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摘  要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全球气

候变暖、环境污染，能源消耗殆尽等问题逐渐显现并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在此情

形下，寻求一种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共

同愿望。 

中国是世界上 大的发展中国家，且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外商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其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通过某种途径对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一现象引起了广

大专家的关注，学者们对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本文将通过对 1997~2007 年的外资、环境及能耗方面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

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和结构如何对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产生影响。以此来说明，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量上对低碳经济发展有影响，其投放的行业结构对低碳经济的

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进而对于如何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几

点建议。 

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

意义，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综述，说明本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第二部

分：理论基础。该部分主要阐述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即可持续发展理论和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和能源消耗的影响，其中较为著名的“污染天堂假说”。第三

部分：我国高碳经济发展现状。这部分主要从我国的能源消耗状况、我国的主要污

染物排放状况和我国为发展低碳经济制定的政策法规三个方面说明了我国低碳经

济发展的现状。第四部分：外商直接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五部分：外商

直接投资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协整检

验等方法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及能源消耗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六

部分：我国优化外资利用的政策建议。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对我国外商直接

投资的运用提出了四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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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has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ever, Green house effe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ergy depletion and other 
problems emerged gradually in a booming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which draw people’s 
attention . To find a way in which we can produce and live with les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 less consumption of energy has become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but it also caus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some way , a majority of experts began to study this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take stastics in foreign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dating from 1997 to 2007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o test how the amount and 
struc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energy. So we can drew such an conclussion that not only the amou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n impact on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structure of it shouldn’t be ignored.Then ,this article give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make a better structure of FDI ,so that it will play an good role on low-carbon economy.  
    This paper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Part I: Introduction. This part describes f 
the backgr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me.Domestic and foreign articles is also 
briefly reviewed and the innovation and inadequation of this paper is stated. Part II: 
Theoretical basis. This part mainly elaborat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low carbon 
economy.Namely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of which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is 
more well-known .Part III: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high-carbon economy. This part 
elaborate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ina, the waste emissions of China and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hich is made to develop the low-carbon economy. Part IV: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Part V : Empirical Analysis of  
low carbon economy in China. In this paper, methods such as Granger causality test and 
cointegration test are used to test how FDI affects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 PartVI: Suggestions on how to Optimize structure of FDI.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four pieces of suggestions are given in this chapter.  
 
 

Key words: low carbon econom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erg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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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0.1 论文的背景及意义 

0.1.1 论文的选题背景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享受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极大

的物质丰富，然而与此同时，资源消耗量迅猛增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在逐年增

加，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环境污染加剧，酸雨，河流污染等问题频繁出现，各

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人民开始寻求一种低排放、低污染

而又高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下，低碳经济概念被提到议事日程。2003 年英国前首相

布莱尔，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文中指出低

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是创

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自此低碳经济被提了出来。英

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对低碳经济有这样的表述：低碳经济是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

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

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

进整个社会经济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排放的模式转型，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① 

低碳经济具有涉及领域广、影响程度深和全球性等特点。低碳经济不只是经济

领域的事，它还关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等方方面面，它将改变人们以

往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而且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具有全球共享的特性。 

低碳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再到哥本哈根气

候变化大会的主要过程。1992 年 5 月，为遏制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在美国纽约通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 年 12 月，《框架公约》缔约方在日本通过《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 2008-2012 年

4 年时间内，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 5.2%。2007 年 12 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 2020
                                                        
①
 转引自,雷仲敏.低碳背景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战略转型.青岛市人大常委

会.http://rdcwh.qingdao.gov.cn/n8146584/n8152636/n8153740/13429853.html,2010.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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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由 25%减少到 40%。2008 年 7 月，在 G8 峰会上，八国

领导人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缔约方一起，努力争取

实现 2050 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50%的长期目标。 

低碳经济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以高碳、高污染为特征的工业

革命致使一些国家获得较快发展，然而，与之相伴的是碳基能源被大量消耗，世界

上可利用的一次能源逐渐减少，环境污染加剧。低碳经济可以说是继农业革命和工

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它符合人类共同利益，满足人们对于良好环境的需要和

节约能源的愿望。这势必会掀起以低碳高发展为目标、以新能源生态技术为核心的

新一轮的革命，那么在这次革命中也会像工业革命一样产生一些发展的好时机，如

能争取在这一轮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未来一定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这轮革

命中的强国。世界各国都争先发展低碳经济欲抢占这个发展的有利时机。 

0.1.2 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低污染、低能耗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外商直接投

资是国际和地区之间资金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对东道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其与

东道国的环境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引起了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一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的治理水

平；另一方面，国际上的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

家，使其成为污染避难所。①国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进行了相

对深入的研究，而我国的研究尚显薄弱，低碳经济的研究大多停留对中国低碳经济

发展现状的描述性、介绍性的研究阶段，缺乏实证的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目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重工业化特征显著，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严重。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在飞速上升，环境日益恶化，能

源消耗量激增。从 1978 年到 1989 年，我国的碳排放年均增长率达 5.61%。1990 年

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 11%，居世界第三，1990~2001 年，二氧化碳

排放量净增 8.23 亿 t，占同期世界增加量的 27%。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

世界第二位。预计 202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 2000 年增加 1.32 倍，到 2025 年前

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 1 位。②1990 年我国的能

                                                        
①戴丽珠,马丽,刘卫东.FDI 对地区环境影响的研究进展评述[J].地球科学进展,2008(1):57-62. 
② 庄贵阳.热点透视-绿色 GDP 和循环经济[J].世界知识,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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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耗总量是 98703 万吨标准煤，到 2007 年已达 265583 万吨标准煤，增长了近 1.7

倍。这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得来的。外

商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它也是这种污染行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1995 年外资

企业在污染密集型企业中的占比高达 30%，2005 年外商投资用于污染型产业的工业

产值占三资企业的 34.79%。目前，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等高污染、

高能耗的重工行业正逐渐向我国转移，我国正在成为这类行业的制造中心。这种经

济发展态势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较多的能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在低碳的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既要保证经济

的高速增长又要兼顾环境问题。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

因素，其投放于哪些行业、结构是否合理将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本

文将运用实证的方法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结构两个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对于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并对于如何合理使用外资提出建议。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能更好的了解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对于制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外商直

接投资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0.2 国内外理论述评 

国内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环境影响的理论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关于外商直

接投资与能源消耗的理论研究还略显不足。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污染的理论主

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环境有不利影响。这

一理论的学说主要有“污染避难所假说”。该理论认为由于各国实行的环境标准的

不同,导致了各国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也是有差异的。这种环境成本差异就会使

得环境敏感型企业（多是污染密集性的企业）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生

产。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具有较低的环境标准,这就使其成为世界上污染密集型行

业投资的首选，进而也成为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避难所。这一理论的代表学者主要有

Walter and Ugelow（1979），Ulph（1999）, Markusen（1999），Cropper and Oates

（1992）等。第二种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并没有显著的负面效应，相反，

其相对于内资来讲更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说主要有:“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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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理论。波特假说的支持者们认为：有效的环境政策将刺激企

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短期来讲,企业的成本会因为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而有

所提高,企业也会因此失去一定的竞争力。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会因环境的压力进行

环境投资改造，与此同时,企业也会进行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投资、改造和创新，进

而使企业竞争力获得根本的提升。这一理论的代表学者有 Jaffe（1995），Porter

和 Van der Linde（1991）等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描述的是随着经济增长

和人均收入的提高,长期内一国的环境污染将会降低，环境质量终将得到改善。该

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和人均收入之间是一种倒 U 型的关系，在人均收入

较低时，环境质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变差，而在人均收入较高时，环境质量则会

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变好。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主要有Grossman和Krueger（1993,1995）

