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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进展

我国气候变化政策研究的 资助与进展分析

吴 刚 方德斌 杨 列 勋

国 家 自 然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管 理 科 学 部 ， 北 京

摘 要 本 文 对
—

年 国 家 自 然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管 理 科 学 部 在 气 候 变 化 政 策 领 域 资 助

项 目 进 行 了 统计 梳理 ， 分析 该领 域 国 内 外 研 究 现 状 与 资 助 项 目 的 进 展 情 况
， 发 现 虽 然 资 助 项 目 数 量

不 多 ， 但在研 究 内 容 上基 本覆 盖 了 气 候 变 化 政 策领 域 的 国 际 热 点 研 究 方 向 ， 而 且 我 国 气 候 变 化政 策

研 究 紧 跟 国 际 学 术 前 沿 。 我 们 希 望 为 该领 域 学 者 的未 来 研 究 提 供 一 些 参 考 和 启 发 ， 促进 我 国 气 候

变 化 政 策领 域基 础 研 究 的 发展 。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 ， 碳排放 ， 气候政策建模 ， 碳税

近年来 ， 全球气候变化 已 成为 国 际社会 与学术 化与碳减排政策 的科技专项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

界共同关注 的热点 问题 ， 国 际上气 候变化研究 的热 员 会在气候变化领域资助的项 目 数量也大幅增加 。

潮 始于 年 《 联合 国 气候 变化框架公 约 》发布 之 气候变化政策研究与 能 源经济密 不可 分 所 以

后 ， 年《 京都议定书 》 的签订 ， 引 起了 各签约 国 、 相关研究多发表在

易 受气候变化影 响 的小岛 国家 、 碳排放大 国政府和 等能源 经济环 境领域 的 源

学术界对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重 视 ，

一些 国 际组织 期刊 上 ，截止到 年底我 国 学者在气候变化领域

和研究机构从政策 、 技术 、 建模等不同 领域和 方向 开 发表 的 国 际论文总数 已跻身世界前 位
⑴

。 因 此 ，

展 了 大量的研究 。 文献统计数据表 明 ， 年以 前 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 ， 不仅 对促进我 国 管理科学 的

气候变化领域 发表 的 文章基本都集 中 在 欧盟 等各 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 ， 而且对解 决我 国 空 气污

《 京 都 议 定 书 》 的 签 约 国 ， 其 中 约 来 自 于 染 大气治理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国 际谈判具有

美 国 。 特别重要的 现实意义 。

年英 国政府发布 《 斯特恩报告 》 ， 引 起 了 全
命仆 故番飾械 的 咨 的 声

世界对气《侧雜 ， 神細开触肺腿

排政策 ， 很大程度上 推动 了 我 国 能源与 气候变化政 我 国气候变 化 政 策研 究起步较 晚 ， 年 起

策的研究与发展 。 年 《京都议定书 》 正式生效 ，
资助 项目 数 才显著增加

同年美国 宣布退出 《 京都议定书 》签约 国 ， 理 由 之一 气候变化研究是一个涉及大气科学 、 环境科学 、

就是中 国 等温室气体 排放 大国 没有 承担减 排责任 ， 管理科学 、 经济学等多 学科交叉的领域 ， 国 家 自 然科

美国退出 《京都议定书 》给我国在国 际气候变化谈判 学基金委员 会管理科学部 自 成立之初就开始资助资

中增 加 了 很大压力 ， 同 时 也引起 了 我 国 政 府和 更多 源与环境政策领域的 研究 ， 由 于 我 国 气候变化政策

学者对全 球气 候 变化 问 题 的 重 视 和 关注 ， 尤其 是 研究起步 较 晚 ， 年 以 前该领 域 项 目 申 请 量很

年联合国 气候变 化大会哥本 哈根会议前 ， 我 国 少 ， 每年仅资助 一 项 。 随着国 内外气候变化政策

政府提出 到 年单 位 的 二氧化碳 排放 比 研究的持续升温 ， 自 年开始管理科学部在气候

年下降
— 的减排 目标 ，

一时间气候变 变化政策领域受理和 资助 的项 目 数 量都 大幅 增加 。

化问题成 为 我 国 政府 和 学术 界共 同 关 注的 热点 问 年管理科学部在
“

十 二五
”

规划 中 将
“

能 源与 气

题 ， 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 科 学技术部 、 环境保 护 候变化领域
”

