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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视角下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及驱动因素研究

尚 梅,龚梦婷,杨 晴
(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054)

摘要:基于消费者生活方式法(CLA),利用CFPS数据,分析家庭特征通过消费模式对家庭碳排放

的影响,并利用Tapio脱钩指数法与LMDI因子分解法,对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进行测度并分析

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八类家庭消费中,居住、食品、家用设备和交通通讯类消费对家庭碳排放的

贡献较大,所有家庭特征中家庭收入通过消费模式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最大。2012-2018年我国

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消费模式与碳排放总体上为脱钩连结关系,碳排放强度和消费倾向是

抑制家庭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结构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是家庭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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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greentransformationanddrivingfactorsofhouseholdconsumption
patternfromtheperspectiveofcarbonemissionreduction

SHANGMei,GONGMengting,YANGQing
(SchoolofManagement,Xi’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Xi’an710054,China)

Abstract:Basedontheconsumerlifestyleapproach(CLA),usingCFPSdata,thispaperanalyzes
theimpactofhouseholdcharacteristicsonhouseholdcarbonemissionsthroughconsumptionpat-
terns,withtheTapiodecouplingindexmethodandtheLMDIfactordecompositionmethodused
tomeasurethegreentransformationofhouseholdconsumptionpatternsandanalyzeitsinfluen-
cingfactors.Theresultsshowthatamongtheeighttypesofhouseholdconsumption,thecon-
sumptionofhousing,food,householdequipmentandtransportationandcommunicationmakea
greatercontributiontohouseholdcarbonemissions,andthatamongallhouseholdcharacteristics
householdincomehasthegreatestimpactonhouseholdcarbonemissionsthroughconsumption
patterns.From2012to2018,householdconsumptionpatternsandcarbonemissionsatdifferent
incomelevelsindifferentregionsofChinaaregenerallydecoupledandlinked.Carbonemission
intensityandconsumptionpropensityarethemainfactorsforrestrainingthegrowthofhousehold
carbonemissions.Consumptionstructureandpercapitaincomelevelarethemaindrivingfactors
forthegrowthofhouseholdcarbonemissions.
Keywords:householdcarbonemission;greentransformationofconsumptionmode;decoupling;

LMDI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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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明晰居民家庭碳排放

增长的主要来源,对降低家庭部门碳排放至关重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消费引起的碳排放所占

比重逐年递增[1-4]。据统计资料测算,2013—2020
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

分别为8.2%和10.2%,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年增长

率分别为5.4%和8.7%,使得家庭碳排放增加了近

40%[5],家庭部门碳排放跃居成为第二大碳排放部

门[6]。长期以来,对碳排放的研究多集中于工业领

域[7]。因此,通过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降低家庭

碳排放对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
有关家庭碳排放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

地区和省域层面,研究方法主要有投入产出法和消

费者生活方式法。Liu等[8]基于1992—2007年中

国家庭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中国家庭碳

排放量,发现家庭碳排放量占总碳排放量的40%以

上。王瑛[9]以2000—2015年为研究期,基于西部各

省统计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及碳排放系数法,核算

了我国居民消费碳排放,发现间接碳排放和总碳排

放呈波动上升趋势。胡振等[10]基于2014年CFPS
数据,采用消费者生活方式法(CLA)对我国西部地

区家庭碳排放进行了核算。
有关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大多数

学者从家庭收入、规模、家庭消费模式等方面展开研

究。郑凡和王雅楠等[11-12]利用STIRPAT模型,探
讨家庭人口因素与碳排放的关系,发现家庭规模是

影响的因素碳排放之一。胡振等[13]利用LMDI模

型对陕西省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家庭消费效应、家庭规模效应对家庭碳排放具有正

向影响。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家庭消费模式对碳排放

的影响,徐新扩等[14]基于消费模式通道法,分析了家

庭社会经济特征通过消费模式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有关“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的相关研究还没

有搜索到,根据本文对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的界

定,可以检索脱钩理论在家庭碳排放方面的应用,相
关研究有曹庆仁等、张风斌分别利用脱钩指数法与

LMDI法,对北京市和陕西省居民消费支出与碳排

放之间脱钩关系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15-16]。
可以看出,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家庭消费和碳

排放进行了广泛研究,但还存在以下可提升之处。
首先,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影响家庭碳排放的机

