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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ow-carbon tech-
nological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5, this paper uses SDM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effects of clean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gray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It is found that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con-
centration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verall,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in-
hibite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region, but did not affect neighboring regions. The ro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technology is different. Clean technologies have shown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s on 
carbon emissions both locally and in neighboring regions, but gray technologies have limited their 
inhibitory effects on carbon emissions. This requires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clean technology in-
novation for zero-carbon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
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coordinated, as well as low-carbon governa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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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碳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而探究不同类型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

影响差异十分必要。本文将低碳技术创新区分为清洁与灰色技术创新，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的

面板数据，采用SDM模型实证分析两类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低碳技术创

新与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总体而言，低碳技术创新显著抑制本地区碳排放，但并未

影响到邻近地区；不同类型技术的作用呈现出差异，清洁技术无论对本地还是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都显示

出显著抑制效果，但灰色技术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仅限于本地。这就要求大力推进零碳生产或消费的清

洁低碳技术创新；同时，既应协同不同类型创新活动，又要协同不同区域低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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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主要由碳排放引致的气候变化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

大国，如何通过有效的减排措施与合理的减排政策来实现国际承诺，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在

众多解决方案之中，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1]。然而，不同类型低碳技术

创新往往能够造成不一样的碳减排效果，需要深入分析低碳技术创新类型。其中，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

低碳技术创新的功能角度，将其分为清洁技术创新与灰色技术创新两类[2]。据此，本文探讨清洁与灰色

两类低碳技术创新对中国实现碳减排的作用，并纳入这一影响的空间展开方式，将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研

究进一步深入，并为低碳转型提供更为详细的实践指引。 

2. 文献综述 

2.1. 清洁与灰色低碳技术创新 

根据低碳技术的发生领域，从不同功能角度出发的低碳技术分类近年得到的研究日益增多。如在能

源领域区分了面向传统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发展与应用的有碳与无碳技术[3]。在更为细分的生物燃料部门，

区分了源于传统生产的第一代技术与源于科学的第二代先进技术[4]。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研究者[2]进而

将低碳技术在总体上区分为清洁与灰色两类：第一类清洁技术创新主要包括了与零碳生产和消费有关的

相关技术创新；第二类灰色技术创新，即除去清洁技术的低碳技术创新，这类创新并非完全无碳，但往

往具有提高能源效率的潜力。 

2.2. 低碳技术创新与碳排放 

国内外有多外学者对低碳技术创新的碳排放效应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对于该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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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还存在分歧。一方面，诸多研究强调技术进步对减排的积极作用。如 IPCC 曾指出，低碳技术创

新被认为是解决气候变化以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潜在作用甚至超过了其他因素之和[1] [5]。基

于多种指数分解模型的研究，相关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将成为中国碳减排主要的潜在推动力[6]。此外，学

者们对技术创新能够显著地减少碳排放进行了实证检验。如魏巍贤和杨芳[7]基于中国省级数据，构建了

知识存量和国外技术引进存量指标并检验，显示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皆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碳减排。然

而，另一方面，诸多研究对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如研究显示[8]，技术创新推动了中国

的碳排放总量上升，可能的影响机理是技术创新通过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的碳增排，大于其通过能源效率

改进带来的碳减排[9]。 
以上研究关注于技术创新总体对碳减排的作用分析，大多没有考虑技术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可能是

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10]，要素禀赋的差异将带来不同的技

术轨道，因此清洁技术与灰色技术在技术范式和应用领域上的差异，也应该能够导致整体上技术进步呈

现偏向性，从而引起经济和环境影响的不同结果。这就要求进一步依据技术异质性，深入探究不同技术

的影响。 

2.3. 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作用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以往的研究中，多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较少考虑到二氧化碳、技术创新等等诸多因素在不同

地区之间的关联性与流动性，忽视了要素在地区间可能存在的交换和溢出作用[11] [12]。空间计量学者

Anselin 的研究指出，空间因素对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13]。作为一种知识活动，技术创新本身具有

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创新活动的空间集中会有效地促进知识溢出，而基于地理媒介的知识溢出则会对创

新活动的地理分布产生重大影响[14]，进而对环境变化的空间格局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与此同时，在空

间维度上，碳元素本身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如程叶青等[15]直接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碳强度空

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然而，目前研究较少考虑技术创新在空间上对碳排放的影响，关于技术创新本