等。
①
 

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FDI 对环境的影响方面，主

要是从全国范围内和区域范围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

了实证研究。陈凌佳通过对我国 112 座主要城市的研究,沙文兵、石涛通过计量经

济模型对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了研究,两篇文章的研究

结果都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环境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并且进一步得出负面效

应在区域分布上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这一特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夏友富主要从行业层面对外商投资于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

他认为外商通过直接投资的渠道向中国转移污染密集型行业是客观存在的,对中国

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并且他给出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划分标准。 

0.3 本文的结构安排及创新点 

0.3.1 本文的结构安排 

本文先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综述，

说明本文的结构安排和创新点。继而叙述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即可持续发

展理论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和能源消耗的影响。然后分析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

状，主要从我国的能源消耗状况、我国的主要污染物排放状况和我国为发展低碳经

济制定的政策法规三个方面说明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

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通过对 1997~2007 年的外资、环境及能耗方面的数据

                                                        
① 汪婧.四川省 FDI 与环境污染问题初探[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8(10):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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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和结构如何对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产生影

响。以此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量上对低碳经济发展有影响，其投放的行业

结构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进而对于如何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低碳

经济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0.3.2 本文的创新点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广大学者已经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分析，各国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然而对于低碳经

济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性和介绍性的阶段。基于这种情况，本文对于外商直接投

资与低碳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大多数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是通过

外资使用量的研究来得出结论，本文认为外资的行业结构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样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实证的

研究了 FDI 与我国能源消耗量之间的关系；第二、本文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的

变量，研究了其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能源消耗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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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基础 

    外商直接投资与低碳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实质是，经济与环境和能源之间

关系的问题。 

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过去，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这使得自然资源被过度消耗，环境污

染加剧，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过去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的合理性。 

1972 年以美国生态经济学家 D．H.Meadows 为代表的 17 人研究小组发表了罗

马俱乐部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的核心思想是主

张人类社会要想避免这种衰退就必须自觉抑制增长，从经典的经济增长转向“全球

均衡”，这一理论也被称为“零增长”理论。这篇报告从资源利用的角度论证了传

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下去，资源将被耗尽，

人类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停滞状态。社会各界对该报告反响强烈，人们开始反思传统

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1974 年，第二篇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上》被提了出来。

它强调用经济、技术、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相互协调的有机增长来代替传统的机械

增长，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时候，联合国也开始思索发展与资源

环境的关系问题，1972 年 6 月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上提醒各国政府注意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并达成共识：经济发展要继续下去，人类环境也必须加以保证，

并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环境保护部门的创立。 

1980 年，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首次被提出。之后，《保

护地球》、《我们共同的未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个概念 重要之处是将

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当作人类发展的目标和人类行为的准则。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1992 年联合国在

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大会，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的主题，由此

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式形成。 

虽然可持续发展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定义，但由于专业背景不同，利益关系差异

等因素，人们给予了可持续发展多重含义。从经济学的角度，可持续发展具有如下

的定义，1992 年世界银行在发展报告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成本效益比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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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分析的基础上的发展的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增加和可持续

发展水平的提高。”① 

可持续经济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关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

定义有：杨文进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程》中将可持续经济发展定义为：在一定

资源基础上取得尽可能多的当代人的经济福利的同时，能保证后代人的经济福利不

小于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福利水平；或者在一定资源基础上，取得尽可能大的当前

收入，并能保证以后的收入不减少且能持续增长。 

可持续经济发展是一个新的概念，在资源和环境状况已不允许人们以传统的经

济发展方式继续发展下去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各界人士的普

遍认同。之所以提出可持续发展经济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面临着瓶颈。

第一，资源的供给满足不了资源的消耗速度。目前，人类所使用的资源有 97%是不

可再生能源，人类对矿物能源的消耗一直呈指数增长，如果以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

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使用方式继续发展下去，这些能源将会很快枯竭。据 50 个国

家的统计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能耗呈正相关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

于 1000 美元时，人均能耗在 1500 千克标煤以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4000 美元

时，人均能耗在 10000 千克标煤以上。有资料表明，除了煤炭资源按目前的开采量

可以维持 288 年外，其他大部分资源将在近几十年内枯竭。第二，生态环境恶化。

人类大肆掠夺资源，致使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物种灭绝，大量排放的污染物导致气

候变暖，海平面上升。 

可持续发展是各种因素协调作用的结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由多因素组成并

由多环节共同实现的，只有这些方面的性质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要求，且他们之

间相互协调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于资源利用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经

济学有如下观点：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是要提高

资源的丰度，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等手段来完成，用丰富的资源取代稀缺的资源，尽

量扩大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第三、应改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节约资源，提倡使

用和生产低能耗产品，可以在产品的外包装上标明产品的能耗量，以提醒消费者节

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本，

保护好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多样性做到生态资本的不断增值，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条件。 

                                                        
① 杨文进.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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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国内外的学者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其一是研究外商直接

投资形成的原因。其二是研究 FDI 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的理论一直以来都是广大学者研究的重点，并且取得

了较大的成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该

理论认为由于外部市场的不完全，跨国企业若实现集中经营则可以使其他企业难以

进入市场，从而形成一定的垄断进而获得垄断利润。维农将营销学的产品生命周期

理论运用于解释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

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开始并依次进行。英国里丁大学学者

巴克利提出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跨国公司

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本来应在外部市场交易的业务转变为在公司所属企业之

间进行，形成内部市场，以此来克服外部市场的某些失灵及垄断势力的存在所导致

的企业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在综合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

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企业要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应具备三个优势即厂商优

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缺一不可。 

FDI 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关于外资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中以“双缺口”模型的影响

大。由于发展中东道国在经济发展中普遍面临着投资约束和外汇约束，两个缺口通

常不相等，因而需要外部资源来填补这两个缺口，以实现平衡。外援通过解决这些

约素，可以使东道国更充分地利用国内资源，如技能、储蓄与外汇等可通过增加使

用不需要现在支付代价的外部资源而暂时得到放松，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利用国内资

源，使得总产出的增长可以大大地高于 受限制的国内要素的增长率所允许的产出

增长。② 

外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分两方面：即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这些正面效应主要表

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增加产出、提高工资、增加就业、增加出口、增加税收收入、

实现规模经济、为东道国提供技术、技能和新科技、削弱国内的垄断势力。负面效

应主要表现可能有东道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国内储蓄的减少、国内投资的减少、国

际收支与汇率的不稳定性对国内政策控制的丧失、失业的增加、当地垄断的形成。 

                                                        
① 刘宏武.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09(4):113-114. 
② 韩刚.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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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短期的污染庇护所假说和长期

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1.3.1 污染庇护所假说 

“污染避难所假说”是 FDI 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较为著名的理论， 初是由

Copeland 和 Taylor 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

环境规制较为宽松，发达国家的环境管制较为严格，这样就使得污染密集型行业在

发达国家有较高的环境成本，所以跨国公司出于利润 大化的考虑，将污染密集型

行业投向了环境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资本也随之投向了发展中国家，而实际上

发展中国家成为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避难所。 

1.3.2 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1955 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人均 GNP 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呈“倒 U 型”变化，通

常被称为库兹涅茨倒 U型曲线。 早就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展开研究的是经济学

家 Grossman 和 Krueger（1991），他们把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分解为规模效

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个方面，从而建立了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理论分析的基

本框架。1994 年 OECD 组织将国际贸易的环境效应界定为产品效应、 技术效应、

结构效应与规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 Grossman 和 Krueger 的理论。① 

 

 

 

 

 

                                                        
① 李怀政.国际贸易与环境问题溯源及其研究进展[J].国际贸易问题,2009(4):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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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的高碳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作为世界上 大的发展中国家，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迅猛，至 2010 年，国

