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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w-carbon economy is a ki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low energy 
consumption, low emissions and low pollu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is the only route which must 
be passed to realiz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For the low-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 will become the main development method in the future, the nega-
tive effect brought by the existing urbanization pattern of southwest border ethnic areas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as a result,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ization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southwest border ethnic areas. In the face of some developing predi-
caments, such as the “shielding effect”, the lack of industry support and construction funds, we 
should guide the governments of the southwest border ethnic areas to increase the awareness of 
low carbon development, bring in the low carbon technology, develop the low carbon industry, 
broaden the financing channels,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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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民族地区城镇化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

必由之路。在低碳经济成为未来主要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已有的城镇化模式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低碳城镇化发展道路已经成为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面对边界“屏蔽

效应”、缺乏产业支撑、建设资金匮乏等城镇发展困境，建议西南沿边民族地区政府引导增强低碳意识、

引进低碳技术、发展低碳产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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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边界“屏蔽效应”，反思  

 
 

1. 引言 

近年来，由能源的高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大量排放致使全球气候变化日趋严峻。发展“低消耗、低

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模式，成为改善全球气候的主流方式[1]。全球各国纷纷制定发展低碳经济的

相关战略与目标，低碳城镇成为低碳经济的空间聚焦点。因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会带来城镇化的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社会结构也逐渐向城镇结构转变[2]。而且，低碳城镇化模式，

有助于低碳技术的推广使用，并且可以引导城镇居民树立低碳消费观，从而提高能源利用率，很好的反

映了低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3]。随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5 年城镇化

率达到 56.1%，然而却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空气污染愈发严重。在城镇化进程中，为培育新经济增

长点，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城镇化道路刻不容缓[4]。同时，城镇化进程会面

临粮食安全、资源能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的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5]。但是，不

能片面强调高速城镇化，应对“过度城镇化”进行反思，在城镇建设中要考虑聚落的文化复兴，要提倡

低碳生活方式[6]。因为，生态城镇模式有利于应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低碳理念是生态城镇模

式的核心要素[7]。低碳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8]，当前低碳创新意识缺乏，低碳规划滞后

以及低碳创新技术不足制约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9]，西部城市低碳型城镇化，要坚持经济、社会、环境

协调发展，要走符合市情、具有地区特色的新型低碳城镇化道路[10]。 
本文研究的西南民族地区特指云南、广西沿边以自治州、地区(市、县)为辖区的少数民族地区。通常

情况下，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兴、防城、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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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市(区、县)，以及云南的保山、普洱、临沧、红河、文山、西双版纳、德宏、怒江 8
个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州市。长期以来，我国西南沿边民族地区能源利用率低下，对当地经济发

展极为不利。在低碳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的时代背景下，西南沿边民族地区走低碳城镇化

道路，具有必要性。总体来看，目前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状况如下：一是经济总量

小、产业结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单一，经济发展难以持续；二是能源高消耗、产品结构低层次；三是

对自然环境依赖性强，致使生态脆弱；四是经济发展质量低劣，污染大量排放。而西南沿边民族地区走

低碳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可以促进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教育水平的提高、社

会文明的进步。同时有利于推进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调整工业产业结

构不合理的现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能源的过度消耗；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三大产业结构

合理，区域布局完善，产业集群程度较高的城镇新模式。 
现阶段，西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固有模式，体现出民族性、沿边性、公共服务不完备性以及经济滞后

性四大主要特征，民族性和沿边性是本质特色，公共服务不完备性以及经济滞后性是城镇化发展瓶颈。

鉴于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的减排优势、后发优势和国家政策倾斜优势，低碳城镇化蕴藏较大机遇。同时，

由于民族地区历史、环境、民族风俗以及产业结构等诸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传统的粗放经济向低

碳经济的转化，低碳城镇化模式也面临巨大挑战。只有效突破这些因素的制约，才能将低碳经济与西南

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相融合。本文将讨论低碳背景下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与困境，重点分析边境