身异质性对于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更为缺失。因此，本文基于技术差异性视角，将低碳技术创新分为

清洁技术与灰色技术，通过空间效应分析，深入低碳技术创新作用过程的细节，探求异质性低碳技术创

新对碳排放的影响。 

3. 模型构建 

3.1. 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参考 STIRPAT 模型作为基础框架[16]，采用该模型探讨低碳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STIRPAT 模

型的一般形式为： b c d
it it it itI P A T eα= ，其中 I、P、A 和 T 分别表示环境影响、人口规模、人均财富和技术

水平，e 为误差项。考虑到 STIRPAT 模型允许扩充其中的影响因素[17]，本文将参考 EKC 假说[18]选择

相应的解释变量。初始计量模型设定如式(1)所示。然后，进一步研究低碳技术创新内部异质性对于碳排

放的作用，引入清洁技术创新与灰色技术创新，模型设定如式(2)所示。 

, 0 1 , , ,02i t i t i t i tlncarbon Y Xα α δ ε= + + +                                (1) 

, 0 1 , 2 , , ,i t i t i t i t i tlncarbon gray clean Xα α α δ ε= + + + +                           (2) 

式中，i 代表各省市；t 代表时间；lncarbon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碳排放量；Y02 代表低碳创新专利；gray、
clean 分别代表 Y02 内部清洁低碳技术创新与灰色低碳技术创新； ,i tX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含了可能对碳

排放产生影响的若干变量；δ 代表控制变量的弹性系数； ,i tε 代表残差项。 
由于碳排放和低碳创新活动具有空间相关性，本文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具体验证低碳创新及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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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对碳排放的作用。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表达式如式(3)所示。 

1 1

n n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
i i

y c w y x w xρ α γ µ δ ε
− −

= + + + + + +∑ ∑                        (3) 

式中， ity 为被解释变量， itx 为解释变量， 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γ 为自变量空间滞后系数， iµ 、 tδ 分

别表示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 itw 为空间权重矩阵， itε 为残差项；α 表示本地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carbon)：本文采用各省碳排放量的对数表征低碳发展水平。由于中国未公开发布历年的碳排

放量，故本文的碳核算方法参考 IPCC 提供的排放系数法，计算公式如式 2 所示。 

( )12
44 n n ncarbon E α β= × × ×∑                                (4) 

式中， carbon 指碳排放量； nE 表示第 n 种能源终端消费量，能源种类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等 17 种

能源品种； nα 表示第 n 种能源的折标煤系数； nβ 表示第 n 种能源的 CO2排放系数。 

3.2.2. 核心解释变量 
低碳创新(Y02)：本文采用 2013 年美国和英国联合颁布的合作专利分类系统(CPC)中 Y02 (改善气候变

化的技术)分类申请专利数来衡量低碳创新[19]，且仅采用中国籍人士于中国国内申请的专利。为排除大

量低质量专利的干扰[20]，本文以每个技术每年领域被引次数前 5%的专利作为衡量低碳创新的指标，以

2004~2015 年为研究区间，对各领域加总后获得每个省每年的低碳创新数据。鉴于 Y02 低碳技术创新存

在异质性，将低碳技术创新分为清洁技术与灰色技术两个亚类。清洁技术代表了与零碳生产或零碳消费

相关的技术创新；灰色技术并非零碳，但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存在潜力；与处理 Y02 低碳技术创新

数据方法相同，仍以每个技术领域被引量前 5%的专利加以衡量，加总得到清洁技术与灰色技术数据。 

3.2.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碳排放的其他因素，本文还将设置以下控制变量： 
① 经济水平(PGDP)：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预计经济的增长会带来碳排放的增加，

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对于碳排放的促进效果可能会变弱，但是仍然会有所影响。本文用一个

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② 城镇化水平(UR)：选用城镇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比重。一方面，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规模效应促进

碳排放增长；另一方面，城镇化产生的集聚效应总体上会抑制碳排放增长。综合考虑中国目前所处的城

镇化阶段特征，本文预期其系数为正。 
③ 产业结构(IS)：第二产业消耗大量化石能源，成为中国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不断加快的工业化

进程造成工业部门总体能耗远高于其他产业，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该 GDP 的比重来表示。故预期该

变量系数为正。 
④ 环境规制(ER)：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 比重反映政府污染治理的努力程度，投资额越高越