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 397983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 GDP 同步发展的是

CO2 的排放量、污染物的排放量及能源的消耗量。2006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CO2 排放国。因此，虽然中国不在《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减排的国家行列之

内，但是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而且发展低碳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环

境、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形象的大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

中的大国，势必要顺应这一趋势。弄清楚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

的阶段，有利于更好的发展低碳经济，本章将着重阐述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2.1 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 

2010 年西南几省干旱，甘肃省发生泥石流，北方等几个主要粮食产区遭遇洪涝

灾害，2009 年重庆遭遇了大旱。近些年来，我国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

化、地质灾害频发，各种环境问题频繁出现。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冻

土层减薄。时常遭受干旱、洪涝等灾害，河流发生断流，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生

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这一切与污染物的排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章将

这种介绍我国的污染物的排放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两个方面介绍我国环境污染的状

况。 

2.1.1 中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状况 

    本节选取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作为工业

污染指标，从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排放强度两个方面介绍我国环境污染的状况。 

2.1.1.1 中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 

本文选取了 1990-2007 年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数据，由图 2-1 我们可以看出

从1990到 2007年这 18年之间，我国工业废水的的排放量在1996年以前一直在250

亿吨以上，在 1991-1995 年这 5年的时间内更是高达 350 亿吨以上。1996 年以后这

一数值下降到了 200 亿吨，并且一直到 2007 年，一直维持在 200 亿吨-250 亿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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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虽略有上升但幅度不大。从总体上讲，我国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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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1990-2007 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2009。. 

从图 2-2 我们很明显地发现，18 年间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量总体上是呈上升趋

势的。由 1990 年的 10000 亿标立米以下，上升至 2007 年的接近 40000 亿标立米，

增长了近 3倍。尤其是 1999 年以后废气的排放速度显著上升。而废气的排放是造

成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我国工业废气总量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对

全球的气候变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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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1990-2007 年我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2009。. 

 

从图 2-3 我们分析工业固体废弃物的而排放量具有如下特征，总体来讲工业固

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不是很稳定。自 1990 年开始至 1998 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呈现

出总体下降的趋势，由 5000 万吨下降到了 2000 万吨左右， 低时更是达到了 1000

万吨。然而这种趋势并没能长期的维持下去，1999 年排放量猛然上升至 70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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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后的几年，一直都保持下降的势头，到 2007 年这一数值已接近 1000 万吨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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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1990-2007 年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总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2009。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废水排放量较为稳定，且

近些年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我国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不是很稳定但近

几年呈下降的趋势。而对大气污染造成巨大影响的我国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则出现

了较快的增长势头。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能源消费结构

有着重大的关系。本文将在以后的章节着重分析。 

2.1.1.2 中国的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本文列举了 2001~2007 年 8 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反应的是

每万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带来的污染物的排放量，即单位 GDP 的主要污染物的排

放强度主要用于简单的说明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 

从表 2-1 我们可以看出，7 年间总体上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都是逐年减少的。

其中废水的排放强度由 39.07 吨/万元 GDP 下降到了 22.14 吨/万元 GDP；化学需氧

量由 0.01282吨/万元GDP下降到了 0.0055吨/万元GDP；氨氮由 0.0011吨/万元GDP

下降到了 0.0005 吨/万元 GDP；工业固体废弃物由 0.0264 吨/万元 GDP 下降到了

0.0048 吨/万元 GDP；二氧化硫由 0.0178 吨/万元 GDP 下降到了 0.0098 吨/万元 GDP；

烟尘由 0.0097 吨/万元 GDP 下降到了 0.0039 吨/万元 GDP；工业粉尘由 0.009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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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GDP 下降到了 0.0028 吨/万元 GDP；氮氧化物虽然只有两年的数据，但是 2007

年还是较 2006 年的强度有所下降。 

 

表 2-1 2001-2007 年的污染物排放强度（单位：吨/万元 GDP） 

 废水 化学需氧

量 

氨氮 工业固体废

物 

二氧化

硫 

烟尘 工业粉

尘 

氮氧化物 

2001 39.07 0.0128 0.0011 0.0264 0.0178 0.0097 0.0090 --- 

2002 36.52 0.0114 0.0011 0.0219 0.0160 0.0084 0.0078 --- 

2003 33.87 0.0098 0.0010 0.0143 0.0159 0.0077 0.0075 ---- 

2004 30.17 0.0084 0.0008 0.0110 0.0141 0.0068 0.0057 ---- 

2005 28.77 0.0078 0.0008 0.0091 0.0140 0.0065 0.0050 ---- 

2006 25.46 0.0068 0.0007 0.0062 0.0123 0.0052 0.0038 0.0089

2007 22.14 0.0055 0.0005 0.0048 0.0098 0.0039 0.0028 0.0065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年鉴》（2002-2009），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2009 年出版。其中

2001-2005 年氮氧化物的数据缺失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几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强度都是有所下降的，

这种整体下降的趋势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中国的 GDP 增长的清洁程度

有所提高了，同以前相比较，创造同样的 GDP 所带来的污染物的排放量少了。 

2.1.2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状况 

二氧化碳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因素，1970~1990 年，我国 CO2 排放年均增长

率 0.2%，这一数值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从 1990~2004 年，我国 CO2 排放年

均增长率是 4.8%，同期世界 CO2 排放年均增长率是-3.1%。1990 年，我国 CO2 的

排放总量 2398.2 百万吨，占世界 CO2 排放总量的 10.6%。2004 年该数值达 5005.7

百万吨，占世界 CO2 排放总量的 17.3%。这说明 1990 年以后，我国的 CO2 排放量

的年均增速远高于世界的水平，我国占世界 CO2 排放总量的比重上升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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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中国及世界二氧化碳排放现状比较 

 中国 世界 

年份 CO2 排放总量

（百万吨） 

人均 CO2 排

放量（吨） 

CO2 排放年均

增长率（%） 

CO2 排放总量

（百万吨） 

人均 CO2 排

放量（吨） 

CO2 排放年均增

长率（%） 

1990 2398.2 2.1 0.2（1970~1990） 22695.9 4.3 3.3（1970~1990）

2004 5005.7 3.9 4.8 28974.3 4.5 -3.1（1990~2004）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年出版。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近些年来，无论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还是增速都是增

加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我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和我国能源消费结构有着

至关紧密的联系。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源以支撑

其发展，而我国的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的碳基能源结构，这必然会导致在生产

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此情况下，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

率将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环境保护做出巨大贡献。 

2.2 中国的能源消耗状况 

发展低碳经济的本质就是节能、减排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我国目前正处于

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对能源的需求量巨大。而当今世界的能源储量已不再容许

我们以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方式继续发展下去。研究我国的能源需求结构和目前我

国能源的使用效率，对于有效引进外资、合理使用资源及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都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 

2.2.1 我国的能源消耗量及构成 

从表 2-3 我们不难发现，从 1990 年至 2007 年，我国的能源消耗量总体上是逐

年增加的，1996 年到 1998 年期间消耗量略有下降，1998 年后又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再看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从表中一目了然，煤炭消费量在能源消费量中占据绝对高

的比重，一直在 66%以上，2002 年达到历史 低水平，但也高达 66.3%，但总体上

煤炭的消费量是呈下降的趋势的。位于第二位的是石油，石油的消费比重 低时占

16.6%， 高时达 23.4%，总体上较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水电、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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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的占能源总消费量的比重有轻微增加。总的来讲，从 1990 年至今，我国能源

