．１　 自变量间主成分分析

为了消除碳排放影响因素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及异方差，将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人口（Ｐ）、人均 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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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单位 ＧＤＰ 能耗（Ｔ）、城镇化率（Ｕ）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输入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中进行主成分分析，所得结果

如表 ２，３．
表 ２　 主成分分析所得解释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 累积 ／ ％ 合计 方差的 ／ ％ 累积 ／ ％ 合计 方差的 ／ ％ 累积 ／ ％

１ ３．９２６ ９８．１５１ ９８．１５１ ３．９２６ ９８．１５１ ９８．１５１ ２．０９３ ５２．３１８ ５２．３１８

２ ０．０６６ １．６６２ ９９．８１３ ０．０６６ １．６６２ ９９．８１３ １．９００ ４７．４９６ ９９．８１３

３ ０．００６ ０．１４０ ９９．９５３

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７ １００．０００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表 ３　 主成分分析所得得分系数

变量 主成份 １ 主成份 ２

Ｌｎ Ｐ －０．３５８ ０．７４５

Ｌｎ Ａ １．５０２ －１．２１２

Ｌｎ Ｔ －１．３３６ １．０３７

Ｌｎ Ｕ －１．７６４ ２．２１８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法：具有 Ｋａｉｓｅｒ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由表 ２可知，对 Ｌｎ Ｐ，Ｌｎ Ａ，Ｌｎ Ｔ，Ｌｎ Ｕ 进行分析与筛选后，可提取 ２ 个主成分（即综合变量），以 Ｆ１，Ｆ２
表示，两个综合变量可解释原变量的 ９９．８１３％，由表 ３可得综合变量 Ｆ１，Ｆ２ 与原变量间的关系

Ｆ１ ＝ － ０．３５８Ｌｎ Ｐ ＋ １．５０２Ｌｎ Ａ － １．３３６Ｌｎ Ｔ － １．７６４Ｌｎ Ｕ （１０）
Ｆ２ ＝ ０．７４５Ｌｎ Ｐ － １．２１２Ｌｎ Ａ ＋ １．０３７Ｌｎ Ｔ ＋ ２．２１８Ｌｎ Ｕ （１１）

３．２．２　 综合变量与碳排放 ＯＬＳ分析

依据式（１０）、（１１），可构建 Ｆ１，Ｆ２ 时间序列数据，将 Ｌｎ Ｃ 作被解释变量，Ｆ１，Ｆ２ 作解释变量，输入 ＳＰＳＳ１７．０

中，采用两阶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分析所得 Ｒ２ 为 ０．９８５，Ｆ 检验的 Ｓｉｇ值为 ０．０００，表明模型拟合非常

好，所得系数如表 ４．
表 ４　 模型系数

未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常数） ８．３７１ ０．０１６ ５３２．２２４ ０．０００

Ｆ１ ０．３７２ ０．０１６ ０．７４１ ２２．９５１ ０．０００

Ｆ２ ０．３３２ ０．０１６ ０．６６１ ２０．４６３ ０．０００

由表 ４模型回归系数，可得被解释变量（Ｌｎ Ｃ）与解释变量（Ｆ１，Ｆ２）关系式

Ｌｎ Ｃ ＝ ８．３７１（５３２．２２４） ＋ ０．３７２Ｆ１（２２．９５１） ＋ ０．３３２Ｆ２（２０．４６３） （１２）
　 　 式（１２）中回归系数下的括号内为 ｔ 统计值，将式（１０）（１１）代入式（１２）可得

Ｌｎ Ｃ ＝ ８．３７１ ＋ ０．１１４ ２Ｌｎ Ｐ ＋ ０．１５６ ４Ｌｎ Ａ － ０．１５２ ７Ｌｎ Ｔ ＋ ０．０８０ ２Ｌｎ Ｕ （１３）
　 　 将式（１３）进行指数形式转换，可得

Ｃ ＝ ４ ３１９．９５３ ９ Ｐ０．１１４ ２Ａ０．１５６ ４Ｔ －０．１５２ ７Ｕ０．０８０ ２ε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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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１４）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安徽省人口、人均 ＧＤＰ、单位 ＧＤＰ 能耗、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

分别为 ０．１１４ ２，０．１５６ ４，－０．１５２ ７，０．０８０ ２，表示当人口每增加 １％，碳排放量将增加 ０．１１４ ２％；人均 ＧＤＰ 每

增加 １％，碳排放量将增加 ０．１５６ ４％；单位 ＧＤＰ 能耗每下降 １％时，碳排放量将减少 ０．１５２ ７％；城镇化水平每

提升 １％时，碳排放量将增加 ０．０８０ ２％．由此表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是导致安徽省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城镇化演进的碳排放增量效应显著，而单位 ＧＤＰ 能耗下降则有利于碳减排．

３．３　 城镇化演进趋势预测

将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城镇化水平时序数据输入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中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曲线拟合，经多次对上

限进行不同赋值，结果显示：当 Ｋ 值为 ７０％时，所得拟合优度 Ｒ２ 最大（０．９９５），由此表明，７０％为安徽省城镇

化发展水平上限．
以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２年城镇化率作因变量，时间作自变量（设 １９９５年为 １），以 ７０％作城镇化上限容量，

运用 ＳＰＳＳ软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回归方法进行拟合，所得模型的 Ｒ２ 为 ０．９９５，Ｆ 检验的 Ｓｉｇ 值为 ０．０００，表明模型