理还需要进一步明晰,本文借鉴消费者生活方式理

论及脱钩理论,梳理了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及其

对碳排放影响的机理,这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其

次,学者们研究家庭碳排放时往往选择宏观[17]或微

观影响因素[18],理论依据较匮乏,本文依据家庭特

征影响家庭消费模式、家庭消费模式影响家庭碳排

放的思路,分析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这是本文的

创新点之二。最后,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的研究

还很少,本文拓展了脱钩理论,定量分析了不同地

区、不同收入阶层家庭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型度,这是

本文的创新点之三。

1 研究机理

Bin和Dowlatabadi[19]提出从消费环节认识碳

排放的消费生活方式法,该方法认为家庭特征通过

家庭消费倾向和生活方式作用于消费模式,并最终

影响家庭的碳排放水平。根据该理论,家庭特征决

定家消费模式进而影响家庭碳排放[14]。本研究中,
家庭消费模式用家庭食品、居住等八大类消费金额

表示,给定家庭消费水平,不同家庭八大类消费的比

例会有差异,即不同家庭有不同的消费模式,从而导

致不同的家庭碳排放水平。本文探讨家庭消费模式

绿色转型的宗旨在于降低家庭碳排放,故界定家庭

消费模式绿色转型为“家庭碳排放不再随着家庭消

费支出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可以用脱钩理论从不同

层次进行分析。研究机理框架见图1。

2 数据来源与家庭碳排放测算

2.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

2014年、2016年及2018年数据,样本涵盖近1.5万

户家庭,覆盖31个省份。调查数据涵盖家庭消费支

出、家庭特征等。

2.2 家庭碳排放测算

家庭碳排放包括电力、热力、其他燃料及私人交

通出行产生的碳排放和衣着等八类家庭消费产生的

碳排放。为了便于后期的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分

析,本文研究中,考虑电费、集中供暖费与家庭居住

关系更密切,故将其计入居住碳排放部分;由于居民

主要使用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煤气、柴草等燃料进

行烹饪与食品加工,故将其他燃料(包括煤气、液化

气、煤炭、柴草、木炭等)产生的碳排放加总到食品类

消费碳排放量上;本地交通出行产生的碳排放加总

到交通通讯消费碳排放量上。
其中,电力、热力、其他燃料及私人交通出行产

生的碳排放参照张田田[20]计算方法进行测算,衣着

等八类家庭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参照刘莉娜等[21]的

计算方法进行测算。计算流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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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机理框架图

Fig1 Researchmechanismframediagram
 

图2 碳排放计算流程

Fig.2 FlowChartofcarbonemissioncalculation
 

3 家庭特征、家庭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

分析

  本文从家庭消费模式受家庭特征影响、同时又

影响家庭碳排放的思路,测算出家庭特征通过家庭

消费模式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3.1 家庭特征、家庭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影响模型构建

根据研究框架图1,CFPS数据库统计了食品、
衣着等八大消费项目,八大项目的消费金额即本文

界定的家庭消费模式。

1)家庭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

建立模型分析家庭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

lnCj =β0+β1lnDfj+β2lnDcj+β3lnDej+
   β4lnDhj+β5lnDtj+β6lnDmj+
   β7lnDrj+β8lnDoj+μ

(1)

式中:lnCj代表第j个家庭人均碳排放的自然对数;

lnDcj、lnDfj、lnDhj、lnDej、lnDtj、lnDmj、lnDrj和

lnDoj分别代表第j个家庭人均衣服鞋帽、食品、居
住、家用设备、交通通讯、医疗、文教娱乐消费支出、
其他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β0为常数项;βi(i=1、
2、3、4、5、6、7、8)为八类家庭消费对家庭碳排放的影

响系数;μ为残差项。

2)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模式的影响

根据研究框架图1,家庭消费模式又受家庭特

征影响。本文以家庭八类消费项目支出金额分别作

为被解释变量,家庭特征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分析

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模式的影响:

 
lnDfj =β0+β11lnSj+β22lnPj+β33Gj+
    β44Ej+β55Mj+μ

(2)

式中:lnSj、lnPj、Gj、Ej和Mj分别代表第j个家庭

人均收入自然对数、家庭规模自然对数、户主性别、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β11、β22、β33、β44、β55分别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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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收入、家庭规模、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对家庭消费模式的影响系数。
在保持模型(2)中解释变量不变的前提下,分别

由其余七类家庭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相

应的计量模型,研究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模式的

影响。

3)家庭特征通过家庭消费模式对家庭碳排放

的影响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对模型(1)进行求导,得到

食品类消费对家庭碳排放的贡献:

d(Cj)
Cj

=β1
d(Dfj)
Dfj

(3)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对模型(2)进行求导,得到

收入对家庭食品类消费的贡献:

d(Dfj)
Dfj

=β11
d(Sj)
Sj

(4)

根据模型(3)和(4),得到收入通过食品类消费

对家庭碳排放的贡献:

d(Cj)
Cj

=β1β11
d(Sj)
Sj

(5)

类似地,可以测算户主性别、教育水平和婚姻状

况通过八大消费项目对家庭碳排放的贡献。

3.2 变量说明

1)家庭消费模式

  家庭消费模式用家庭食品、居住等八大类消费

金额表示,给定家庭消费水平,不同家庭八大类消费

的比例会有差异,即不同家庭有不同的消费模式,从
而导致不同的家庭碳排放水平。变量说明见表1。

表1 家庭消费支出说明

Tab.1 Descriptionofhouseholdconsumptionexpenditure

消费支出类型 变量名

食品 Df

衣服鞋帽 Dc

家用设备 De

居住 Dh

交通通讯 Dt

医疗保健 Dm

文教娱乐 Dr

其他消费 Do

  2)家庭特征

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经济及其他特征,家庭经济

特征一般用家庭人均收入表示,家庭其他特征比较

多,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及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

的家庭其他特征包括家庭规模、收入、户主性别、婚
姻状况、教育水平等。表2为家庭特征变量说明。

表2 家庭特征变量说明

Tab.2 Descriptionoffamilycharacteristic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变量分类

家庭人均收入S 家庭人均纯收入/(元·年-1)