消费结构总体稳定，以煤炭消费为主，石油消费为辅，天然气和风电、水电、核电

加起来也只占到 7%左右。 

表 2-3 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   能源消费总

量（万吨标

准煤）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水电、核电、

风电  

1990 98703 76.2 16.6 2.1 5.1 

1991 103783 76.1 17.1 2.0 4.8 

1992 109170 75.7 17.5 1.9 4.9 

1993 115993 74.7 18.2 1.9 5.2 

1994 122737 75.0 17.4 1.9 5.7 

1995 131176 74.6 17.5 1.8 6.1 

1996 138948 74.7 18.0 1.8 5.5 

1997 137798 71.7 20.4 1.7 6.2 

1998 132214 69.6 21.5 2.2 6.7 

1999 133831 69.1 22.6 2.1 6.2 

2000 138553 67.8 23.2 2.4 6.7 

2001 143199 66.7 22.9 2.6 7.9 

2002 151797 66.3 23.4 2.6 7.7 

2003 174990 68.4 22.2 2.6 6.8 

2004 203227 68.0 22.3 2.6 7.1 

2005 224682 69.1 21.0 2.8 7.1 

2006 246270 69.4 20.4 3.0 7.2 

2007 265583 69.5 19.7 3.5 7.3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年。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近些年来我国的能源消费量总体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

势，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而我国富煤、少油、贫气的能源贮存状况又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我国的这种以煤炭为主的消费结构，决

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以 CO2 的大量排放为代价。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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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这种能源消费结构是一定要改的。我国应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提高煤炭等能

源的使用效率，而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清洁能源的使用量是在逐年增加的，但是其

占比仍然较低，因此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2.2 我国能源使用效率 

单位 GDP 能耗是反映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一次能源供

应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是一个能源利用效率指标。该指标说明一个

国家经济活动中对能源的利用程度，反映经济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变化。 

由表 2-4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从横向看，2003 年以后我国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量是逐年下降的，尤其是到 2007 年每万元 GDP 只用了 0.94

吨标准煤，下降到了 1 吨标准煤以下。在三大产业中，工业产业可以说是能耗

高的产业，本文计算了单位工业产业增加值的能耗，能更好的反应我国工业

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从表中我们不难发现从 2003 年开始，我国每万元工业

产业增加值的能耗是逐年下降的，从 2003 年的 2.87 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 2.13

吨标准煤/万元。这说明了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按纵向比较，单位工业

产业增加值的能耗要高于单位 GDP 的能耗，这说明由工业所带来的经济的发

展是以能耗为代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的外资尽量用于低能耗的

产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提高我国工业的能源利用效率。 

表 2-4 单位 GDP 的能源消耗量和单位工业产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单位 GDP 能耗（吨标准煤 /

万元）  

1.20 1.21 1.17 1.12 1.04 0.94

单位工业产业增加值能耗(吨

标准煤 /万元) 

---- ---- 2.87 2.67 2.42 2.1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9 数据整理而得，由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2，2003）工业产业增加值的数据，所以 2002 年和 2003 年单位工业产业增加值能

耗的数据缺失。  

2.3 我国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我国人口多、资源贫乏，人均资源少，而本国的经济又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



 

 17

对能源的需求量巨大，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多。据《国际统计年鉴》（2009）统计，

2004 年，我国 CO2 排放总量达 5005.7 百万吨，较 1990 年增加了 2607.5 百万吨，

占同期世界 CO2 增加量的 42.8%。 1990~2004 年，CO2 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 4.8%，

①而同期世界 CO2 的排放年均增长率却是-3.1%。由此可见，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

压力。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我国既有外

部压力又有内部动力。对此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我国不承诺量化减排目标，

并不等于中国不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我国也确实为发展低碳经济采取了切

实而可行的举措。 

自低碳经济于 2003 年被英国提出后，我国的学术界和政府对其给予了极高的

重视，并采取了实际行动来促进其发展。 

在低碳经济还没有被正式提出来以前，我国已经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

变暖而作的工作了。早在 1998 年 5 月 29 日我国就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并没有减排的义务，但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因此中国对一

直非常积极的在开展低碳经济活动。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我国制定了相应

的管理制度，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专门负责制定清洁发展机制的重大

政策。 

2005 年 7 月，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研讨会，启动“通过激励机

制促进低碳发展”的项目。2008 年，在我国的 高学府清华大学成立了低碳经济研

究院，对低碳经济的政策和战略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对“全

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进行了专题的学习。在温家宝总理主持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被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

展战略和规划的依据。 

2006 年底，我国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发布了《气象变化评

估报告》。2007 年 7 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

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气候变化问题，落实节能减排工作。在同年九月的 APEC

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明确主张要发展低碳经济，并提出了四项建议。年底，国务院

新闻办有发表了《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将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式列为国

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08 年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发

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在 2009 年

的 G20 峰会上再次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同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也承诺

                                                        
① 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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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会议时提出要重视发展低碳经济，这些都表明

了我国政府对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视。 

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相应的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在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

初步建立了法制保障机制，形成具有法律效应的低碳体制。我国《宪法》规定：“国

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1997 年《刑法》增加

破坏环境和资源保护罪，环境监管渎职罪。200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

法》。2007 年 1 月，跨部门的“能源法”起草成立，国家能源办、发改委、国务院

法制办等 15 个部门为起草成员单位，能源法案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布，广泛征求意

见，并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改。同年 6 月，我国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

法案》。11 月 23 日国务院批准《GDP 能耗统计指标体系实施方案》和《主要污染

物问题减排统计》统计等三个办法，使节能减排责任制和“一票否决制”有了明确

标准。而《可再生能源法》与《节约能源法》（已修订）配套规范文件也抓紧制定。

2009 年 1 月 1 日，审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循环经济法》，成为我国节能

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基本的法制保障。此后，又加紧修订《环境保护法》、《环

境影响评估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电力法》等国家

行政法规，强化清洁能源、低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鼓励政策,这样初步形成了适应国

情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政策法律保

障。① 

 

 

 

 

 

 

 

 

 

 

                                                        
① 金开好.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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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 

据商务部统计，截止到 2007 年底，我国累计批准外资企业约 60 万家，实际使

用外资累计达 7667 亿美元，连续 17 年成为世界上利用外资 多的发展中国家。 FDI

一直在我国的资本形成、就业、出口、市场发育与发展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功不可没。然而，近些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恶化、

气候异常，这些与经济的发展方式和行业结构有着重要的联系。而在夏友富的《商

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研究》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外商直接

投资中的 30%都投放在了污染密集型行业，这种行业结构无疑会对我国的环境保护

有一定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谋求生态环境问题的

国际协调合作将引领国际经济的未来走向，在以后的时间里如何更好的使用外商直

接投资将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3.1.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况 

从图 3-1 不难看出，我国实际使用的外资额总体是上升的趋势，且上升的速度

非常快，尤其是 1991 年以后，除了 1999 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外其余几

乎是都以较快的速度上升。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从 1979 年至 2007 年大规模增长，从

0.86 亿美元增长到了近 750 亿美元。1979-1984 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总额仅为

41.04 亿美元。1991 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百亿美元。到 2007 年为止，

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 14794.01 亿美元，项目累计达 632286 个。据商务部 新统计, 

2007 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747.68 亿美元，较 2006 年上涨了 18.64%，外

商直接投资的项目多达 37871 个。而且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我国的外商直接投

资还将在原来基础上保持适度的增长。 

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持续而快速的增长，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投资环

境良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能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另一方面，这些外商直接

投资在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对我国环境保护和能源使用也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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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我国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3.1.2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近些年来增速飞快，数额巨大，这些资金都用在了哪些行业

可以从图 3-2 中看出。图 3-2 中所反映的是按行业分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中列举的是占比较大的前 20 个行业。从高到低排列，这些