有利于环境的改善，因此预期其对碳排放的系数为负。 
⑤ 对外开放(FDI)：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比重来反映各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综

合以往的研究[21] [22]，FDI 可能因不同的国家与行业，而对碳排放呈现出不同的影响。 
⑥ 知识存量(stock)：本文在 Y02 低碳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计算出知识存量指标。知识存量反映了知识

作为固定变量对于碳排放的影响。知识存量变量构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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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1
, ,

0
1 ss

i t i s
s

K e e PATββ
∞

+−

=

= −∑                                (5) 

其中， ,i tK 表示第一年经济中低碳技术的知识储备； ,i sPAT 表示 Y02 低碳技术专利的数量；s 表示前一年

的数量； 1β 表示衰减率， 2β 表示扩散率。参照已有研究[23]， 1β 和 2β 分别设为 0.36 和 0.03。 

3.2.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 2004~2015 年为研究区间，中国 30 个省市为研究对象(港澳台及西藏数据缺失)。Y02 专利

数据来自 incopat 专利数据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GDP、
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水平等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采用人民币兑美元年均价汇率将以美元为单

位的出口额换算成人民币，达到统一货币单位的目的。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影响，以 2004 年为基期，对经

济变量做了不变价处理。同时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部分变量采取对数处理。 

3.3. 空间自相关检验 

考虑到区域之间各元素的流动性带来的空间溢出，一个地区的碳排放水平可能受到相邻地区碳排放

的影响，仅使用普通计量模型可能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对核心变量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作为进一步选

择普通计量模型或空间计量模型的依据。本文采用常用的全局和局部 Moran’s I 来分别验证碳排放(carbon)
和低碳技术创新(Y02)的空间相关性，选择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其元素 ijw 表示 i 地区省

会与 j 地区省会最近公路里程的倒数[24]。全局 Moran’s I 的计算公式为： 

( )( ) ( )2

1 1 1 1

n n n n

ij i j ij i
i j i j

I n w c c c c w c c
= = = =

   
= − − −   
   
∑∑ ∑∑                         (6) 

其中 n 表示 30 个省， ijw 是空间权重矩阵，c和 c 分别是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均值。经计算碳排放和低碳创

新的全局 Moran’s I 均大于零，绝大多数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省域碳排放和低碳技术创

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碳排放和低碳技术创新的局部空间相关性采用 Moran’s I 散点图表验证(限于篇幅，仅选择 2004 年与

2015 年报告)。局部 Moran’s I 计算公式为： 

( ) ( )2
i i ij i

j i
I c c S w c c

≠

 = − × −  ∑                                (7) 

结果见图 1 与图 2，可以看出趋势线均位于一三象限，表明碳排放与低碳技术创新均具有局部空间

相关性。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空间效应 

4.1.1.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检验 
根据全局 Moran’s I 检验结果，本文将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确定模

型之前还需要做以下检验：首先，普通面板数据模型(OLS)回归残差的空间自相关检验显示，LM-lag、
LM-error 以及 Robust LM-error 的 p 统计值在 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Robust LM-lag 的 p 统计值在

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进一步佐证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的合理性；此外进行 LR 检验，结果显示空

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 LR 值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 SDM 模型不可退化为 SAR
或 SEM 模型；最后采用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检验过程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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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04 

 
(b) 2015 

Figure 1. Scatter plot of local carbon emissions by Moran’s I 
图 1. 碳排放局部 Moran’s I 散点图 

 

 
(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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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15 

Figure 2. Moran’s I scatter plot of Y02 low-carb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04 and 2015) 
图 2. Y02 低碳技术创新局部 Moran’s I 散点图(2004 与 2015) 

 
Table 1. SDM model empirical results 
表 1. SDM 模型实证结果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Y02 −0.000923*** 
(−7.27) 

0.00126*** 
(−8.85) -- -- 

gray -- -- −0.000262 
(−1.01) 

−0.000729** 

(−2.37) 

clean -- -- −0.00246*** 

(−4.89) 
−0.00250*** 

(−4.23) 

lnPGDP 1.071*** 
(5.46) 

−0.159 
(−1.46) 

1.175*** 

(6.05) 
−0.157 
(−1.46) 

UR 1.915*** 
(3.40) 

1.438*** 
(2.75) 