列 为优先资 助领域之一

， 很大程度上促

部 、 中 国科学院等部 门 纷纷启 动 了
一批关 于气候 变 进了 我 国 气 候 变 化 政 策 领 域 研 究 的 快 速 发 展 ，

：

本文于 年 月 日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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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管理科学部 在 气 候变 化 政 策 领 域 每 较 少 ， 各 研究 方 向上 资助 的 项 目 份额如 图 所示 。

年 资助 的 项 目 数 量都在 项 以上 （ 图
气候变化 政 策领域 的研 究进展分析

资 助 类别 多 样 化 ，
面上 和青 年基 金项 目 是 资 助

的 主体 气 候变 化影 响 与适应 评估 研究

截止到 年 管 理科学 部对气候 变 化政 策 领 气候 变 化及其引 发 的极 端灾害 事 件 ， 对农 业 、 水

域共资助 项 ， 其 中 ， 重点 国 际 合 作项 目 项 ， 重 资 源 、 健 康和 人居环境等 已造成诸 多不 利影 响 ， 如 何

点 项 目 项 ， 国 家杰 出青 年科学基金 项 ， 优 秀青 年 科学客 观评 价气候变 化的影响 与适 应 是 国 际气 候变

科学基金 项 ， 面 上 项 目 项 ， 青 年 科学 基 金 化 领域研究 的 热点 问题之一

。 国 际 上很 多 学者从不

项 ， 地 区基 金 项 ， 专项 基金 项 。 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 同 角 度研究 生态 系统或生态 因 子对全球气 候变化 的

金 的 战略定 位 是
“

支 持基础 研究 、 坚 持 自 由 探索 、 发 响 应 ， 还 有很 多 研究 集 中 在 气候变 化 对人类 生 存

挥导 向作用
”

从气候变化政 策领域资 助 的项 目 类别 发 展 的影 响及 适应性研究 。 我 国 学 者从气 候变化影

来 看 ， 自 由 申 请 的面 上 和 青 年科学基金 项 目 占 绝 对 响 与适应 的 角 度也开展 了
一

些研究 。 代 表 性 的工作

优势 ， 两 者 约 占 资 助 项 目 总 数 的 虽 然 我 国 气
有 ， 侯向 阳 基 于近 年的 高 密度 气 象 与遥 感数据 ’

候变化政策 研究起步较晚 ， 但是该领 域研究 的 国 际
研究 了我 国 北方草原 区 总体暖旱化的气候 变化 趋 势

化 程度 很高 ， 很 多 学者的 研究 成果都发 表 在 该领域 及其脆弱 性差异 ， 基于 田 野调查数据 探究 了 气候 变

国隨要 期 刊上 ， 该领域获得 了 多 项重 点 国 际合作 、

化对牧户 生产系统 的影 响及細方式…
。 丁 勇 研究

杰 青 、 优 青 等 重 要 项 目 ， 约 占 资 助 项 目 总 数 的
了我 国北 方半农半牧 区气候变化对农牧民 家庭 生计

， 这 在 小学科领域还 是很少见 的 。

的影 响及 家庭 脆弱性 分异 机 理 ， 探讨 家處 气候 变 化

资 助 方 向 多 元化 ， 碳减排 策 略和 气候 政 策 建 模
适应 机制 ， 提 出 面 向 农牧 民 家庭的多层次 （ 区 域和家

成 为 研 究热 点 庭 ） 、 多维度 气候 变化适应 对 。 金霞定 量研 究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大 多是 科学 家 自 己 选题
了全球气 候 变 化 对我 国 粮食 安全 的长 期 与 短 期 影