行业依次是：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石油燃料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食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造纸

及纸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根据夏友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定义，这 20 各行业几乎囊

括了所有污染密集型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都投向了污

染密集型行业。这一现象与我国较为宽松的环境管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即发达国家出于利润 大化考

虑，利用发展中国家较为低廉的环境成本，将污染密集型行业投放到了发展中国家，

使其成为污染的天堂。 



 

 21

0

0.05

0.1

0.15

0.2

0.25

0.3

行业分布

比
重

通信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
 

图 3-2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贸易年鉴》，中国经济贸易年鉴 2009。 

3.2 我国污染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分析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着较大的规模，那么它的结构是怎样的，有多少投资用

于发展低碳经济。本文用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发

展低碳经济的影响。 

本文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划分主要参考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分类，但是由于

《中国贸易外经年鉴》对于按行业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划分的不是十分详细，所以

有一些行业如造纸及纸品业、食品行业、橡胶制品业等，这些行业的数据无法得到。

因此本文在参考广大专家学者对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划分的前提下，列举了如下几

个行业的数据。 

由表 3-1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中用于污染密集型

行业的投资比重较大，2006 年这一数值接近 30%。这说明在投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

资中有接近 30%都投向了污染密集型产业。其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外商总投资额的 12.783%，是占比 大的行业。第二，

2006~2008 年，外商直接投资中用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投资的比重由 28.625%下降

到了 23.436%，下降了 5.189%，这说明近三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中用于污染密集型行

业的比重减少了。也说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较原来有所改善，但是改善的幅



 

 22

度不是很大。 

 

表 3-1 外商直接投资中用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占外商直接投资总投资额的比重（%）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190 0.065 0.056 

纺织业 3.488 3.323 2.465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4.656 4.189 3.861 

医药制造业 0.921 0.810 0.801 

通用设备制造业 3.369 3.099 2.879 

专用设备制造业 3.218 2.973 3.094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2.783 12.956 10.280 

合计 28.625 27.415 23.436 

数据来源：由《中国贸易外经年鉴》2007-2009 整理而得。 

从以上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吸引的外资数额确实很大，然而外资的结构却

存在着重大的问题。流向我国的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都流向了污染密集型和能源密

集型行业。这充分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即由于我国的环境管制标准较低，致使

我国成为了污染密集型行业和能源密集型行业的避难所。 

外商直接投资中用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外资比重只是泛泛的体现了外商直接

投资在污染密集行业的分布情况，可以简单的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的关系。以

上只是定性上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使用结构，那么它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究

竟有没有造成影响，如果造成了影响其程度有是多大，下面将用数理模型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的关系。 

3.3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一方面，外

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我国的经济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消

耗了更多的资源，排放了更多的污染物，从这一角度讲，外商直接投资时不利于发

展低碳经济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从发达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引

进了其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而这种先进的技术又会使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

减弱，从这一方面讲，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那么外商直接投资

对于我国开展低碳经济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就要看其综合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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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不可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都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背后，外商直接投

资也对我国的环境污染及能源消耗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本章通过实证分析来测度外

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 

4.1 模型的建立及数据来源 

4.1.1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计 

变量的选择：为了消除异方差现象，且考虑到对时间序列取对数并不会影响数

据的性质和规律，所以我们对数列取自然对数，分别表示成如下的形式： 

LNGAS：表示工业废气的排放量的序列。 

LNWATER：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序列。 

LNSOLID：表示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序列。 

LNENERGY：表示能源消耗量的序列。 

 LN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序列。 

LNSFDI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的使用结构。对于这一变量本文是用外商及港澳台

资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工产业值占其工业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由于各个年份统

计口径的差异，1997 年至 2000 年的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是以“三资”企业

的指标来核算的。另外由于 1998 年的数据缺失，我们用整个行业的污染密集型行

业的工业产业值占工业产业总值的比重来代替。本文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划分标准

参照夏友富关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划分，以及国内外其他学者的关于污染密集型行

业的划分标准。 

模型设计：为了精确的测度外商直接投资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污染物排放及能

源消耗量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又是如何影响污染物排放及能源消耗量的，我

们可以构造如下模型 : 

LNWASTE=α0+α1LNFDI+α2LNSFDI+ε            （1） 

LNENERGY=β0+β1LNFDI+β2LNSFDI+ε           （2） 

其中（1）式中的 WASTE 代表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这里代指 LN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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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WATER 和 LNSOLID。 

4.1.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我国 1997~2007 年的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数据。其中经济数据主要包

括 FDI（单位：亿美元），本文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示这一变量。有数据

显示，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流向了工业产业，因此我们可以说 FDI 对工业的影

响是巨大的，所以我们选择工业方面的主要污染物作为研究对象是具有实际意义

的。我们选取的环境方面的数据主要包括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单位：亿吨），工业

废气排放总量（单位：万吨）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单位：万吨）。本文选取的

能源消耗方面的数据是能源的消耗总量（单位：万吨标准煤）。本文数据来自《中

国统计年鉴》（1998~2009 年），《中国环境年鉴》（2009）《国际统计年鉴》（2009）

及《中国贸易外经年鉴》（2006~2008 年）。 

4.2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本节采用（1）式对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外商直

接投资的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将分别对三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和外商直接

投资额和外商直接投资结构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4.2.1 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4.2.1.1 单位根检验 

由于我们选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数据，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所以在对变量进行

协整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只有变量在同阶平稳的条件

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我们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

（注：本文数据处理时使用的软件都为 Eviews6.0）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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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LNFDI 的 ADF 检验结果 

 （C,T,K） ADF 统计量 1%的临界值 5%的临界值 结论 

LNFDI （N,N, 0） 1.002313 -4.297073 -3.212696 非平稳 

ILNFDI (N,N,0) -1.806674 -4.420595 -3.259808 非平稳 

IILNFDI (N,N,0) -3.376485 -4.582648 -3.320969 平稳 

    

单位根的检验结果显示，LNFDI 的 ADF 统计量 1.002313 大于显著性水平是 5%

时的临界值-3.212696，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在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

得到的序列 ILNFDI 仍是非平稳的。对其进行二阶差分后所得的序列 IILNFDI 的

ADF 检验值-3.376485 小于显著性水平为 5%时的临界值-3.320969，所以是平稳的。

因此序列 LNFDI 为二阶单整的序列。 

表 4-2  LNSFDI 的 ADF 检验结果： 
 （C,T,K） ADF 统计量 1%的临界值 5%的临界值 结论 
LNSFDI （C,T,1） -2.245423 -5.295384 -3.460791 非平稳 
ILNSFDI （C,T,1） -3.244246 -5.835186 -4.246503 非平稳 
IILNSFDI （C,T,1） -4.715628 -6.292057 -4.450425 平稳 

 

单位根的检验结果显示，LNSFDI 的 ADF 统计量大于显著性水平是 5%时的临

界值，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在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的序列

ILNSFDI 仍是非平稳的。对其进行二阶差分后所得的序列 IILNSFDI 的 ADF 检验值

-4.715628 小于显著性水平为 5%时的临界值-4.450425，所以是平稳的。因此序列

LNFDI 为二阶单整的序列。 

表 4-3 LNGAS 的 ADF 检验结果 

 (C,T,K) ADF 统计量 1%的临界值 5%的临界值 结论 

LNGAS (C,T,0) 6.868882 -4.297073 -3.212696 非平稳

ILNGAS (C,T,0) -0.55576 -4.420595 -3.259808 非平稳

IILNGAS (C,T,0) -5.518980 -4.582648 -3.320969 平稳 

 

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 LNGAS 的 ADF 统计值 6.868882 均大于其在 5%显著性水