受访人性别G 男性;其他 G=1为男性;否则G=0

婚姻状况M 在婚有配偶;其他情况(未婚、离婚、丧偶) M=1为在婚有配偶;其他情况M=0

受教育水平E 文盲;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
文盲E=0;初中及以下E=1;高中E=2;

大专E=3;本科E=4;研究生E=5

家庭规模P 家庭人数/人

3.3 家庭特征、家庭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影响的结果

分析

  跟据模型(1)实证家庭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

响,跟据模型(2)实证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模式的影

响,依据模型(5)实证家庭特征通过家庭消费模式对

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3.3.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从大样本及不同收入阶层两个视界对家庭

消费模式及碳排放展开分析。
1)全国层面家庭碳排放、家庭消费模式描述性

统计分析

从图3知,2012—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

费支出占比最多的是食品、家用设备和居住类消费,
三者之和在家庭总消费支出中占比高达60%以上;
食品类消费占比逐年降低,居住和文教娱乐类消费

占比逐年增加。从图4知,2012—2018年城镇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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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碳排放量占比最多的依次是食品、居住消费和

家庭设备消费碳排放,三者之和在家庭碳排放总量

中的占比高达50% 以上;食品类碳排放占比逐年降

低,居住和文教娱乐类碳排放占比逐年增加。

图3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模式变动情况

Fig.3 Changesinconsumptionpatternsofurbanresidents
 

图4 城镇居民家庭碳排放变动情况

Fig.4 Changesincarbonemissionsofurbanresidents
 

2)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碳排放、家庭消费模式描

述性统计分析

家庭消费模式用家庭食品、居住等八大类消费

金额表示,不同家庭八大类消费的比例会有差异,即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有不同的消费模式。从图5知,
家庭消费模式随着收入阶层变化而变化,从样本期

平均水平来看,2012—2018年间,食品类消费占比

随着水平家庭收入阶层提高而降低,即随着收入水

平从低收入依次提升到中低、中等、中高、高收入水平,
食品类消费占比从40%依次降低到37.9%、37.9%、
37.8%、30%,与Engel定律吻合;家用设备、衣着、
其他类消费占比随着家庭收入阶层的提高逐渐增

加,即随着收入水平从低收入依次提升到中低、中
等、中高、高收入水平,家用设备类消费占比从11%
依次提高到12%、13%、15%、20%,衣着类消费占

比从3%依次提高到4.6%、4.8%、5.0%、5.1%,其他

类消费占比从1%依次提高到2.1%、2.9%、2.9%、
3.3%,这与高收入群体对舒适优质生活的追求高度

相关;各收入阶层家庭居住类消费的占比相差较小。

图5 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模式变动情况

Fig5 Changesinconsumptionpatternsofurban
residentsindifferentincomeclasses

 

同时,家庭消费模式变化导致家庭碳排放结构

发生变化,见图6从样本期平均水平来看,2012—
2018年间,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用设备、文
教娱乐、衣着类碳排放占比逐渐增加,即随着收入水

平从低收入依次提升到中低、中等、中高、高收入水

平,家用设备类碳排放占比从10.6%依次提高到

11.8%、13.2%、15.4%、21.2%,衣着类碳排放占比

从3.2%依次提高到3.7%、4.0%、4.2%、4.7%;随
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类、医疗保健类碳排放

占比逐渐降低,即随着收入水平从低收入依次提升

到中低、中等、中高、高收入水平,食品类碳排放占比从

27.4%依次降低到27.1%、26.6%、26.3、20.4%,医
疗保健类碳排放占比从16.75依次降低到12.5%、
11.1%、11%、7.6%。

图6 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家庭碳排放变动情况

Fig.6 Changesincarbonemissionsofurban
residentsindifferentincomeclasses

 

3.3.2 家庭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影响实证结果

家庭消费模式对家庭碳排放的实证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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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平均水平看,2012—2018年间,家庭食品、家
用设备、居住、交通通讯类消费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较大,家庭居住、食品、家用设备和交通通讯类消费

样本期内年平均每提高1%,引致家庭碳排放年平

均增加率分别为0.223、0.213、0.127、0.093个百分

点;衣着类、其他类、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消费对家

庭碳排放的影响较小,影响系数均小于0.07。从增

长态势看,2012—2018年间,居住类消费对碳排放

的影响呈下降趋势,食品类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呈

上升趋势;家用设备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呈波动态

势,分别于2016和2018年达到最大和最小值;交通

通讯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2012年最大。

表3 家庭消费模式对家庭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结果

Tab.3 Regressionresultsfromtheimpactofhousehold
consumptionpatternsonhouseholdcarbonemissions

变量 2012 2014 2016 2018

衣着 0.006
(0.004)

0.018***
(0.003)

0.007*
(0.003)

0.015***
(0.003)

家用设备 0.129***
(0.003)

0.142***
(0.004)

0.158***
(0.003)

0.077***
(0.003)

食品 0.122***
(0.005)

0.230***
(0.005)

0.269***
(0.006)

0.229***
(0.005)

居住 0.271***
(0.006)

0.225***
(0.004)

0.186***
(0.003)

0.211***
(0.004)

医疗保健 0.063***
(0.002)

0.055***
(0.002)

0.058***
(0.002)

0.054***
(0.002)

表3(续)

变量 2012 2014 2016 2018

其他 0.015***
(0.002)

0.011***
(0.003)