1.681*** 

(3.01) 
1.278** 

(2.44) 

IS 0.427* 
(1.66) 

0.977*** 
(4.14) 

0.247 
(0.96) 

0.960*** 

(4.06) 

ER 3.487 
(1.58) 

−0.851 
(−0.32) 

3.326 
(1.54) 

−1.244 
(−0.48) 

FDI 0.0603*** 
(2.94) 

0.0634*** 
(2.58) 

0.0631*** 

(3.14) 
0.0638*** 

(2.61) 

stock 0.137** 
(2.57) 

0.144*** 
(4.54) 

0.172*** 

(3.24) 
0.164*** 

(5.06) 

_cons -- 12.09*** 
(8.87) -- 12.83*** 

(9.22) 

rho −0.0814 
(−0.96) 

0.273*** 
(4.02) 

−0.132 
(−1.54) 

0.228*** 

(3.24) 

LM-lag 7.248*** 7.877*** 

LM-error 21.436*** 20.603*** 

Robust LM-lag 6.127** 6.716*** 

Robust LM-error 20.314*** 19.442*** 

LR-lag 19.50*** 20.60*** 

LR-error 19.81*** 20.73*** 

Hausman −4.32 −3.3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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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 
根据空间杜宾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 2004~2015 年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估计结

果见表 1。为了对比，表 1 列出了杜宾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由估计结果可知，核心被解释

变量低碳技术创新(Y02)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1 中空间杜宾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低碳技术创新(Y02)的系数为负，且通过 1%水平显

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低碳技术创新对本地碳排放发挥了抑制作用。表明通过聚焦于重点产业领域与关键

技术研发，中国技术创新驱动低碳转型的战略取得了初步成效，并为未来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奠定了较

为坚实的技术基础，与预期相符。 

4.1.3. 低碳技术创新与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分解 
在 SDM 模型中，解释变量不仅会影响本地区的被解释变量，同时也会影响邻近地区的被解释变量，

并通过反馈效应反作用于本地区，因此前文的估计系数并不能直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而

仅仅在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上是有效的。根据相关研究，本文进一步将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分

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25]。直接效应指的是某因素变动对本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其中包含反馈效应，

但是由于其数值较小，一般可以忽略；间接效应指的是本地某因素的变化对邻近地区碳排放产生影响，

即为该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分解结果见表 2 所示。 
 
Table 2. SDM model decomposition 
表 2. SDM 模型分解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Y02 
−0.00127*** −0.000335 −0.00161*** 

-- -- -- 
(−8.83) (−1.03) (−4.81) 

gray -- -- -- 
−0.000711** 0.000218 −0.000493 

(−2.30) (0.39) (−0.92) 

clean -- -- -- 
−0.00260*** −0.00206* −0.00465*** 

(−4.41) (−1.89) (−4.14) 

lnPGDP 
−0.166 −0.0624 −0.228 −0.148 −0.0430 −0.191 

(−1.56) (−1.34) (−1.54) (−1.43) (−1.18) (−1.41) 

UR 
1.518*** 0.570** 2.088*** 1.259** 0.374* 1.633** 

(2.97) (2.00) (2.82) (2.55) (1.67) (2.40) 

IS 
0.989*** 0.373** 1.362*** 0.968*** 0.282** 1.250*** 

(4.31) (2.25) (3.81) (4.13) (2.07) (3.76) 

ER 
−0.868 −0.296 −1.164 −1.133 −0.324 −1.457 

(−0.34) (−0.30) (−0.33) (−0.44) (−0.40) (−0.43) 

FDI 
0.0656*** 0.0243* 0.0899*** 0.0646** 0.0181* 0.0827** 

(2.67) (1.96) (2.61) (2.51) (1.87) (2.52) 

stock 
0.146*** 0.0525*** 0.198*** 0.163*** 0.0453*** 0.209*** 

(4.88) (3.10) (5.45) (4.94) (2.85) (5.5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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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2 各影响因素的效应分解结果可见，低碳技术创新(Y02)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

应。低碳技术创新对本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系数为−8.83，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与我们的预期和先

前大量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结果表明，通过聚焦于重点产业领域与关键技术研发，中国技术创新驱动

低碳转型的战略取得了初步成效，并为未来实现碳减排目标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技术基础。二是间接效应。