平上的临界值-3.212696，据此可以认为原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对其进行

一阶差分以后，得到序列 ILNGAS,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其仍是非平稳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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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进行二阶差分，得到的序列 IILNGAS，经平稳性检验，发现其 ADF 统计值小

于其在 5%的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这说明序列 LNGAS 是二阶单整的。 

由以上三个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知，三个序列均是二阶单整的。 

4.2.1.2 协整检验 

只有同阶单整的序列才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由 ADF 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判

断本文所选取的变量是二阶单整的，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对 LNFDI、

LNSFDI 和 LNGAS 做协整检验。 

常用的协整检验的方法有 Johansen 极大似然估计法和 Engle-Granger 两步法。

本文采用 Johansen 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检验中采用的是没有确定

性趋势且无截距的协整方程模型。 

 

表 4-4  LNGAS、LNFDI 和 LNSFDI 协整检验结果： 

 变量 特征值 迹检验统计量 临界值5% H0 结论 

 0.999996  132.4715 24.27596 协整方程数 多为0 拒绝 

 0.872409  20.80816  12.32090 协整方程数 多为1 拒绝 

LNGAS 

LNFDI 

LNSFDI  0.223604  2.277833  4.129906 协整方程数 多为2 不拒绝 

 

有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协整方程的个数至多为 0 和 1 时，迹检验统计量大于显

著性水平是 5%时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由此可知至少存在两个协整方程；对于

假设协整方程的个数至多为 2，迹检验统计量小于显著性水平为 5%时的临界值，接

受原假设。由此可知，LNGAS、LNFDI、LNSFDI 之间存在两个协整方程。则 LNGAS

与 LNFDI 和 LNSFDI 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运用 小二乘法对其进行 OLS 回归，得到如下估计方程： 

LNGAS=-512801.4+763.2613 LNFDI-394891.9 LNSFDI 

              （-0.398691）  （9.002801）       （-1.444173） 

R2=0.934984，ADJR2=0.918730，F=57.52342 ,DW=1.111937 

回归结果表明，决定系数及调整后的决定系数值均较高，都大于 0.8，这说明

模型的拟合度较高。F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是 5%时的临界值，这说明回归方程是显

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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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残差序列 E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ＡＤＦ统计量 １％的临界值 ５％的临界值 结论 

E -1.832623 -2.816740 -1.982344 非平稳 

检验的统计量-1.832623 大于显著性水平是 5%时的临界值-1.982344，所以可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残差序列 E 为非平稳序列，则 LNGAS 与 LNFDI 和 LNSFDI

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废气的排放量与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

及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4.2.1.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是用来检验序列 Y 产生的原因是不是序列 X 的方法。序列 X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称其为序列 Y 的格兰杰成因：一、X 应该有助于预测 Y，值

应当显著提高 Y 被解释的程度；二、Y 不应当有助于预测 X。① 

下面我们将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 LNGAS、LNFDI 和 LNSFDI 进行滞后 2

期的 Granger 因果检验，得到检验结果如下： 

表 4-6 LNGAS、LNFDI 和 LNSFDI 的 Granger 检验结果：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LNFDI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AS 0.57614 0.6027 不拒绝原假设 

LNGA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FDI 4.74977 0.0878 拒绝原假设 

LNS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AS 1.41165 0.3437 拒绝原假设 

LNGA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FDI 1.40535 0.3449 拒绝原假设 

 

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滞后 2 期时，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不是工业废气排

放量的格兰杰原因，然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变化却影响对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和工业废气的排放量互相影响。 

                                                        
① 易丹辉.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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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4.2.2.1 单位根检验 

对 LNWATER 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出的二阶差分的检验值-4.449079 小于显著

性水平是 5%时的临界值-3.320969，由此可知序列是二阶单整的。由上一节的检验

结果可知，LNFDI 和 LNSFDI 亦为二阶单整的序列。 

表 4-7 LNWATER 的 ADF 检验结果 

 (C,T,K) ADF 统计量 1%的临界值 5%的临界值 结论 

LNWATER (C,N,2) -0.088021 -4.297073 -3.212696 非平稳 

ILNWATER (C,N,2) -3.234252 -4.420595 -3.259808 非平稳 

IILNWATER (C,N,2) -4.339079 -4.582648 -3.320969 平稳 

4.2.2.2 协整检验 

由以上的检验结果知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和废水排放量的序列均

是二阶单整的，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对其运用 Johansen 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协整

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 4-8 LNWATER、LNFDI 和 LNSFDI 协整检验结果： 

  变量 特征值 迹检验统计量 临界值5% H0 结论 

 0.999394  82.53230  24.27596 协整方程数 多为0 拒绝 

 0.812142  15.84800  12.32090 协整方程数 多为1 拒绝 

LNWATER 

LNFDI 

LNSFDI  0.084990 0.799386  4.129906 协整方程数 多为2 不拒绝

 

有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协整方程的个数至多为 0 和 1 时，迹检验统计量大于显

著性水平是 5%时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由此可知至少存在两个协整方程；对于

假设协整方程的个数至多为 2，迹检验统计量小于显著性水平为 5%时的临界值，接

受原假设。由此可知，LNGAS、LNFDI、LNSFDI 之间存在两个协整方程。则 LNGAS

与 LNFDI 和 LNSFDI 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运用 小二乘法对其进行 OLS 回归，得到如下估计方程： 

LNWATER=175.1282+0.16280 LNFDI -127.7987 LNSFDI 

（-4.528294）  （6.405181）       （-1.554392） 



 

 29

R2=0.887963，ADJR2=0.859954,F=31.70243,DW=1.357494 

回归结果表明，决定系数及调整后的决定系数值均较高，都大于 0.8，这说明

模型的拟合度较高。F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是 5%时的临界值，这说明回归方程是显

著的。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我们进一步对残差序列 E 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如下检验

结果： 

表4-9 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结果： 

 ＡＤＦ统计量 １％的临界值 ５％的临界值 结论 

E -2.168724 -2.816740 -1.982344 平稳 

 

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值为-2.16872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时的临界值

-1.982344，所以我们可以判断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进而得出废水的排放量与外

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4.2.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

与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下面我们对其进行格兰杰的因果检

验。 

表 4-10 LNWATER、LNFDI 和 LNSFDI 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LNFDI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WANTER 4.94891 0.0828 拒绝原假设 

LNWATE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FDI 3.08879 01545 拒绝原假设 

LNS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WATER 21.4070 0.0073 拒绝原假设 

LNWATE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FDI 0.20156 0.8253 不拒绝原假设

 

根据“F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小于 0.05 则拒绝原假设”的标准，由以上的结果

可知，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是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

废水的排放量互为格兰杰原因。 



 

 30

4.2.3 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4.2.3.1 单位根检验 

对 LNSOLID 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出的一阶差分的检验值-15.15359 小于显著性

水平是 5%时的临界值-3.259808，由此可知序列是一阶单整的。由上一节的检验结

果可知，LNFDI 和 LNSFDI 均为二阶单整的序列。由于序列不是同阶单整的所以无

法进行协整检验。 

表 4-11 LNSOLID 的 ADF 检验结果 

 (C,N,K) ADF 统计量 1%的临界值 5%的临界值 结论 

LNWATER (C,N,0) -2.196200 -4.297073 -3.212696 非平稳 

ILNWATER (C,N,0) -15.15359 -4.420595 -3.259808 平稳 

4.2.3.2 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 LNSOLID、LNFDI 和 LNSFDI 进行滞后 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其是否工

业固体废弃物得排放量与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之间是否

存在因果关系，得到检验结果如下： 

 

表 4-12  LNSOLID、LNFDI 和 LNSFDI 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LN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OLID 5.85764 0.0648 拒绝原假设 