0.021***
(0.003)

0.033***
(0.003)

交通通讯 0.121***
(0.005)

0.069***
(0.004)

0.088***
(0.005)

0.092***
(0.005)

文教娱乐 0.032***
(0.001)

0.028***
(0.001)

0.024***
(0.001)

0.028***
(0.001)

样本可决系数 0.734 0.760 0.766 0.721
注:*** 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各
变量均为对数形式。

3.3.3 家庭特征对家庭消费模式影响的实证结果

家庭特征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见表4。除受教育

水平外,所有家庭特征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

于0.2,VIF小于1.4,表明家庭特征变量之间不存

在影响回归结果的共线性问题。
家庭特征对各项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结果见

图7。2012—2018年间,家庭收入对八类消费支出

均有正向的影响,从样本期平均水平看,家庭人均收

入水平每提高1%,引致衣着、家用设备、食品、居
住、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其他类消费分别

增加0.511、0.478、0.359、0.298、0.624、0.433、
0.179、0.557个百分点,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家
庭会追求更舒适、便捷的生活方式,促使家庭消费模

式升级。

表4 家庭特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Tab.4 Correlationcoefficientmatrixoffamilycharacteristicvariables

变量 家庭人均收入 家庭规模 户主性别 受教育水平 婚姻状况

家庭人均收入 1

家庭规模 -0.25 1

户主性别 0.05 -0.05 1

受教育水平 0.41 -0.12 0.06 1

婚姻状况 -0.06 0.10 -0.01 -0.06 1

VIF 1.28 1.36 1.01 1.21 1.27

  从变动趋势看,家庭收入增长对各类消费的影

响非常显著,2012—2018年间,家庭收入对衣着、家
用设备、食品、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
其他消费影响的增长率分别为91.6%、74.3%、
113%、135%、91.5%、83.8%、185%、102%,即家庭

收入对消费模式的促进作用呈逐年递增态势。
据CFPS数据分析,2012—2018年间,我国居

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了70%,引致的各类消费

年均增长率为7%,各类消费随收入增长而攀升的

态势清晰可见。其可能原因如下:一方面可能与通

货膨胀有关,据统计资料分析,2012—2018年间我

国通货膨胀率累计上升了14.3%,即2018年1.2
元的购买力相当于2012年1元的购买力,即居民家

庭消费同等数量的物品,需要多支付20%的费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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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消费模式随时间的推移呈整体上升态势;另一方

面,据统计资料分析,2012—2018年间我国人均GDP
平均增长率为9.32%,表明宏观经济处于健康发展态

势、居民家庭对于未来经济发展预期良好、消费意愿强

烈,导致各类消费都处于上升态势;同时据CFPS统计

数据测算,2012—2018年间,样本中50岁以下户主占

比的平均值为52.1%,即年富力强的户主占比较

高,他们收入高、处于生命周期中财富水平较高的阶

段,消费的能力和愿望都比较高,导致家庭消费模式

的升级。

图7 2012—2018年家庭特征对消费模式的影响

Fig.7 Theinfluenceoffamilycharacteristicsonconsumptionpattern
 

  家庭规模对衣着、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类消费有

正向影响,对食品、居住类家庭消费有负向影响,家
庭规模小型化会导致家庭人均食品、居住类消费增

加,体现了家庭规模的资源分享效应。
教育水平高的家庭文教娱乐类消费较高。
3.3.4 家庭特征通过家庭消费模式对家庭碳

排放影响的实证结果

见表5,2012—2018年间,家庭收入通过居住、
交通通讯、食品及家用设备类消费对家庭碳排放的

影响较大。从样本期平均水平看,家庭收入水平每

提高1%,家用设备、食品、居住、交通通讯类碳排放

分别增加0.058、0.081、0.063、0.039个百分点。这

与随着家庭收入水平提升,家庭对舒适和高质量的

生活需求增加高度相关,例如冬季取暖夏季制冷等

舒适的室内温度、高档的电器及设备、私家车出行等

高碳排放消费。家庭规模对食品、居住类碳排放有

负向影响,对文教娱乐类碳排放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教育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各类消费增加并显著增加家

庭碳排放。

表5 家庭特征通过消费模式对家庭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5 Regressionresultsfromtheimpactofhouseholdcharacteristicsonhouseholdcarbonemissions
throughhouseholdconsumptionpatterns

家庭特征 年份 衣着类 家用设备类 食品类 居住类 医疗保健类 其他消费 交通通讯类 文教娱乐类

家庭人均收入

2012 0.045 0.027 0.045 0.007 0.006 0.038 0.010

2014 0.078 0.051 0.075 0.055 0.007 0.005 0.024 0.015

2016 0.004 0.091 0.113 0.073 0.012 0.014 0.043 0.018

2018 0.010 0.048 0.108 0.082 0.012 0.025 0.053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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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家庭特征 年份 衣着类 家用设备类 食品类 居住类 医疗保健类 其他消费 交通通讯类 文教娱乐类