自 由 申 请 ， 所 以 即 使 在气 候变 化政策 领 域项 目 选题
响 ’ 以 及适 应 性对策 效果 的 综合评估 。 魏 一 鸣 应

也五花八门 ，但 是各 项 目 拟 解 决 的 关键科学 问题具
用 等宏 观计量模型定量研究 了 气候 变 化 对社

有很 多共性 ， 因 此 ， 我们 通过 对资 助项 目 拟研究 的关
雜济 系统易损性 的 影响

’
」

。
还 有 些项 目 重点

键科学问 题进行梳理 ， 把所有项 目 按研究 方 向 大 致
究 气 勺 脆 弱性与适 的评估 问 题

』
。

分为气候政策賴 、 碳减 排腾与 政策 、 碳排放权
， 建模研究

配方案与碳价 、 碳减 排的经济影 响与 碳税 、 国 际 贸 易
候变 化政 策建模作 为评估和模拟 气 候政 策

隐含碳测算 、 气候变 化影 响 的综合评估 、 低 碳技术帛
肖 效工具而 备 受 关注 ， 气 候 政 策 建模源 于 的

合 评价 等 类 。 从研究方 向 上 看 ， 碳减 排策 略 与
能 源经济 建模 ’ 进而发 展成为能 源经 济环境 的 犯 模

策 研究 获 资助项 目 最 多 ， 约 占该领域 资助 项 目 总
自 ， 国 际应 用 系 统分析研究 所 （ 上 世纪 年

的 ， 其次 是气候政策 建模研 究 占 ， 低 碳
末 在 模 型 的基础上 ， 把技 术进步 引 入进来 拓 展

术 和 国 际 贸 易隐 含碳测算两个方 向 获 资助项 目樹
成 为能 源经 济 技 术■ ， 。

从整 体上 来看 ， 目 前 已 开发 的模型 可 以 分为 大类 ：

“

自 下 而上
”

模型 ： 对各种 具体 的 技术 、
工 艺

： 流程都有 比 较详细 的 描述 ， 在评估 资 源 生产 技 术 的

錢 替代 效应上 有更 高 的 可信度 ， 清 晰 地说 明 了 资源 消

耗 、 温 室气 体排 放的 机理 、 能 源系统成 本 变化等 。 比
“

较有代 表性的模型 ：
、

、 、

模型等 。

画 醒
“

自 上 而 下
”

模 型
： 通 过若 干 变 量和 方 程 模

、 ：
— 拟 计算 出 整个经 济 的 运 行状况 ， 从一个非 常 宏 观 的

丨

旦 曰 士 方士 叫 曰
、
丄 姑

角 度人手来 分析 问 题 ， 最具有代表 性 的是 可 计算 一

‘

般均衡模型 （ 。 由 于 在 模型 中 可 以 灵活
图 气候变 化 政策 领域资 助 项 目 情况

一 、 ，

年 的 数据 是指 年和 以前资 助项 目 总 数 。

反 映政 策变 化所带 来 的直接 和间 接影 响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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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影响的综 ■ 低碳技术综合评价

合评估

国际贸易隐含

碳测算 土二

气候政策建模

，

‘

碳减排 的经济馳

—放权分

“

‘

图 气候变化 政 策领域资 助 项 目研 究 方 向 分 布

模 型很快在社会经济 和气候 政策建 模等领 域被广 泛 的影 响 ， 应 用 不 同 的 模 型方 法 开 展 了 评 价 与 仿 真

应用 。 我 国 学者结合 中 国实 际 ， 对 模型 做了 很 研究 。

多 二次开 发研究 ， 代 表性 的有 国 务 院 发 展 研究 中 心 碳排 放 的社 会经济 影 响研 究

李 善 同 等 建立 的 多 区 域 的 中 国 经 济 环 境 模 碳排放 与 社会经 济关 系 研 究

型 ， 北京理工大学魏 一

鸣 等 构 建的 中 国 能 源 经济 碳排 放与 能源 消 费 、 经济发展 、 人 口 之间 的关系

环 境 技术 的 模型 等 。

一直是研究 的 热 点 问 题 。 总 结各 国 （ 特别 是 发 达 国

混合 模 型 ： 随 着 能 源 经 济 学 研究 的 不 断 深 家 ） 、 各行业 、 各 个历 史 时 期 碳排放 变 化轨 迹 的 经验

人 ， 新 构建的模 型在 上 述两种 类别 之 间 的 界 限 越 来 和教 训 ， 定量分析各 类 因 素对碳排 放 的 影 响 ， 对于 分

越 模 糊 。 在 自 上 而 下 的 模 型 中 ，

一 些 模 型 （ 如 析 不 同 政策 情 景 下 我 国 及其 各 省 区 碳排 放 变 化趋

模 型 ） 巳 经开始引 人详细 的 能源 技术 分类 。 势 ， 具有 重 要 参考价 值
。 因 此 ， 很 多 文 献 应 用 各 国

而 另 一方面 ，

一些 自 下 而 上 的模型 也开 始 研究 整 个 历史数 据 ， 借鉴环境库 兹涅兹曲 线 （ 研究人均

能 源 系统的 经济 效应 。 例如 ， 模型 就 引 人了 碳排放 与 人 均 的 关 系
— 些 学 者 应 用

具有价格 弹性 的终端需求 ， 即 当 能 源 价 格 发 生 变化 模 型 研究碳排放与 人 口 、 人均 、 技 术 、 能

时 ， 就会对能 源需求 产 生影 响 。 这些同 时具有
“

自 上 源 结 构 的 关 系
°

； 还 有 学 者 借鉴 经济 增 长 趋 同

而 下
”

