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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程　菲

(莱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山东 烟台２６５２００)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也日益成为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空

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从城镇化对交通需求的影响、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形

成机制、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还对不同地区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

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不同地区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

排放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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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交通运输业也迎

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然而，在交通运输业高速发展的同

时，其碳排放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给环境和能源安全

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本研究旨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 首先，通过

对城镇化对交通需求的影响、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形成机制

以及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述，对城

镇化和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次，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不同地区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

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和总

结，得出了一些启示性的结论。

１　城镇化与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关系

１．１　城镇化对交通需求的影响

城镇化对交通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城镇化使得人口集中在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需求

也相应增加。 其次，城镇化促进了城市功能的多样化和特

殊化，不同功能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和物流需求也不断增加。

再次，城镇化带动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工具

的需求也更多元化。 最后，城市的空间结构不断扩大，交

通各个节点之间的距离也增加，进一步刺激了交通需求。

１．２　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形成机制

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形成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交通工具的选择对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的汽车

燃油使用会直接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其次，交通拥

堵问题导致车辆在路上的停滞时间增加，燃料消耗和碳排放

也相应增加。 再次，城市交通规划和管理不合理，造成交

通拥堵、信号不畅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碳排放情况。 最

后，交通运输业的供应链管理和物流运输也会产生大量的碳

排放。

１．３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首先，人口密度增加。 城市人口密度较高，人们的出

行需求也更加集中，导致交通运输业的出行量增加，从而增

加了碳排放量。 其次，交通模式转变。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

推进，人们出行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步行、自行车逐

渐被汽车、电动车等交通工具所取代，而这些交通工具的碳

排放量远高于步行、自行车等传统出行方式。 最后，城市

布局变化。 城市的扩张和改建也会对交通运输业产生影

响，例如，城市的道路规划、公共交通设施等都会对交通污

染产生影响。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研究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具有重

要意义。 本研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来探讨城镇化对交通运

输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具体案例进行描述。 选取了我国

的两座城市进行研究，分别是北京和成都。 首先，收集相

关数据，包括城镇化水平、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以及其他相

关因素，建立空间计量模型。 通过模型的分析，发现城镇

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 在北京这个

大城市中，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也

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人口的集中与城市扩张导致了交

通需求的增加，在推动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交

通拥堵的现象，交通效率低下，进而增加了碳排放的产生。

与北京相比，成都这个中等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面临着类

似的问题。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

也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都的城市规划相对较先进，交通拥

堵现象相对较少，交通运输效率较高。 尽管如此，随着城

镇化的推进，交通需求的增加仍然导致了交通运输业碳排放

的增加。

２．２　空间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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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权重矩阵是一种用于描述地理空间关系的数学工

具，它可以通过权重的方式量化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程度。

在本研究中，将使用空间权重矩阵来描述不同城市之间的交

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关联程度，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我国城镇

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 首先，选择若干个具

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研究，并使用空间权重矩阵计算这些城

市之间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关联程度。 通过分析这些数

据，可以得出城镇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其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

越大的结论。 其次，考虑其他因素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

影响。 例如，城市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工具的

使用等因素都可能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影响。 通过引

入这些因素，可以更全面地分析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

的空间效应。 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以减少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 例如，可以加大对城市规模

较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发达的地区的碳排放减排力度。

同时，可以鼓励使用环保交通工具，减少对传统燃油车的

依赖。

２．３　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研究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探讨了我国城镇化对交通

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并以具体的地区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本研究选取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该地区

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也十分迅速。 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得到了不同地区的交通

运输业碳排放量。 其次，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对不

同地区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进行了空间分析。 通过计算每

个地区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得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

关系。 结果表明，在我国东部地区，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

区往往具有更高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 这一结果与初步

推测一致，说明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了显著的空

间效应。 再次，以具体的地区为例，进一步分析了城镇化

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 以沿海地区为例，由于

其地理位置的优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较快，碳排放量也相

对较高。 而内陆地区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交通运输业发

展相对滞后，碳排放也较低。 这一例子进一步验证了城镇

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 最后，得出了结论：

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效应。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在发展较快的地区

明显增加，而在发展滞后的地区相对较低。 因此，在城镇

化进程中，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交通运输业的碳排

放，促进可持续发展。

２．４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首先，我们选取了城镇化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城镇化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城市化程度的高低，通过该指