家庭规模

2012 0.003 -0.050 -0.171 -0.031 0.003 0.010 0.066

2014 0.006 -0.107 -0.069 -0.010 0.016 0.058

2016 0.001 -0.121 -0.063 -0.002 0.047

2018 0.001 -0.009 -0.093 -0.089 0.011 0.055

教育水平

2012 0.002 0.035 0.010 0.048 0.010 0.042 0.033

2014 0.007 0.043 0.034 0.035 0.005 0.024 0.026

2016 0.002 0.041 0.028 0.018 0.008 0.025 0.021

2018 0.005 0.018 0.017 0.020 0.012 0.022 0.025

 注:表中空格表示不显著,家庭收入、家庭规模以及家庭各类消费均为家庭人均值的对数形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刻画出家庭特征、家庭消费

模式与家庭碳排放间的关系图。图中实箭线代表正

向影响,虚箭线代表负向影响,无箭线代表影响不显

著。家庭特征影响家庭消费模式,进而影响家庭碳

排放。其影响路径见图8。

图中实箭线代表正向影响,虚箭线代表负向影响,无箭线代表影响不显著。
图8 影响路径图

Fig.8 Impactpath
 

  家庭消费模式影响家庭碳排放。家庭衣着、食
品等八类家庭消费对家庭碳排放均有正向的促进

作用。
家庭特征影响家庭消费模式,家庭收入对衣着

等八类家庭消费均有正向的影响;家庭规模对食品、
居住类家庭消费有抑制作用,对衣着、文教娱乐类家

庭消费有正向的影响;受教育水平对衣着、家用设

备、食品等八项家庭消费均有正向的影响。
家庭特征通过家庭消费模式影响家庭碳排放。

家庭收入对衣着、家用设备、食品等八类家庭碳排放

有正向的影响;家庭规模对食品、居住类家庭碳排放

有负向的影响,对衣着、文教娱乐类家庭碳排放有正

向的影响;受教育水平对衣着、家用设备、食品等八

项家庭碳排放有正向的影响。

4 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测度及驱动因素

分析

  家庭消费模式可用家庭购买食品等八类消费支

出表示。从家庭消费模式影响家庭碳排放的实证分

析可以看出,家庭消费模式对家庭碳排放有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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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故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度可以用家庭

消费支出与家庭碳排放脱钩关系表示。根据研究框

架图(见图1),本文从不同区域和不同收入两个视

角测算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度。

4.1 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测度及驱动因素分析

模型构建

  Tapio理论是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脱钩关

系的理论[22],借鉴Tapio理论构建居民家庭碳排放

与家庭总消费支出间脱钩测度模型为:

e(C,D)=(ΔC/C)/(ΔD/D) (6)
式中:C为家庭碳排放;D 为居民家庭消费支出;e
(C,D)为家庭消费模式与家庭碳排放的总脱钩指

数;ΔC为家庭碳排放的变化量;ΔD 为家庭消费支

出的变化量;ΔC/C为居民家庭碳排放量的变化率;

ΔD/D为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化率。
借鉴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考虑家庭

消费模式由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两方面组成,对家

庭碳排放进行因素分解:

C=∑Ci

Di
×Di

D ×D
Y ×Y (7)

式中:i为家庭消费的八大类型,即本文界定的家庭

消费模式;Ci为第i种消费的碳排放量;Di为家庭人

均第i类消费;D 为家庭人均总消费支出;Ii=Ci/

Di为家庭消费碳排放强度效应;Si=Di/D 为家庭

消费结构效应,实质上是本文界定的家庭消费模式

的另一种表达形式;Y 为家庭纯收入效应;APC=
D/Y 为家庭消费倾向效应。

再借鉴Ang[23]提出的加法形式LMDI分解公

式对式(7)中各因素效应值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ΔC=Ct-C0=ΔCI+ΔCS+ΔCAPC+ΔCY(8)

ΔCI=∑ c1i-c0i
lnc1i-lnc0i ×lnI

1
i

I0i
(9)

ΔCS=∑ c1i-c0i
lnc1i-lnc0i ×lnS

1
i

S0i
(10)

ΔCAPC=∑ c1i-c0i
lnc1i-lnc0i ×lnAPC

1
i

APC0i
(11)

ΔCY=∑ c1i-c0i
lnc1i-lnc0i ×lnY

1
i

Y0
i

(12)

式中:ΔC为报告期内居民消费碳排放量相对于基

期的变化量;C0为基期家庭碳排放;Ct为末期家庭碳

排放;ΔCI、ΔCS、ΔCY、ΔCAPC分别为各影响因素引起

的家庭碳排放量的变化量。

  e(C,D)=ΔC
/C0

ΔD/D0 =ΔCI
/C0

ΔD/D0+
ΔCS/C0
ΔD/D0+

  ΔCAPC/C0
ΔD/D0 +ΔCY

/C0
ΔD/D0 =

  eI+eS+eAPC+eY (13)
式中:eI为碳排放强度分脱钩指数;eS为消费结构分

脱钩指数;eY为家庭人均纯收入分脱钩指数;eAPC为
消费倾向分脱钩指数。

考虑到CFPS数据库数据截面数据信息量大,
且按收入高低进行了分类,本文将Tapio脱钩分析

理论进行拓展,用来分析同一时期不同收入阶层间

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消费支出与碳排放间脱钩关系

的变化情况,即式(6)的拓展:

e*(c,d)=(ΔC*/Cj)/(ΔD*/Dj)

ΔC* =Cj+1-Cj

ΔD* =Dj+1-Dj







 (14)