的屏蔽效应、沿边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并从模式反思的

角度，提出低碳经济背景下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建议。 

2. 低碳背景下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与困境 

2.1. 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现存主要问题 

2.1.1. 低水平发展，低密度分布 
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发展，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规模在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城镇化水平

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城镇化总体水平偏低，低密度分布问题突出。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广西边境地区非农业人口比重较低，8 个县市有只有东兴、凭祥超过了 30%，

说明边境地区农业人口依然占很大的比例，同时，非农业人口密度也明显普遍偏低。 
 
Table 1. Populations of border citie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Guangxi in 2014 
表 1. 2014 年广西边境市、区、县的人口 

市、区、县 总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万人)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面积(平方公里) 非农业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东兴市 14.13 5.29 37.45 588.79 89.90 

凭祥市 11.18 4.40 39.39 645 68.26 

靖西市 65.84 5.19 7.89 3325.59 15.62 

防城区 42.61 9.31 21.85 2427 38.36 

龙州县 26.96 5.71 21.19 2311.1 24.72 

宁明县 44.02 6.05 13.73 3704.4 16.32 

大新县 37.83 6.37 16.83 2747.49 23.17 

那坡县 21.32 2.01 9.44 2222.68 9.05 

数据来源：据《广西统计年鉴 2015》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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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2，从城镇人口比重上看，2014 年云南边境 8 州、市城镇人口比重普遍偏低，只有西双版纳

州与红河州超过 40%，但与全省城镇化率仍存在一定差距，云南的边境地区，乡村人口依然占了很大比

例，特别是怒江州和保山市。从城镇人口密度上看，最低的为怒江州，其次为普洱市，但总体看来，云

南边境城镇人口密度普遍偏低。 
就比重而言，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率比重还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甚远；

就城镇现代化水平而言，西南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功能战略定位不明确、城镇基础设施落后、城镇管

理弱化、规划水平低。其密度偏低，具体表现在城镇的分散化，呈现由轴心城市向周边及偏远地区的分

散化，以及轴心城市内部城镇的分散化。低水平发展，低密度分布问题必然导致城镇发展空间狭小，城

镇集聚功能和经济辐射功能减弱，城镇发展后劲不足。 

2.1.2. 城镇化基础设施欠完善 
城镇基础设施是促进城镇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城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保证，也是城镇现

代化的重要体现，城镇化和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要推进城镇发展，首先要完善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但从目前来看，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基础设施薄弱，还很不完善，突出表现在交通基础设施、

能源设施和环保设施三个方面。交通条件的落后，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能源设施缺乏以及生产技术的

落后导致单位生产的高耗能，能源利用率低下，废气物大量排放；环保设施的不完善，对垃圾收集与处

理不重视，治理污染能力弱，导致污染严重。 
根据表 3、表 4 所示，广西东兴市、凭祥市、龙州县、大新县等公路里程明显不足，除靖西市，其

余 7 个边境市、区、县公共汽车数量都较少。2014 年广西公路里程为 114,900 公里，而沿边 8 市县公路

里程总和为 7970.12 公里，只占广西区的 6.9%。云南 8 个边境州市中，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怒江州、

保山市公路里程也较短，除红河州外，其余州市载货汽车偏少，特别是怒江州只有 0.72 万辆，载客汽车

数量上，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怒江州以及临沧市都偏少，最低的怒江州只有 1.98 万辆。云南行政区划

分为 8 州 8 市，2014 年云南公路通车里程为 23.04 万公里，沿边 8 州市公路通车里程总和为 106,616 公

里，约占整个云南省的 46.3%，载货汽车 80.94 万辆，边境 8 州市总共 31.95 万辆，占全省的 39.5%，全

省载客汽车 346.66 万辆，边境 8 州市共 86.26 万辆，占全省的 24.9%，总体上看交通基础设施仍发展不

足。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势必对客流往来、经济交往、货物运输等方面造成巨大阻碍，这不仅不利于经