拟合非常好，所得拟合图如图 ３，模型回归系数如表 ５．

图 ３　 安徽省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城镇化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回归拟合图

表 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回归系数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 Ｂｅｔａ
ｔ Ｓｉｇ

ｂ ０．９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３６９ ５８３．３１１ ０．０００

ａ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 ５３．８８９ ０．０００

表 ５表明，模型回归常数项为 ０．０４，系数为 ０．９０８，将其代入式（９）可得安徽省城镇化演进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

Ｕｔ ＝
７０

１ ＋ ２．８ ｅｌｎ ０．９０８·ｔ
（１５）

　 　 依据式（１５），时间变量 ｔ 分别取 １８⁃３５（设 １９９５ 年＝ １），可对安徽省 ２０１２－２０３０ 年城镇化发展趋势进行

预测，结果如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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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安徽省城镇化水平演进趋势预测

３．４　 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增量效应预测

依据式（１４）中城镇化演进对碳排放的边际贡献及图 ４中城镇化发展趋势，可对安徽省城镇化演进的碳

排放增量进行预测，所得结果如表 ６．
表 ６　 安徽省城镇化演进的碳增量预测值

年份
城镇化水平

预测值 ／ ％

城镇化水平

净增 ／ ％

城镇化水平

增幅 ／ ％

城镇化演进的

碳增量 ／万 ｔ

２０１２ ４６．５ １．７ ３．７９４６ ３０．８０

２０１３ ４８．３６ １．８６ ４．０００ ０ ３２．５６

２０１４ ４９．７８ １．４２ ２．９３６ ３ ２３．９８

２０１５ ５１．１３ １．３５ ２．７１１ ９ ２２．２０

２０１６ ５２．４３ １．３ ２．５４２ ５ ２０．８６

２０１７ ５３．６７ １．２４ ２．３６５ １ １９．４４

２０１８ ５４．８５ １．１８ ２．１９８ ６ １８．１１

２０１９ ５５．９６ １．１１ ２．０２３ ７ １６．７０

２０２０ ５７．０２ １．０６ １．８９４ ２ １５．６５

２０２１ ５８．０１ ０．９９ １．７３６ ２ １４．３７

２０２２ ５８．９４ ０．９３ １．６０３ ２ １３．２９

２０２３ ５９．８０ ０．８６ １．４５９ １ １２．１１

２０２４ ６０．６２ ０．８２ １．３７１ ２ １１．３９

２０２５ ６１．３７ ０．７５ １．２３７ ２ １０．２９

２０２６ ６２．０８ ０．７１ １．１５６ ９ ９．６３

２０２７ ６２．７３ ０．６５ １．０４７ ０ ８．７３

２０２８ ６３．３４ ０．６１ ０．９７２ ４ ８．１１

２０２９ ６３．９０ ０．５６ ０．８８４ １ ７．３８

２０３０ ６４．４１ ０．５１ ０．７９８ １ ６．６７

由表 ６可知， ２０１２－２０３０年，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引致的碳增量为 ３０２．２７万 ｔ ，年均增长 １５．９１万 ｔ ．其中，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碳增量为 ２００．３万 ｔ，平均每年增加 ２２．２６万 ｔ；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碳增量为 １０１．９７万 ｔ，平均每年

增加 １０．２０万 ｔ，由此表明，安徽省城镇化演进具有显著的碳增量效应，但增量效应呈递减趋势，２０２０年前，城
镇化演进的碳增量效应明显，２０２０年后，增量效应将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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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建议

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运用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对城镇化演进的边

际碳排放效应进行了测度，依据城镇化发展趋势及城镇化演进的边际碳效应贡献，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演

进的碳增量进行了测算，得出主要结论：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将分别提升至 ５７．０２％，６４．４１％；安
徽省城镇化进程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边际弹性系数为 ０．０８０ ２；安徽省未来城镇化演进具有显

著的碳增量效应，该增量效应呈减缓态势，２０２０年前，城镇化演进的碳增量效应明显，２０２０年后，增量效应将

趋缓．
鉴于安徽省未来城镇化演进碳增量效应显著，提出政策建议．以低碳城镇化理念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未

来城镇化建设中，加快经济结构向能源节约型和集约型转变，优先发展低耗能、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及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城镇化演进中，积极淘汰高耗能落后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努力提高能源利用

率；在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建设及振兴皖北发展战略中，严格执行国家环保、节能政策及环境保护

基本法律制度，对引进项目严把“环评”、“节能”闸门，提高承接产业的节能准入门槛；以建设生态安徽、美丽

安徽为目标，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天然气使用比例，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生物质能源、沼气等清洁新

能源．
采用组合模型，对安徽省未来城镇化演进的碳增量效应进行了测度，揭示了城镇化演进具有呈正向碳

效应规律，所得结果与林伯强等［６］、孙辉煌［７］、王建增［１０］、杨晓军和陈浩［１１］一致．同时，也揭示了随着城镇化

水平提升，碳增量效应呈减缓态势的规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产品结构会得到更合理的调整，科技进

步会带来发展模式的变革，各种配置会得到进一步优化，资源也会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从而降低了单位经济

能源的消费量．同时，城市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政策导向的低碳消费模式改变，也会降低人均能源消费量，
因而，使城镇化演进的碳增量效应呈减缓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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