其中,收入分为5个阶层,每一收入阶层对应的碳排

放为Cj(j=1,2,3,4,5),对应的消费支出为Dj(j=
1,2,3,4,5);ΔC*为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碳排放的

变化;ΔD*为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家庭消费支出的

变化;e*(C,D)为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家庭消费支

出与碳排放之间的总脱钩指数。

4.2 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实证分析

首先,从时间视角测算家庭消费模式与家庭碳

排放的总体脱钩度。其次,从代表家庭消费模式的

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视角测算家庭消费模式与家庭

碳排放的分脱钩度。最后,对脱钩理论进行拓展,测
算统一截面上,随着收入水平的升级,不同收入阶层

递进过程中消费与碳排放的脱钩程度。

1)不同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

测度及驱动因素分解

从时间视角,基于2012—2018年CFPS调查数

据,按照式(6)测算不同年份全国及不同区域城镇家

庭碳排放与消费模式的脱钩状态,并按式(13)从代

表家庭消费模式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视角探究呈

现这种状态的驱动因素。从表6可以看出2012—

2018年,除西北、西南、东北地区2012—2014年居

民家庭消费模式与碳排放为扩张负脱钩,华北地区

2014—2016年家庭消费模式与碳排放为弱脱钩外,
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模式与碳排放总体呈

扩连结关系,表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家庭消费模式

绿色转型还任重道远。从驱动因素看,碳排放强度

和消费倾向是抑制家庭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消
费结构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是家庭碳排放增长的主

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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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测度及驱动因素分解表

Tab.6 De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consumptionexpenditureandcarbonemissionsofurbanresidentsindifferent
regionsandbreakdownofdrivingfactors

地区 年份 脱钩指数 状态 E(I,D) E(S,D) E(APC.D) E(Y,D)

全国

2012—2014 1.107 扩张连结 -0.243 0.346 -0.168 1.173

2014—2016 0.985 扩张连结 -0.033 0.021 -0.165 1.162

2016—2018 1.045 扩张连结 -0.049 0.092 -2.647 3.649

西北

2012—2014 1.770 扩张负脱钩 -0.630 1.393 -0.196 1.203

2014—2016 0.940 扩张连结 -0.025 -0.029 -0.153 1.147

2016—2018 1.006 扩张连结 -0.148 0.156 -1.748 2.746

西南

2012—2014 1.226 扩张负脱钩 -0.200 0.403 1.064 -0.041

2014—2016 1.035 扩张连结 -0.033 0.063 -0.581 1.585

2016—2018 0.935 扩张连结 -0.015 -0.045 -1.843 2.837

东北

2012—2014 1.254 扩张负脱钩 -0.412 0.658 -1.691 2.699

2014—2016 1.025 扩张连结 -0.025 0.049 0.271 0.730

2016—2018 1.005 扩张连结 -0.083 0.090 -2.523 3.522

华北

2012—2014 1.162 扩张连结 -0.144 0.285 0.220 0.801

2014—2016 0.876 弱脱钩 -0.087 -0.022 -1.333 2.318

2016—2018 1.143 扩张连结 0.012 0.124 0.986 0.021

华中

2012—2014 1.079 扩张连结 -0.229 0.307 0.514 0.487

2014—2016 0.934 扩张连结 -0.025 -0.033 -0.709 1.702

2016—2018 1.113 扩张连结 0.010 0.098 -0.264 1.269

华南

2012—2014 0.916 扩张连结 -0.227 0.161 -0.174 1.157

2014—2016 0.969 扩张连结 -0.048 0.026 -0.333 1.325

2016—2018 1.061 扩张连结 -0.026 0.084 -4.545 5.549

华东

2012—2014 1.046 扩张连结 -0.209 0.257 -0.323 1.320

2014—2016 1.030 扩张连结 -0.003 0.033 0.244 0.756

2016—2018 1.054 扩张连结 -0.071 0.126 -2.541 3.540

  2)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模式绿色

转型测度及驱动因素分解

不同收入水平视角,从表7知,2012—2018年

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消费模式与碳排放之间呈扩张连

结状态,即居民家庭碳排放随着消费水平的升级而

同步增长,没有达到脱钩状态,且2012—2018年间,
随着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升级,低收入→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中高收

入→高收入家庭消费模式与碳排放总脱钩指数平均

值依次为0.88、0.94、0.942、1.05,可以看出,随着

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家庭碳排放还处于近乎

同步增长态势,表明在不断富裕的道路上,绿色消费

意识仍需不断加强。

因素分解结果显示,碳排放强度和消费倾向是

抑制家庭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家庭人均收入水

平是家庭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且2012-
2018年间,在家庭收入水平升级进程中,低收入→
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

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效应分脱

钩指数eY平均值分别为3.26、1.53、1.54、1.93,即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效应对低收入家庭碳排放增长的

驱动作用大于其余收入阶层。在家庭收入水平升级

进程中,消费结构是一个不稳定的影响因素,除低收

入 中低收入及中高收入 高收入阶层升级中分别呈

负向和正向驱动外,其他阶层升级进程中呈波动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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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测度及驱动因素分解表

Tab.7 De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householdconsumptionpatternsandcarbonemissionsatdifferentincomelevelsand
breakdownofdrivingfactors

年份 收入水平 脱钩指数 状态 E(I,D) E(S,D) E(APC.D) E(Y,D)