低碳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说明一个地区的低碳创新活动对其他地区的碳排放也具有抑制作用，

但尚不显著。表明目前一个地区的低碳创新活动还主要局限于本地，区域的联动性与技术发展水平不高，

共同推进低碳创新的机制尚未形成。考虑到低碳技术创新的内部异质性所导致的可能性，本文将在下文

具体探讨清洁技术与灰色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就控制变量而言，经济水平(lnPGDP)对无论本地区还是临近地区的碳排放都具有反向作用，但不显

著。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不断关注，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越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从而

实现绿色发展。城镇化发展水平(UR)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说明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引致能源的大规模

消耗，从而增加了碳排放量，向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城镇化转变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产业结构(IS)以第二

产业占比表示，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导产业，第二产业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导致产

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仅对本地区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相邻地区

碳排放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ER)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为负，但是尚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FDI)向本地转移了高排放、高污染的非环境友好型产业，同时，本地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的

提高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同样具有正效应。可能的原因是邻近地区一味追求外商投资的规模，而忽视了生

态要求，从而间接增加了邻近地区碳排放。知识存量(stock)：结果表明知识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经过时间

的沉淀与市场的淘汰，剩下的知识存量往往能够对碳排放起到显著地抑制作用，并且在区域上也具有一

定的联动性，拥有对其他地区的节能减排的潜力。 

4.2. 清洁技术创新与灰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空间效应 

考虑到整体Y02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有可能是Y02技术本身异质性所造成。

本文将 Y02 技术创新划分为清洁技术与灰色技术两个子类，验证两类技术分别对于碳排放的作用与影响。 

4.2.1.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检验 
与前文一样，首先进行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检验。LM 检验与 LR 检验均通过了 1%显著性水平检验，

同样表明 SDM 模型不可退化为 SAR 或 SEM 模型；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

检验过程结果如表 1 所示。 

4.2.2.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 
由表 1 的估计结果可知，灰色低碳技术创新(gray)与清洁低碳技术创新(clean)的系数均为负，且分别

通过 5%、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无论是清洁技术还是灰色技术，都对本地碳排放发挥了抑制作用。

下文将具体探讨两类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 

4.2.3. 清洁、灰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的空间效应分解 
① 灰色技术创新(gray) 
从直接效应来看，灰色技术创新对本地区碳排放显著为负，影响系数为−0.00127，通过了 1%的显著

性检验。这说明了灰色技术虽然不涉及零碳生产或者零碳消费，但是能够起到节约能源以及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的作用，从而可能抑制了碳排放。 
从间接效应来看，灰色技术创新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但是不显著。这说明一个地区的灰色低碳技术

创新活动对其他地区的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灰色技术创新存在“回弹效应”[26]。即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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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技术创新提高了能源利用率以及生产效率，还可能刺激能源的需求，从而导致碳排放的提升。 
② 清洁技术创新(clean) 
清洁技术创新对本地区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影响系数分别为−0.00260 与

−0.00206，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了清洁技术节能减排的潜力十分显著，而且不仅能够降低本

地区的碳排放，在区域上也具有联动性以及空间溢出性，对其他地区的碳减排也能够做出积极贡献。 

5. 结论与建议 

根据实证结果，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1) 样本期内，中国的碳排放与低碳技术创新整体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局部空间集聚性具有

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局部空间集聚性呈现动态演变的特征。(2) 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溢出效应，

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都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比较而言，空间溢出作用的影响系数更小，可能与低

碳创新内部异质性有关。(3) 清洁技术创新对于本地区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空间溢出效应

也十分明显。(4) 灰色技术创新对于本地区的碳减排作用显著，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的碳排放具有正作用，

但不显著，表明了灰色技术对于邻接地区的碳排放可能存在促进作用，可能是“回弹效应”所带来的结

果。(5) 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都会导致中国碳排放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

引致碳排放增加，环境规制则对碳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但是作用不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进而得到政策建议如下：(1) 由于低碳技术创新内部具有异质性，科技政策的重

心应该进一步聚焦于与零碳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清洁技术创新专利上，加大研发投入。(2) 政府在发挥低碳

技术创新的作用时，要考虑到技术本身存在的异质性，推动技术创新之间的协同发展。(3) 促进区域之间

合作，积极构建信息共享机制，整合科技资源，深化市场一体化建设，拓展低碳技术发展与应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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