标可以了解到不同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差异。 其次，我们选

取了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作为另一个关键指标。 交通运输

业的发展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地区交通运输设施的完善程度，

以及交通运输业的规模和效率。 再次，我们选择了碳排放

量作为衡量交通运输业环境影响的指标。 通过该指标可以

直观地了解交通运输业对碳排放的贡献程度。 在数据说明

方面，我们采用了多个数据源进行综合分析。 首先，我们

使用了国家＄＄统计数据，获取了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数据

和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数据。 其次，我们还使用了环境监

测数据，获取了各地区的碳排放量数据。 所有数据均经过

严格的筛选和清洗，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通过对

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空间效应。 首先，随

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也呈现出逐渐增

长的趋势。 这表明城镇化进程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促

进作用。 其次，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水平与碳排放量之间存

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程度

越高，碳排放量也越大。 最后，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区之间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一些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交通运

输业发展水平较高，同时碳排放量也相对较大，而一些欠发

达地区则相反。

３　分析与讨论

３．１　空间自相关检验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城镇化与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对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

首先，收集了我国各省份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２０年的城镇化水平数

据以及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数据。 然后，利用空间自相关检

验方法，对这两组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

发现城镇化水平和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呈现出一定的空间聚集

性。 也就是说，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其交通运输业碳排

放也相对较高；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其交通运输业碳排放

也相对较低。 这表明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有一定的

正向影响。 此外，对城镇化水平和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之间

的空间相关性进一步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与

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 也就

是说，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其周围地区的交通运输业碳排

放也相对较高；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其周围地区的交通运

输业碳排放也相对较低。

３．２　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使用了中国统计年鉴、国家能源统计年鉴等权威

数据，对我国各省市的城镇化水平、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总量

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同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城镇化

水平与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分析。 通过对数据的

分析，得到以下估计结果：城镇化水平与交通运输业碳排放

总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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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总量也较高，呈现出明显的空间

聚集效应。 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交通运输业

碳排放总量也较低，表现出空间上的分散现象。 城镇化水

平与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因素

引起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了交通需求的

增加，进而推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城市化在地理空间

上的集聚效应，使得人口和经济活动更加集中，交通流量也

相应增加。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了交通运

输网络的扩展，进而增加了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

３．３　区域异质性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

也逐年增加。 为了探究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

空间效应，本研究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我国３１个省份的数

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本研究利用

空间Durbin模型分析了城镇化率和人均 GDP对交通运输业

碳排放的影响。 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和人均 GDP对交通运

输业碳排放均呈现正向影响，而且空间自相关性较强。 其

次，本研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了城市规模、

人口密度和道路密度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 结果显

示，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呈现正向影

响，而道路密度对其呈现负向影响。 最后，本研究将３１个

省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不同区

域的城镇化率、人均 GDP、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道路密度

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东部地

区的城镇化率、人均GDP、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对交通运输

业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为了减少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需要加强城市规划管理，推动

公共交通、非机动交通以及节能环保型交通方式的发展，同

时加强区域间的协同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３．４　阶段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以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８年我国３１
个省(区、市)为样本，探讨了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

放的空间效应，并分析了不同阶段的异质性。 研究结果如

下：(１)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效

应，即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越大。

(２)在不同阶段，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存

在差异。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７年，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

影响较小；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

的影响呈现出增长趋势；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城镇化对交通

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达到了最高点。 (３)交通运输业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能源结构和科技水平等因素均对交通运输业

碳排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３．５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以我国３１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计量模

型，采用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交通运输业对 GDP的贡献

度等指标，对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进

行实证分析，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

镇化率增加１％，会导致交通运输业碳排放量增加０．６２％。

同时，人口密度和交通运输业对 GDP的贡献度也会对交通

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 此外，通过对模型的稳健性

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也得到了证明。 本研究结果表

明，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呈现出显著

的正相关性，城镇化发展和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减少需要建

立新的能源结构和发展新技术。 此外，人口密度和交通运

输业对 GDP的贡献度也需要纳入城镇化和交通运输业的规

划之中，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结合研究结果可知，

城镇化和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政策层面和技术层

面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

境的良好状态。 同时，本研究方法也可以为其他领域的实

证分析提供借鉴和启示。

４　结束语

本研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城镇化对交通运

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对交通运

输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不同地区城镇化对交通运

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

放的影响在不同阶段也存在差异。 这些发现对于实现低碳

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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