2012

低收入→中低收入 0.971 扩张连结 -0.011 -0.014 -2.797 3.793

中低收入→中等收入 0.957 扩张连结 -0.003 -0.035 -0.811 1.805

中等收入→中高收入 0.923 扩张连结 -0.036 -0.033 -0.822 1.814

中高收入→高收入 1.077 扩张连结 0.004 0.068 -0.861 1.867

2014

低收入→中低收入 0.860 扩张连结 -0.075 -0.048 -3.151 4.134

中低收入→中等收入 0.884 扩张连结 -0.044 -0.055 -0.430 1.413

中等收入→中高收入 0.993 扩张连结 -0.014 0.010 -0.309 1.307

中高收入→高收入 1.028 扩张连结 -0.036 0.064 -1.216 2.217

2016

低收入→中低收入 0.846 扩张连结 -0.042 -0.087 -1.693 2.667

中低收入→中等收入 0.978 扩张连结 -0.030 0.013 -0.187 1.182

中等收入→中高收入 0.910 扩张连结 -0.006 -0.074 -0.808 1.799

中高收入→高收入 1.009 扩张连结 -0.029 0.039 -0.732 1.731

2018

低收入→中低收入 0.858 扩张连结 -0.061 -0.056 -1.460 2.435

中低收入→中等收入 0.952 扩张连结 -0.001 -0.041 -0.740 1.734

中等收入→中高收入 0.944 扩张连结 -0.037 -0.011 -0.249 1.241

中高收入→高收入 1.090 扩张连结 -0.058 0.144 -0.936 1.940

5 结 论

本文基于消费生活方式法,实证分析家庭特征

通过消费模式对中国城市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并利

用Tapio脱钩指数法和LMDI因素分解法,研究了

2012—2018年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居民家

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测度及驱动因素分析得出以下

结论。
1)从统计结果来看,2012—2018年我国城镇

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占比最多的是食品、家用设备和

居住类消费,三者之和在家庭总消费支出中占比高

达60%以上,食品类消费占比逐年降低,居住和文

教娱乐类消费占比逐年增加。2012—2018年城镇

居民家庭中,食品、居住和家用设备碳排放占比最

多,三者之和在家庭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高达50%
以上,食品类碳排放占比逐年降低,居住和文教娱乐

类碳排放占比逐年增加。
家庭消费模式随着收入水平变化而变化,随着

收入阶层提升,家庭食品消费占比逐渐降低,这与

Engel定律吻合。家用设备、文教娱乐、衣着、其他

类消费占比随着家庭收入阶层的提高逐渐增加,这
与高收入群体对舒适优质生活的追求高度相关。同

时,家庭消费模式变化导致家庭碳排放结构发生变

化,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用设备、文教娱乐、
衣着类碳排放占比逐渐增加,食品类、医疗保健类碳

排放占比逐渐减少。
2)消费模式影响家庭碳排放水平。从平均水

平看,2012—2018年间,食品、居住、交通通讯和家

用设备类消费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较大,家庭居住、
食品、家用设备和交通通讯类消费样本期内年平均

每提高1%,引致家庭碳排放年平均增加率分别为

0.223、0.213、0.127、0.093个百分点;衣着类、其他

类、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类消费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

较小,影响系数均小于0.07。
3)家庭特征影响家庭消费模式。五类家庭特

征中,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受教育水平对家庭消费

模式的影响较为显著。2012—2018年间,家庭收入

对八类消费支出均有正向的影响,且对各项消费支

出的影响逐年增大,从样本期平均水平来看,家庭人

均收入水平每提高1%,会使得衣着、家用设备、食
品、居住、文教娱乐、交通通讯类消费分别增加

0.511、0.478、0.359、0.298、0.624、0.433个百分

点;家庭规模对衣着、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类消费有

正向影响,对食品、居住类家庭消费有负向影响,家
庭规模小型化会导致家庭人均食品、居住类消费增

加,体现了家庭规模的资源分享效应;教育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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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各类家庭消费增加,教育水平高的家庭文教

娱乐类消费较高。
4)家庭特征通过家庭消费模式影响家庭碳排

放。2012—2018年间,家庭收入通过家用设备、居
住、交通通讯、食品类消费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较

大。从样本期平均水平来看,家庭收入水平每提高

1%,家用设备、食品、居住、交通通讯类碳排放分别

增加0.058、0.081、0.063、0.039个百分点。家庭规

模对食品、居住类碳排放有负向影响,对文教娱乐类

碳排放有正向影响。教育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各类消

费增加并显著增加家庭碳排放。
5)除西北、西南、东北地区2012—2014年居民

家庭消费模式与碳排放为扩张负脱钩,华北地区

2014—2016年家庭消费模式与碳排放为弱脱钩外,
2012—2018年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模式

与碳排放总体呈扩连结关系,表明总体上看我国居

民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还任重道远。从不同收入

水平视角看,2012—2018年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消费

模式与碳排放之间脱钩关系均为扩张连结状态,且
2012—2018年低收入→中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

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家庭

消费模式与碳排放总脱钩指数平均值依次为0.88、
0.94、0.942、1.05,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
我国居民家庭碳排放还处于近乎同步增长态势,表
明在不断富裕的道路上,绿色消费意识仍需不断