济发展，也将阻碍城市的发展。 
 
Table 2. Populations of border prefectures and cities in Yunnan in 2014 
表 2. 2014 年云南边境州、市的人口 

州、市 总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 
(万人) 

乡村人口 
(万人) 

城镇人口 
比重(%) 

乡村人口 
比重(%) 

土地面积 
(万平方千米) 

城镇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乡村人口密度 
(人/平方千米)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115.7 48.3 67.4 41.75 58.25 1.91 25.29 35.30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126.4 50.5 75.9 39.95 60.05 1.12 45.20 67.94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54.1 14.4 39.7 26.62 73.38 1.46 9.87 27.22 

保山市 256.7 77.8 178.9 30.31 69.69 1.91 40.81 93.85 

普洱市 259.4 96.4 163.0 37.16 62.84 4.43 21.78 36.82 

临沧市 249.3 87.7 161.6 35.18 64.82 2.36 37.13 68.42 

文山州 359.3 127.5 231.8 35.49 64.51 3.14 40.60 73.80 

红河州 462.0 190.6 271.4 41.26 58.74 3.22 59.24 84.36 

数据来源：据《云南统计年鉴 2015》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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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f 8 cities and counties in Guangxi border ethic areas in 2014 
表 3. 2014 年广西沿边民族地区 8 市县交通基础设施 

市、区、县 公里里程(公里) 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数(辆) 

东兴市 302 90 

凭祥市 429.81 22 

靖西市 1536.72 619 

防城区 1204.94 64 

龙州县 955.5 39 

宁明县 1490.81 23 

大新县 940.9 13 

那坡县 1109.44 32 

数据来源：《广西统计年鉴 2015》。 
 
Table 4.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f 8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Yunnan border ethic areas in 2014 
表 4. 2014 年云南沿边民族地区 8 州市交通基础设施 

州、市 公里通车里程(公里) 载货汽车(万辆) 载客汽车(万辆)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6404 3.11 8.92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7784 3.81 8.79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5382 0.72 1.98 

保山市 13085 3.98 10.24 

普洱市 20267 4.77 11.28 

临沧市 15736 3.20 7.66 

文山州 15503 4.47 13.23 

红河州 22455 7.89 24.16 

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年鉴 2015》。 

2.1.3. 城镇内部发展机制不灵活 
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否具有发展潜力，是否能够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地区，是否能够在减轻对外依

赖程度时激发创造性，是否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制的灵活

程度。城镇内部机制是城镇系统的基础和根本。一个良好的城镇内部机制，可以实现自适应，一旦外部

条件发生变化，能迅速调整原定计划和策略，采取果断措施，实现优化目标。城镇内部机制具体表现于

行政管理机制、经济机制和市场机制。然而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内部机制不灵活，严重制约着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西南沿边民族地区政府对城镇规划水平不高、力度不够，大多数城

镇经济发展规划与镇情结合不紧密，功能区不合理，缺乏科学性，下级城镇机构自主权缺乏，各级监督

部门的作用也不能有效发挥，城镇化过程中在土地利用、各类项目审批以及财政支出等方面，往往存在

办事程序复杂的现象；在经济机制方面，片面的认为城镇建设就是城市建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

只注重计划而轻指导，重视短期成效而轻长期积累，重招商引资而轻环境改善，重形象和政绩而轻居民

生活环境和质量改善，从而造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甚至违背社会意愿和要求而

进行生产，造成资源浪费严重，能源利用率低，高污染、高排放等现象；在市场机制方面，缺乏有效的

价格、竞争、风险和供求机制，经济发展缺乏活力，自主创新缺乏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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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困境 

2.2.1. 边境屏蔽效应的制约 
边境是相邻国家的边界，是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分界线。由于相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尽相同，

因此边境具有“屏蔽”效应。在经济学领域，边境的“屏蔽效应”是指边界阻碍跨国界交往和空间的相

互作用，也就是说边界屏蔽效应提高了跨边界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从而使边境国家经济交往的频率明