和
“

自 下 而 上
”

特点 的 模 型 ， 称 之 为
“

混 合 模 性检验方法 研究 碳 排 放强 度 或 人均 碳排放 下 降 速

型
”

。 鉴于混合 模型 融合了 两 类模型 的优点 ， 成 为 政 度 ； 另 外 ，

一些学者 构 建 了 跨 地 区 多 部 门 的气候

策建模研究 的热点 。 政策 综合评估模型 来研究碳排放轨 迹 ， 包括

国 外研究起步 较 早 ， 早 在 世纪 年 代 中 期 模 型 、 模 型 、 模 型 、 模

麻省 理工学 院就 成立 了 能 源与 环 境政策 研究 中 心 ， 型 等 。

开 展气候政策 建模 等方 面 的研究 ， 其 代表 性人物有 碳税政策 的研 究 进展

目 前该领域 最 高产 的学者 ， 已 发 表 碳税作为一种 庇古税 ， 其与 总 量控 制 和排放 交

余篇关 于气候 政策 建模方 面 的 文 章 。 我 国 学者 易 等市 场竞争 为基础 的 减排机制 相 比 ， 碳税 被 认 为

在气候 政策 建模方 面 主要是开展 综合应用 研究 ， 应 是更有 效的 减排 机制 。 全球最早开 征 碳税 的 国 家是

用 比较多 的模型 有投入 产 出 模型 、 可 计算
一 般均衡 芬兰 （ 年 ） ， 随后 、 挪 威 、 瑞典 、 丹 麦 、

荷 兰 、 意 大

模 型 、 宏 观计量经 济模型 、 以 及综 合评价模 型等 。 也 利 以 及加 拿 大 的 魁北 克和 不列 颠哥 伦 比亚 省 相 继开

有 一些 学者 结合我 国 实 际 ， 构 建适合 我 国 特点 的 能 征 了 碳税 。 据 估 计 ，

— 年 间 ， 芬 兰 因 为 征

源经济环 境政策 模型 ， 定量模拟 我 国 低 碳发 展 政策 收碳 税使二 氧 化碳 的 排放 量减少 了 约 碳税 的

的社 会 经 济 影 响
° —

， 代 表 性 的 有 清 华 大 学 的 开征 使挪威二氧 化碳 排放量降低 了 左右 ； 瑞典

模型 、 模型 等 。 还 有 一些 学者 针 在 — 年 间 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减 少 了 ，

对气候政策对宏 观经 济 、 产 业部 门 和 低碳发 展 路径 而瑞典经 济也保持了 持续高 速 增长 。 实 践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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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的碳税制 度可 以 在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 长的条 境 投人产出法后 ， 年 就利用 逆

件下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 。 目 前关 矩阵研究 了美国 贸易逆差中 的隐含能源问题 ， 随着

于 碳税 的研 究 ， 主 要集 中 在分析碳税对 、 能 源 碳排放问题备受关注 ， 国际 上一些学者应用 投入产 出

系 统 、 社会福利等宏观经济产生 的影 响 、 碳税对收 人 模型研究国 际贸 易 中 隐 含碳的 问题 。 随着我 国经济

分布和 国 际竞争的影响
一

。 另 外 ， 随着欧盟关 于 和对外贸易量的快速发展 ， 中 国对外贸易 隐含碳问题

航空碳税 ， 航空碳税政策是 中 国 面临 的 一

个新 的重 引 起国 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 所以 国 内
一些学者也开

要 国 际争端 问 题 。 如 何应对航空碳税争端 ，
怎样 提 始利用投入产出模型 ， 测算我 国 同其他代表性国 家或

出 对中 国最佳的谈判方案 是当 前政府 、 相 关企业 和 地区 国 际贸易 中隐含碳的 问题 。

学术界非常 关注的难题 。 碳排 放权的分配研究

碳减排策 略与 政策 研究 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核心 问题是如何设定合理

碳排放研 究 的全球长期减排 目 标 ， 并实 现有限 碳排放空 间 的 公

世纪 年代 ， 国 外 一些学 者将生活 方式 的 平分配 ， 即 全球碳排放权的分配 。 自 年联合国

概念引 入能 源 消 费 和碳排放 的研究 中 ， 等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 以 来 ， 出 现 了
一系 列 关于碳