加强。
因素分解结果显示,碳排放强度和消费倾向是

抑制家庭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家庭人均收入水

平是家庭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在家庭收

入水平升级过程中,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人均收

入水平分脱钩指数eY大于其余收入阶层段,即家庭

人均收入水平效应对低收入家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作

用大于其余收入阶层;消费结构是一个不稳定的影响

因素,低收入 中低收入消费结构分脱钩指数为负值,
中高收入 高收入消费结构分脱钩指数为正值。

6 提升策略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

型及碳减排策略。
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及碳减排我国可从消费

端和生产端考虑。在消费端,鼓励家庭低碳消费,并
形成“低碳消费”的激励机制,引导家庭消费模式绿

色转型;在产品供应生产端,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和使

政策工具,对碳排放强度较高的行业部门进行约束。

6.1 消费端碳减排策略

1)引导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

家庭消费模式影响家庭碳排放,不同类型消费

对碳排放的贡献不同,食品、居住、交通通讯类消费

属于基本生存型消费,这类导致的碳排放较高,政府

应该在保证家庭生活质量的前提下通过经济、教育

等手段引导家庭消费向绿色模式转型。
我国低、中低、中等、中高、高收入阶层家庭在食

品方面的消费比重目前分别约为40%、37.9%、
37.9%、37.8%、30%,在考虑不同收入阶层支付能

力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健康理念传播、绿色环保意识

教育、鼓励素食等渠道引导家庭消费更加绿色环保

低碳的食品。
交通方面,首先政府可以在公共交通方面给予

补贴,鼓励家庭采用地铁,单车,轻轨,有轨电车等绿

色出行方式降低家庭交通出行碳排放。其次,通过

建立资源共享平台,例如通过滴滴打车等降低出行

碳排放。再次,通过提高燃油价格、加收燃油税等方

式抑制私家车出行比例。
对碳排放强度较大的商品,比如家用设备及电

器,通过征收绿色税收,或使用碳标签,激励消费者

购买绿色的商品和服务。
2)针对不同特征家庭定制有区别的家庭减排

方案

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和受教育水平对家庭碳排

放有显著的影响,不同特征家庭有不同消费模式,政
府应针对不同特征家庭定制有区别的家庭碳减排

方案。
从家庭消费模式绿色转型及驱动因素分析结果

可知,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升级进程中,低收入→中

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

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家庭消费模式与碳排放总脱

钩指数依次增加,特别是中高收入跃升到高收入水

平、以及中等收入跃升到中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其收

入水平每增加1%,碳排放水平分别增加1.09%及

0.94%,说明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升级,我国居民家庭

消费模式还属于高碳模式,根源在于随着家庭收入的

升级,家庭在居住、交通、家用设备及电器等方面的消

费比例提升。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以下对策。
首先,加强居民家庭消费模式的绿色低碳环保

意识引导。从实证分析结果知,在我国居民家庭收入

水平升级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升级,家庭碳排放都

处于较高水平的增长态势。应特别关注的是,一方面,
从中高收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以及中等收入跃升到

中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其家庭消费模式高碳倾向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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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另一方面,家庭收入水平提升对低收入家庭碳排

放增长的驱动作用大于其余收入阶层。故建议政府对

所有居民家庭进行绿色消费模式教育的同时,加大

对高收入及中高收入家庭的引导力度,并通过绿色

电器补贴、绿色意识教育等方式引导低收入家庭在

提升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家庭碳排放。
其次,电力消费是影响居住碳排放的最主要因

素之一,建议政府按家庭人均电力消费实行阶梯电

价政策。同时,建议政府加强清洁能源的宣传和补

贴力度,鼓励低收入家庭使用清洁能源进行烹饪和

取暖,双管齐下达到降低家庭居住碳排放的目的。
再次,燃油是促进家庭交通碳排放增加的主要

因素,建议政府一方面对燃油车的燃料按消费额分

档次征税,另一方面鼓励家庭采用绿色出行方式降

低家庭交通出行碳排放。
最后,建议政府加强节能家电的宣传和补贴力

度,鼓励家庭购买有节能标志的绿色电器,降低家庭

碳排放。
家庭规模对居住和食品类碳排放有负向影响。

随着人口政策的实施,我国家庭规模逐渐减小。在

这种趋势下,制定减排政策需要充分考量家庭规模

因素。在政策上,鼓励适龄青年成家立业;二孩和三

孩政策推广;严格离婚程序,防止家庭规模小型化导

致人均碳排放增加。
教育水平与各项家庭碳排放都正向相关。加强

绿色消费的宣传教育,将节能减排教育和绿色消费

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居民节能减排意识。
6.2 生产端碳减排策略

首先,从生产端降低各类产品生产的碳排放量。
政府需要提供补贴和相关的政策支持,鼓励企业调

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加大对节能产品和技术的

研发力度,采取集约化生产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生产绿色环保产品,从生产端降低各类消费的碳

排放强度。
其次,针对交通出行碳排放,对新生产的汽车实

行严格的排放标准,推行新能源汽车,增加公共汽车

站点,改善公交车空调系统。
最后,居住消费对家庭碳排放的贡献较大,针对

电力消费碳排放,推广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发电、提
高火力发电效率,严格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标准,鼓
励企业生产节能电器。在供暖方面,加大对可再生、
更清洁的能源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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