显降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城镇数量以及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该区域内经济的发展程度，而经济

的发展水平的高低，又依赖于该地区企业的发展状况，企业的经营成果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区位和

销售利润。西南沿边民族地区企业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很不完善，企业考虑到拓展海外市场，而在边界“屏

蔽效应”下，企业选择驻入边境地区，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以及退出某一出口市场这些成本并不能再

收回，若企业想重新进入该市场，则需要再次支付成本。沉没成本越高，城镇化成本也越高，边境地区

的经济跨界交流，由于国际政治和环境往往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同时信息也有不对称性和不

完善性，无疑使得沿边经济跨界交易成本提高，加上边境地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贸易保护政策以及

跨边界交通运输的不便，这就使得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过慢、城镇化发展水平过低、城镇

规模和城镇集中程度过小。 

2.2.2. 缺乏产业支撑 
产业的支撑对城镇化至关重要，缺少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伪城镇化，缺乏持续发展动力。然而脱

离了城镇化，产业的发展也将面临诸多问题。产业集群与规模效益是促进产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而

产业集群的相关要素，诸如人力、资金以及土地，只有城镇化才能提供或者是只有城镇化才能是这些要

素集聚。因此，无论是促进城镇化还是推动产业发展，都需要正确处理好城镇化和产业化之间的关系。

尽管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但产业要先行，在城市化的发展和规划过程中，先要把产业规划做好，这

是先决条件。目前而言，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缺乏产业的集聚以及产业规划，经济发展没有强有力的生产

要素保障，城镇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工业基础的强弱关系到产业能否集聚，而工业基础的强弱具体表

现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总产值、从业人数、业务收入等方面。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也

是造成城镇发展缺乏产业支撑的重要原因。 

2.2.3. 城镇筹融资渠道单一致使城镇建设资金匮乏 
无论是广西边境城镇还是云南边境城镇，其城镇发展主要依靠财政投入，而边境地区财政收入远不

能满足其财政支出的需要(根据表 5、表 6，广西边境 8 市县、云南边境 8 州市，财政支出均远远大于财

政收入)，财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借债或国家拨款，导致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乏，城镇化进程受阻。 

3. 低碳背景下民族地区城镇化模式：反思与建议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各地区都在摸索前进，发达国家作为低碳经济

的先导者，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作为低碳经济的改革前沿，积累了一些相当成功的经验。反思我国沿边 
 
Table 5. Comparison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8 border cities,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Guangxi in 2014 
表 5. 2014 年广西边境 8 市、区、县财政收入与支出对比 

 东兴市 凭祥市 靖西市 防城区 大新县 宁明县 龙州县 那坡县 

财政收入(万元) 107,266 86,352 94,816 78,391 55,807 85,233 59,707 18,866 

财政支出(万元) 211,450 144,020 336,929 215,180 205,475 245,326 209,033 152,491 

数据来源：《广西统计年鉴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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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omparison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8 border prefectures and cities in Yunnan in 2014 
表 6. 2014 年云南边境 8 州、市财政预算收入与预算支出对比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文山州 红河州 保山市 普洱市 临沧市 

财政预算收入

(亿元) 
28.79 31.00 9.33 50.70 111.02 47.18 44.99 37.26 

财政预算支出

(亿元) 
90.07 121.72 63.36 217.23 344.79 164.24 224.36 194.45 

数据来源：《云南统计年鉴 2015》。 
 
民族地区现有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过程中在适应沿边民族地区情况下，认真的吸引发达国家和我国经

济发达地区的经验，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低碳城镇化道路。 

3.1. 低碳城镇化实现路径 

3.1.1. 传统城镇化、低碳城镇化与碳排放量的关系 
图 1 中，X 轴表示城镇化发展阶段，Y 轴表示碳排放量，曲线 L 反应的是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的碳