研究认为
“

消费 者 的行为 ， 如 私人汽车 、 家庭生活模 排放权分配方法的研究 ， 目 前 国 际 上对排放权分配

式 、 服务 等能 够影 响 大 约 全部 能 源 消 费 的
— 方案的研究主 要集 中 在两个方面 ：

一是 以 不 同 的公
”

。 利 用 投人 产 出 模 型评估 了 澳 大 平准则为基础 ，设计不 同 的全球排放权分配方案 ， 例

利 亚消 费者行为对能 源消 费和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影 如祖父原则 、 历史责任 、 紧缩与趋 同 、 碳预算 、 温室 气

响
°

。 年的 报告中 指 出 ， 改 变居 民 消 费 体发展权等 ； 二是将 全球排放权分配方案与 发展 中

模式是减缓气候变化 的选择方案之一

， 由 于欧洲 大 国 家不 同 的参与 时 间表相联 系 ， 研究其对实现不 同

部分 国家很早就开始征收了碳税 ， 所以 国 际上研究 稳定浓 度 目 标的影 响 。 国 内
一些学者 围绕各 国 碳排

碳减排策略多集中 在碳税税率 、 征收 模式 、 补贴方式 放权的分配原则 和 公平性问题 ， 从 多个 角度研究碳

等方面 。 国 内
一些学者更 多 的 研究我 国 碳 排放特 排放权分配方案 的公平性 、 分配方法的科学性 、 以 及

点 、关键影响 因 素 、 部 门 碳排放的演 变轨迹 、 碳排放 初始碳排放权分配的合理性⑷
。

效率 、 以及减排潜力等 。 低碳技术综 合评价研究

碳排放交 易研究 在减缓和应对气候 变化 中 ， 低 碳技术是减缓全

碳排放交易 分为 配额型 交易 （ 球气候变化的有 效途径 之一

。 然而 ， 低碳 能 源技术

和项 目 型 交 易 。 配额 型 交易 ， 指 总 量 投资不同 于传统的 能 源技术 ， 也有别 于一般 的高 新

管制下所产生 的减排单位 的交易 ， 如 欧盟碳排放交 技术 ， 主要表现为技术本身不确定性 、 发展外部环境

易 。 我 国 正在开展的北京 、 天津 、 广东 、 深圳 和 上 海 不确定性以 及长 期 发展路径的 不确 定性 。 因 此 ， 低

交易也属 于此类交易 ， 其是碳排放强 度约 束下的 交 碳能源技术投资决策具有较高的决策难度 。 其评价

易 。 项 目 型交易
， 指 因 进行减排项 目 所产生的 减排 方法从最早的净现值方法

，
发展到 能源 投资 收 益率

量的交易 ， 如清洁发展机制 下的
“

核证减排量
”

、 联合 等方法 ， 由 于低碳能 源技术投资决策面 临更多 的不

履行机制下 的
“

减排量单位
”

， 主要是通 过 国 与 国 合 确定性问题 ， 基于实物期权 的投资评价方法成为 能

作的减排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 。 关于对排放权交 源技术投资评价研究的热点 。 目 前 国 内该领域 的研

易 的 研 究 最 早 来 自 于 和 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应用仿真模型 （ 如 多主 体

， 他们第 一次从战 略选择 的高度对利 用 排放 建模方法 来模拟各类低碳技术的发展 ； 另 一类是应

权交易 控制 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 探讨和 阐述 。 用 期 权 理 论 来 评 估 低 碳 技 术 投 资 的 综 合 收

随着我国 碳排放交易 市场 的建立 ， 越来越多 的学者 益率
° 〕

。

研究碳市场机制 、 碳市场行为特征演变 、 碳排放权分

配 、 碳价形成机理 、 碳交 易模拟 、 以 及碳市场 的风 险

度量等 问题
一

°

。 全球气候变化 已 成为 国 际社 会共 同 关注 的 政

国际 贸易 中 隐含碳排 放研究 治 、 经济和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政策研究能够为 国 际