LNSOLIDWATE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FDI 3.13605 0.1516 拒绝原假设 

LNS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OLID 1.42952 0.3401 拒绝原假设 

LNSOLID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FDI 0.19919 0.8271 拒绝原假设 

 

格兰杰的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与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

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使用结构互为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和

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变化，另一方面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变

化也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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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外商直接投资对能源消耗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4.2.4.1 单位根检验 

对 LNENERGY 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出的二阶差分的检验值-2.040332 小于显著

性水平是 5%时的临界值-1.995865，由此可知 LNENERGY 序列是二阶单整的。 

表 4-13 LNENERGY 的 ADF 检验结果： 

 (C,T,K) ADF 统计量 1%的临界值 5%的临界值 结论 

LNENERGY (C,N,2) 4.701836 -2.816740 -1.982349 非平稳 

ILNENERGY (C,N,2) -0.037514 -2.847250 -1.988198 非平稳 

IILNENERGY (C,N,2) -2.040332 -2.886101 -1.995865 平稳 

4.2.4.2 协整检验 

由以上的检验结果知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和废水排放量的序列均

是二阶单整的，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对其运用 Johansen 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不包

含截距项和常数项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 4-14 LNENERGY、LNFDI 和 LNSFDI 协整检验结果： 

变量 特征值 迹检验统计量 临界值5% H0 结论 

 0.981624  51.29652  24.27596 协整方程数 多为0 拒绝 

 0.812542  15.32604  12.32090 协整方程数 多为1 拒绝 

LNENENGY 

LNFDI 

LNSFDI  0.028283  0.258216  4.129906 协整方程数 多为2 不拒绝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协整方程的个数至多为 0 和 1 时，迹检验统计量大于显

著性水平是 5%时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由此可知至少存在两个协整方程；对于

假设协整方程的个数至多为 2，迹检验统计量小于显著性水平为 5%时的临界值，接

受原假设。由此可知，LNGAS、LNFDI、LNSFDI 之间存在两个协整方程。则 LNGAS

与 LNFDI 和 LNSFDI 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进一步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LNENERGY=4491.327+420.1924 LNFDI -133142.4 LNSFDI 

（0.057152）  （8.111986）       （-0.796951） 

R2=0.916545，ADJR2=0,895682，F=43.93016, DW=1.38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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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回归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R2 和 ADJR2 数值都较大，都大于 0.8，这说明

方程的拟合度较好，DW 值大于 1 说明序列基本不存在自相关。 

对残差序列E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统计量的检验值-2.190578小于

显著性水平是0.05时的临界值-1.982344，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

列，进而可以得出能源消耗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资结构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

系。 

表4-15 残差序列E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ＡＤＦ统计量 １％的临界值 ５％的临界值 结论 

E -2.190578 -2.816740 -1.982344 平稳 

检验结果显示统计量值为 -2.190578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时的临界值

-1.982344，所以我们可以判断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进而得出能源的消耗量与外

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4.2.4.3 格兰杰检验  

由以上的检验可知，能源消耗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资结构有长期的均衡关

系，为了判断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本文将对其进行滞后2期的格兰

杰因果检验，得到如下所示的检验结果： 

 

表 4-16 残差序列 E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LN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NERGY 1.86727 0.2675 拒绝原假设 

LNENERG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FDI 2.37880 0.2086 拒绝原假设 

LNS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NERGY 0.74249 0.5318 拒绝原假设 

LNENERG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SFDI 0.16168 0.8560 接受原假设 

 

由格兰杰检验结果可知，我国的能源消耗量与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互为

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是能源消耗量的格兰杰原因，能源消耗量不是外资

结构的格兰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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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实证结果分析 

由以上实证检验，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由协整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商直

接投资的结构与废水的排放量和能源的消耗量分别具有长期协整关系。实际使用的

外商直接投资额与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呈同向变动关系，这说明随着

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污染在加剧，能源的消耗在增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发展

低碳经济具有负面的影响。外商直接资中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

的比重与污染物的排放和能源消耗呈反向变动关系。这一现象说明了随着外商直接

投资在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投放比例的扩大，我国的环境质量得到了改善，资源

的消耗更少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外资带来了较国内先进的生产技术

和能源利用水平，使得在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较少的污染和使用了较少的能源。从

这个角度讲，外商直接投资较内资更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 

第二、通过格兰杰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外商直接投资额不是工业

废气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工业废气的排放量是外商直接投资额的格兰杰原因，工

业废气的排放量与外资结构互为格兰杰原因；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额

互为因果关系，而外资结构是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工业废水排放量却不

是外资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资结构均互

为因果关系；能源消耗量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存在因果关系，而外资结构是能源消耗

的格兰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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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国优化外资利用的政策建议 

经过实证分析我们可能会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对环境和能源消耗均具有

负面影响，而外商直接投资占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重越大，我国的环境污染和能源

消耗状况越好。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不能完全放弃经济增长，当

然也不能不惜一切代价以换取经济增长，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平衡的发展。

面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如何更好地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向着低污染、低消

耗的方向发展成为了我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于我国目前的低碳经济发展状况，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使用量和其结构特点

及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二者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影响，本文对于建立合理的外商直

接投资使用框架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5.1 优化外资的行业结构 

5.1.1 向技术密集型行业投资 

发达国家在技术上显现出的巨大优势使其在国家分工中占据着优势地位，通过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间接的引入技术，是一种重要的获取技术的手段。未来几十年的

时间里，我国将会机械、化工、汽车和建筑等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为主。而我们

的实证研究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外资的结构与我国的能源消费和污染物的排放

量有着负相关的关系，这说明我们将外资投向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比重越大，则消耗

的我国的能源和排放的污染物就越少。这客观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在污染密集型行业

的能源利用上有更高的效率，其能源使用技术较为先进。如能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

技术，将加速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促进我国尽快完成工业化，减少这一过程中的能

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 

在引资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采取适当的方针政策，以促使有用的技术流向我国。

对一些落后传统技术的技术应该采取限制的措施，而对于高新技术则应该鼓励其投

向中国，以此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
①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经常出现，重复

低效使用外资的情形，使得外资在一个行业重复投入且投资的行业水平不高，不能

吸收外资的基金和技术优势，反而浪费了更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在引资的过程中

                                                        
①高立永,周林. FDI 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以我国利用 FDI 影响为例[J].黑龙江科技信息,10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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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外资的技术含量，同时也要避免技术的重复引进。 

5.1.2 投向新能源行业 

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煤、石油、天然气高碳能源为主，由表 2-3 我们

可以发现这三种能源的消费量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90%以上，其中煤炭的消费量

更是高达 69%。我国的这种能源结构是高碳、高排放的能源结构，再加上我国的能

源技术较为落后，在生产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产生大量的污染物。这无论是

对我国还是对世界的环境都将造成巨大的损害。另外，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逐步深入，

我国将需要更多的资源，开发新能源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发达国家在新能

源的开发和应用上具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在其在我国投资的过程中，一方面我国可

以吸收其较为先进的技术，提高我国的新能源开发和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减少

了在生产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 

5.1.3 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等低碳产业 

我国的大部分外资都投向了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而这又是高污染、高能

耗的行业。虽然引进外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于我国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有一

定的正面效果，但是如能在引资过程中，尽量降低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所占的比重，

增加服务业等低污染、低能耗产业的投资比重对于彻底地改变能源结构有积极的作

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逐渐扩大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

承诺，我国应逐渐开放金融、医疗、卫生等领域，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与

低碳经济密切相关，发展现代服务业可以带来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利用外资

扩大服务业是未来外资经济成长的又一重要增长点。目前，流入我国服务业的外资

比重还较低，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还有很大潜力。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服务