排放量，A 点是碳排放量的拐点，B 点表示城镇化由传统模式到低碳城模式的转变。在传统城镇化发展

模式下，由于产业结构粗放、能源利用率低等原因，碳排放量随曲线 L 不断增加；当推行低碳城镇化模

式后，由于产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低碳理念得到传播，碳排放量会随曲线 L 过 A 点之后逐渐降低。因

此，要积极推进传统高耗能城镇化向新型低碳城镇化模式转变。 

3.1.2. 西南沿边民族地区低碳城镇化模式实现路径 
根据图 2，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树立低碳理念、采用低碳技术、发展低碳产业是推进西南沿边民族

地区低碳城镇化的重要支撑，由于沿边地区与东盟国家相连，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协同发展；鉴

于民族地区具有公共服务的不完备性、经济的滞后性，因此，需要国家、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并加以

引导；城镇内部机制是否完善、灵活，决定了城镇经济发展是否具有潜力，因此，西南沿边民族地区要

健全城镇内部机制，发挥后发优势，为经济发展增强后劲，为低碳城镇化发展提供动力保障。在低碳城

镇化进程中，西南沿边民族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民族性、沿边性的地区特色，促进资源、经

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2. 促进西南沿边民族地区低碳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3.2.1. 革新传统民俗，增强低碳意识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还有利于城镇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要改革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现有的不利于生态和谐、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旧的少数民族生活

方式，要积极倡导绿色消费观念，宣扬低碳生活方式，在城镇化过程中，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技术

创新纳入到城镇建设中来，融入到城镇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 

3.2.2.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行业 
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关系到低碳城镇化的建成与否。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就现有的城镇产业，多以劳动

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大都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因此，要建立可持续的城镇化道

路，就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低碳产业，降低单位产值

的能耗，提高能源利用率。对于第一产业农业，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因此，要积极向节水农

业、有机农业等低碳放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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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lation graph of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low-carbon urbaniz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图 1. 传统城镇化、低碳城镇化与碳排放量关系图 

 

 
Figure 2. Implementation path diagram of new low-carbon urbanization pattern in southwest border ethic areas 
图 2. 西南沿边民族地区新型低碳城镇化模式实现路径图 

3.2.3. 拓宽融资渠道，引进低碳技术 
由于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筹融资渠道单一，经济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加上企业参与城镇建设

项目的准入机制不完善，使得城镇化过程中低碳技术难以广泛应用于经济生产和居民生活。拓宽筹融资

渠道，不断完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引进低碳技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是低碳城镇建设的必

由之路。 

3.2.4. 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协同发展 
边界“屏蔽效应”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西南沿边民族地区与边境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文化

和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民族同宗、文化同源、江河同流”上有特殊的联系，因此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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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进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使得西南民族地区与相邻国家民族的这种相似性成为跨

边界经济交往的“天然桥梁”和“人文通道”，推进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在中国—东盟自

贸区发展成为“10 + 3”的模式下，西南沿边民族地区要通过合作与协商机制，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低碳

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同时向周边国家转移高碳产业，集中发展低碳部分，促进协同发展。 

3.2.5. 健全内部机制，激发发展后劲 
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内部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城镇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反过来制约城镇化建设。

因此，要建立健全城镇内部行政管理机制、经济机制和市场机制，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奠定物资基础，

以经济实力为保障，推动低碳新型城镇化发展。  

4. 结语 

城镇化是历史的发展趋势，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城镇化能否合理、健康，关键在于其发展模式是否具

有可持续性，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主流发展方式，其本身具有可持续性。2012 年 12 月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2014年，我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进一步阐述了低碳城镇化的原则与任务；2016 年“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指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城镇

化战略。因此，走低碳城镇化道路，已经成为西南沿边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西南沿边民族

地区城镇化模式的具体考察，以及对低碳经济下现有城镇化模式的反思、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了相关

政策建议，以期为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在“十三五”时期推进低碳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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