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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国际分工新定位

———评《低碳经济与我国国际分工战略的调整》

张二震

( 南京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当前世界经济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以

生物、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及其融合为核心

的产业技术革命正在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

达国家先后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吸引制造业回归

以重振经济; 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承接劳动密集

型产业转移以发挥比较优势; 美国等发达国家试

图以 TPP 和 TTIP 重构世界贸易规则; 以低增长、
不平衡、多风险为总体特征的世界经济格局更趋

复杂。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使产品、服务价值链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重构，促进了传统国际分工体

系向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迈进。中国在新型国

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成为关注焦点。
中国自加入 WTO 后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

系，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参与国际分工程度显

著提高，成为全球价值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但是受制于俘获型价值链的低端制造，在推动中

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

和第一大吸收外资国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严

重的环境问题，中国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第一大国和环境污染大国。
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一国的环境问

题与其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方式以及所处

的位置紧密相关。在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

界各国主流的前提下，碳排放已经成为中国把握

国际分工新定位，确立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

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的重要约束。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国际分工新

定位是一个有待于国内外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

课题，张为付等的著作《低碳经济与我国国际分

工战略的调整》( 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问世，推动

该领域的研究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与国内

已面世的低碳经济著作相比，这部著作更加注重

对国际分工中中国碳排放转移的研究。在传统

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凭借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

势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这种比较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输出产品里隐含高碳排放形

成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的现实。国际贸易和

国际投资的推进使中国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净

移入国，生产的高碳产品多、消费少，使中国在气

候治理方面面临国际社会的颇多压力与责难。
对国际分工中中国隐含碳排放进行全面理论剖

析和实证考查，正确理清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

中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

系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该书的出版恰逢其时。
面对低碳经济的外部约束，如何调整中国参

与国际分工的战略? 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使

这部著作的研究视角更为新颖、独特。由南京财

经大学张为付教授牵头撰写，该著作跨越国际经

济学、产业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交叉

学科的研究使得该书在碳排放转移方面的成绩

斐然。在著作的深入论述中，作者对国际分工不

同模式下中国碳排放转移内容提出了自己独到

的学术见解，初步地做了概括，该书的独到之处

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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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国际碳排放属性和排放博弈的分析

碳排放问题不仅是因温室效应影响生态系

统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是事关国家或区域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程及发展方式选择的经济问题，更是

事关人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政治问题。该书对

国际碳排放从科学属性、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的

多维角度展开分析，为深刻认识国际碳排放问题

的内涵和本质提供了依据。碳排放领域始终面

临着各主权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碳减排过程实

质上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均衡的过程。
二、国际分工视角下综合考虑碳排放责任

分担的原则

碳排放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空间分离，引发学

术界对于碳排放的归属权争议和对消费性碳排

放的研究。该书在准确测算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在

国际分工视角下综合考虑碳排放责任分担的原

则: 将经济发展历史时序差与经济发展现状相结

合，将现有国际分工模式下国际转移排放和国内

消费碳排放相结合，将碳排放生产者和消费者相

结合的碳排放责任分担原则。这对于合理分配

减排责任，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减排分

担协议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测算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十分明显的外

向型特征，已有大量文献对中国的贸易含碳量进

行了研究。与现有文献相比，该书在以下两个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一是研究方法方面，考虑

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对出口中隐含碳排放的影响;

二是研究对象方面，从行业、贸易伙伴等方面深

入分析中国国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失衡度。研

究结论显示，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失衡呈

现较高的行业集中度和国别流向集中度。出口

总量是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加的主

要因素，中国出口不同贸易伙伴隐含碳排放增长

的驱动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
四、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碳排放测算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

同时，所产生的碳排放也呈快速增长态势，已经

成为中国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利用可

比价格投入产出表，以外商投资企业集中和污染

强度较高的工业为例，测算 FDI 对中国碳排放的

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出

口中隐含碳排放集中于少数行业和贸易伙伴。
从行业来看，50%以上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

其它电子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这些行业。
从流向 来 看，70% 以 上 集 中 于 欧 美 日 和 中 国

香港。
五、中国碳排放区域转移的动态分析

中国碳排放控制目标的实现与否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如何落实省际控制指标，合理分配地方

的排放配额。而各省碳排放责任的界定面临着

如何评价碳排放空间转移的问题。该书从动态

分析的视角，将区域碳排放转移理解为在一段时

间内，因各区域碳排放规模和强度的变化率差

异，造成的碳排放在区域间的非均衡动态变化，

由此构建碳排放规模转移指数和排放强度转移

指数，准确剖析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呈现出的区

域梯度转移特征。
综上，随着我国碳排放量的大幅增加，面临

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只有全面研究国际贸易、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乃至国内区域间的隐含碳排

放，才能合理调整低碳经济下我国参与国际分工

的战略。《低碳经济与我国国际分工战略的调

整》一书对国际分工中中国碳排放转移的系统研

究，极具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档

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转型升级攻坚期“三期叠

加”的压力，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有效需求

不足、结构性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

等多重困难和挑战，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

紧迫而艰巨。经济新常态的上述变化将会深刻

影响中国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中国的国际

分工地位也将发生显著变化。目前，中国正在以

崭新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在这个过程中，

低碳发展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调整国际分工

战略的必然要求。权衡对外贸易中进出口商品

的附加值与能耗，调整中国的贸易战略; 权衡承

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成本，调整

中国的引资战略; 权衡省际间的碳排放规模与主

导产业选择，调整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

济新常态下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将使中国在新

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大有可为。
( 责任编辑: 黄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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