业内部的结构是不平衡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传统的商业服务业，而在金融保

险业、商务咨询业、医疗服务、物流、教育、城市基础设施和燃气、电源生产等领

域投资较少，这种行业不像新能源行业那样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及技术风险，也

不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外购企业所控制，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值得重点关注。

①
这主要是体制原因造成的。为了改善我国的外资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我国需要

                                                        
①
王峰.低碳经济环境下的投资策略[J].中国信用卡,2010(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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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这些领域的外资流入，制定有利于这些行业发展的政策，促进服务业较快发展

和比重的提高。① 

5.2 加大 CDM 的合作力度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虽然我国早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但是这一现象并未得到根本的转变。而现在资源和环境污染状况及国际的总

体形势，已不允许我国以粗放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因此，提高技术水平，能源利

用效率，成为了我国经济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而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引进国外的

先进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渠道。 

CDM 即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所

规定的三种履约机制中的一种。其核心内容是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

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技术获取，在发达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通过这

一机制发达国家可以获取温室气体的排放权，而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和

资金，是一种双赢的机制。在引资过程中，引导外商拓展 CDM 项目的实施，这样

既能获得资金又能获得技术，这样就便于提高能效，促进可持续发展。CDM 为中

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CDM 为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而中国也为 CDM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中国在进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将创造出巨大的减排量，为国际碳排放提供了巨大的

市场，世界银行对中国 CDM 市场潜力的研究表明，到 2010 年，中国 CDM 市场将

占全球的 35%～45%，合 1 亿～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这意味着中国将

成为全球碳减排交易市场主要供应国之一，中国有着巨大的碳排放市场。据 2006

年中国已签署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行情估算，每年 10 亿～20 亿美金的 CDM 交

易来自于中国。②因此，中国的 CDM 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 

综上所诉，通过 CDM 合作，我国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发

达国家可以获得排放权，各取所需，对双方都有利。因此我国应加大 CDM 的开展

力度。 

                                                        
①赵雪飞.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及我国的对策[J].经济论坛,2009:30-31. 

②彭爱群. CDM-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之选[J].中国市场,2010(26):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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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管制 

吴磊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对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密集度的提升

具有负的效应，这可能意味着提高环境管制的标准就会使得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减

少，而这同时也说明了我国所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问题，这些发商直接投资看

重的是这些地区较为宽松的环境管制，即低廉的环境成本，也就是说外商投资的质

量较低。为了建立一个低污染、低能耗、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引资的过程中，

我们应确立适当的环境规制，不断适时提高环保标准，使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低

碳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提升环境管制的标准，有利于引入高质量的外资，既有利

于经济增长又降低了环境的危害性。促使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保护和能源利用方面

的技术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使其在我国境内造成较少的污染和能耗，一方面保护

了我国的环境和资源，另一方面为我国企业吸收外资企业高水平的技术，以提高本

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提供了更高的平台。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提高环境规制会影响外资的流入，确实环境标准的提高会

将一些环境和能源技术较差、质量较低的外资拒之门外。然而现实的经验是较严的

环境管制不会成为外资流入的阻碍因素，一个地区的环境治理要求越严格，便越能

吸引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等低污染、低能耗、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外资

流入。因而，从优化外资结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也应适当提高环境规制。①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标准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引资的过程中加强对外资环境因素的评估。对此，我国应该提高外商

直接投资的环境标准，使之与国际社会的环境规制接轨，如果存在这种环境差异，

国际资本出于逐利性必然会将环境成本较高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环境管制较

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如能在建立一个统一的环境管制标准，就能避免这种现象。

这样能使外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运用较先进的技术进行生产或者处理污染物，减少

了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也有利于我们获得更为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在此基础上，

我国应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一个低碳经济社会。 

第二、 完善跨境的环境规制。有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在本国的生产企业和在

投资国的生产企业实行双重的环境标准，对于本国国内较高的环境标准他们都能达

到，然而对于东道国较低的环境标准却达不到。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各国国家

环境标准不一致，从而为这些环境道德较差的跨国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针对这种

                                                        
① 施敏颖.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企业经济,2009(4):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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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应该完善跨境的环境规制，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 

第三、加大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发达国家不断提高环境的标准，迫使其国内

的污染密集型行业向环境管制较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一方面使其负担了较小

的环境成本，另一方面又获取了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

以前我国对于违反治污的企业的 高罚款额仅为 20 万元，这一数额远低于企业的

治污成本，相对于一些跨国公司动则上亿元的利润而言，这一处罚标准是在是太低

了，所以有些跨国公司宁愿接受罚款也不愿治理环境污染。值得高兴的是从 2008

年开始， 高罚款额增加至上百万元，这一罚款数额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环境

的保护起到良好的作用。然而即便如此，我国的处罚力度还是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国外，罚款 高额高达上亿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期间，纺织业、皮

革业、家具业、食品业行业的污染控制成本占到生产成本的 4%-14%之间，而石油

加工业、造纸业、金属冶炼等行业所占比重则达到 25%-30%。①当然并不是罚款越

多越好，我们的目的是减少环境污染，让外资能自觉自动的降低环境污染。而对于

谋求利润 大化的企业来讲，加大罚款力度是迫使其进行环境管制的良好方法之

一。② 

5.4 树立正确的环境理念 

首先，地方政府的官员应树立正确的引资理念。有的时候，政府的政策非常好。

可是落实到下面就变了样，有些官员为了谋求政绩，或其他的利益，而无视这些政

策法规，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简化甚至于省略环境审查的程序。这种以牺牲环境和

资源来换取地方经济的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实在是得不偿失。产生这种现象的一

个很重要的而原因就是，地方官员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不到位和引资理念的落后。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简化环境审批程序。夏友富(1995)指出,一

些地区把吸引外资视为指令性任务,而视环保责任制为软约束,于是环保审核经常被

“简化”掉③。这就使得一些不符合我国环境标准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到了我国，

这必然会导致我国环境的恶化。第二、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员盲目地“崇洋媚外”，

一味的认为外资由于内资，在某些国内公司有能力做到的项目却交给了国外公司，

这一方面压制而来国内公司，另一方面又降低了外资的利用效率。我们完全可以将

                                                        
① 李慧茹.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研究及评述[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5):71-76. 
② 曝光跨国公司欲将污染转嫁本土企业[J].给水排水动态,2008(4):19. 
③ 夏友富.污染密集产业为何向我国转移[J].社科信息文荟,1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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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外资用在技术水平更高的产业上。因此增强地方官员的环境保护意识，改善

其引资理念是确保政府良好政策得以实行的重要保证。 

其次，消费者应该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推进节

能减排的科技创新，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和落后的生产能力，而且意味

着反思哪些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增排污染的不良习惯和嗜好，从而充

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我国转向低碳经济、低碳生活

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引导和倡导公众建设低碳社会，戒除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

消费和生活方式，从消费和生活的各个角度进行低碳生活方式，比如应戒除以大量

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面子消费”、“奢侈消费”的嗜好,如在汽车

使用上提倡小型汽车、小排量汽车，出行方面尽量少用私家车，饮食方面多食用低

碳食品、不铺张浪费等等。① 

消费者是产品的 终使用者，其对于产品的需求决定着公司的利润。一个公司

产品的质量和公司形象的好坏，将对于其产品的销售产生巨大的影响。提升消费者

的环境保护意识，倡导使用绿色产品，这就会使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选择绿色的、

无污染的产品和具有良好企业形象热心环保的企业。从而通过这条渠道来影响外资

在东道国所获的利润，进而促进其自觉提升企业形象，重视环境保护、进行绿色的

生产。 

 

 

 

 

 

 

 

 

 

 

                                                        
① 邹玉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探索[J].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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