国际 贸易 中隐 含碳 问题是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 谈判 、 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策略 、 温室气体排放管
一个重要分支 。 早在 世纪 年代 提 出 环 理 、 以 及碳减排政策 的制定 ， 提供决策参考与信息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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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因 此 ， 随着国 际气候变化谈判进人胶着状态 气 际上气候变化政策模型多是基于发达 国 家的经济产

候变化政策研究持续升温 。 虽 然我 国是最大 的碳排 业结构和 特点 来建模 的 ， 由 于 发展 阶段和 技术水平

放国 ， 但作为发展 中 国 家并未承担任何约 束性 的温 等差异 ， 并不符合我 国 经济发 展特 点 ， 因 此 ， 如 何结

室气体减排责任 ， 随着 国 际社会要 求中 国 、 印 度 等发 合我国 实际 ， 建立符合我 国 社会经济 发展现状的 气

展中 碳排放大国 承担一定的减排责任的 呼声越来越 候政策模型 ， 开展一些支撑政府决策 ， 有助 于我 国 应

高 ， 未来我 国 在国 际气候变化谈判 中 的压力 将越来 对国 际气候谈判的研究 。

越大 所以 结合我 国实际 从发展中 国 家的立场和角
参 献

度开展气候变 化政策研究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和学
魏一鸣 ， 米志付 张皓 气候政策 建模 研究综述 ： 基于 文献计

木意又 。

量分 析 地球科学进展 ，
，

—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管理科学部在气候变化政策

领域资助项 目 的研究进展情 况进行 总 结分 析 ， 可 以
， ：

—

侯向 阳 我 国北方 草原 区气候 变化适 应性评 价及 其管理 对

虽然 资助 项 目 数量 不多 ， 但在研究 内 容上 策研究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丁勇 ■ 气候变化对农牧 民家庭 的影 响与适应对 策 ： 基于 中 国

基本覆 了 气 候变化政 策 页 域 的 际 热点 究 方 北方半农半牧 区 的调 查研究 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金项 目 进 展

向 ， 而且很多研究 内 容和 成果紧 密 围绕我 国 应对气 报告 ，

■ 赤 刍 垂姑 也 办 光雄
王金霞 气候变化 对 中 国 粮食 安全 的长期 与短期 影响 及 适

候变化急需解决和研究的关键科子门 题 。

雜对 策 效 果 评 估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进 展 报

我 国 气候 变化政策研 究 紧 跟 国 际学术 前 告 ，

沿 ， 无论是研究 的 问题还是采用的 模型 方法都基本 魏一 鸣 气候变化 对社会 经济 系统易 损性影 响分 析方法 及

其应 用研究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与 国 际 同步 ， 很 多项 目 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本领域 潘家华 长三角城 市密集 区气 候变化 适应性 及管 理对策 研

国际主流 的 学术期刊 上 ， 甚至有些成果 已 成为 究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田 浓 丨 口 丨 餅 下 女
郑艳 气候变化适应治理机制 冲 国 东西部地 区案 例 比较 研

国 际 主流期刊 引 用次数 的论文 。

究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已有研究 跟着 国 际 同 行学 的偏多 ， 引 领性

的研究太少 。 目前多数项 目 成果还是参照 国 际上 已
，

：

一

发表的文章 ， 或者应用不 同 的模■方法 同
一

魏一 鸣 能源供应安全与能源政策 的基础研究 国家 自 然科

科学问题 ， 或者应用 相 同 的模型 方法讨论 中 国 的 问 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 告 ，

王灿 基于 内生技 术变 化混合 模型 的 我 国 低碳发 展经 济影

题 ， 在研 视角 、 必、 路 、 方法 、 问题等方面的创新还有 响研究 国家 自 然科 学基金项 目进展报告 ，

待进一

步提高 。
曹静 中 国节能减 排政 策 ： 宏 观层 面 模 型分 析及其 微

观层面政 策影 响与 分配效 应 的实证研究 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
未来有誠

—

步加 强的方向 ：

金项 目 进 展报告 ，

力口 强 团队建设和 人才培养 ， 实现数据共享 。 陈诗 一 我 国低碳转 型的 经济 学传导 机制 及政策 优化仿 真

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是一个多 学科交叉 的领域 ， 我 国
究 基于行业 和地区 视角 家 自 然科学基金 项 目 展报

告

在该领域 的研究起步较晚 ， 所 以 在 团 队建设 和人才 王兆华 低碳约束 下产业链上企业 协同 减 排机制 、 模 式与竞

培养方面需要 进一 步加强 。 该领域主 要基于能 源 、
争策略研究——以 石化和 水泥产 业 为例 国家 自 然科 学基

经济 、 技术 、 以 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数据开展不 同方向
赵国 浩 应对气候 变化 的 煤炭 资源低 碳化 利用理 论与 政策

的研究 ， 所以 相 同 数据在不 同 研究 中 重 复使用 的频 研究 国家 自 然科 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率非常 高 ， 因此 ， 实现数据共享 有利 于 提 高 研究效
比和 建模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率 ， 便 于研究结果的 比较分析 。

加 强 国 际交 流 与 合作 ， 实 现引 领性研究成 ：

—

果的 突破 。 目 前气候变化政策领域高 产作者和 髙引
：

用论文都集中 在欧美等发达 国家 ， 所 以 加强 国 交

流与 合作 ， 有利 于 提高我 国 的 整体研究水平 。 而且
！

’

。
，

中 国 的碳排放 和减排 问题备受关注 ， 所 以 如 何结合
：

我 国 的实际 和特点 ， 探索发展 中 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 ：

々 处 朗

路线

加 强支撑政府决策与 国 际谈判 的研究 。 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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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刘扬
， 陈劭锋 基 于 方程 的典型发达 国 家经济增 长与

碳排放关系 研究 生态经济
， ，

（
— 邹乐乐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行为特征 与机制 差异性研 究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张金 良 发电 行业初 始碳 排放权 分配及 ■ 级 市场交 易优 化

， ：

— 模型研究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潘静 ， 高辉 关于我国 开征碳税相关问题 的思考 当代财经 ， 张跃军 碳排放配额交易的 市场机制与政策研究 国家 自 然

，
：

— 科学基 金项 目进展报告 ，

张兴平 碳税对 区域 经济 环 境 能源系统 的 影 响机制 研究 ：

及政策设计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 ：

—

乔晗 基于博弈论的 二氧化碳减排税收政策研究 国家 自 然 闫 云凤 基于 模型 的 中 国 对外 贸易 隐含碳及 减排 政

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策研究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梁巧梅 能源环境政 策动态 多 区域模型 及其在 减碳政策 中 赵玉焕 金砖五国 对外贸易隐含碳 测算及我国 对策研究 国

的应用研究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赵玉焕 碳税 的产业 国际竞争力效应 ： 国家经验 的计 陈文颖 ， 吴宗鑫 碳排 放权分配与碳排 放权交易 清华 大学

量分析及我 国相 关政 策选择 的路径 研究 国家 自 然科学 基 学报 （ 自 然科学版 ）
，

：

—

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丁仲礼 应基于
“

未 来排 放配 额
”

来 分 配各 国 碳排 放权 群

， ， ， 言 ， ，
：

—

： 何建坤 ， 陈文颖 ， 腾飞 ， 刘滨 全球长期减 排 目 标 与碳排放 权

，
：

— 分配原 则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

—

腾飞 碳排放权分配方案的 比较研究与 博弈分 析 ： 公平与 效

： 率视角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

— 张焕波 国际碳排放 权分 配方法评 估 的多 国 气候保 护宏 观

刘兰翠 居民 消费行为对节能及碳排放的影 响机 制研究 国 动态经 济模型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袁永娜 基于 模型的中 国碳排 放许 可初始分 配方案研

田立新 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节能减排体系研究 国家 自 然 究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科学基金项 目进展报告 ， 梁大鹏 基于碳捕获 技术 的 电力 产业低 碳运 营模式 演进 机

廖华 考 虑要 素禀陚 差异 的 各 国各 行业碳 排放 轨迹集成 比 理及政 策设计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较研究及其对我 国 的启 示 ， 朱磊 不确定条件下 低碳 能源技 术投资 综合评 价模 型理论

周鹏 效 率分 析视角 下我 国 二氧化 碳减排 的 责 任与路径 研 与应用研究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项 目进 展报告 ，

究 国家 自 然 科学基金项 目进 展报 告 ， 张贤 实物期权理论 在 项 目 投 资中 的 应用研 究 国 家

穆海林 基于 博弈的我 国温室气 体减排 对策研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进展报告 ，

究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项 目进 展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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