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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introducing the background and main content of “Carbon Household” theory,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in urban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Through theoretical study, 
we found the existing urban road traffic system defects can be remedied by the institution and 
policies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arbon Household” theory, and this new system is a win-win 
system arrangement. At las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further research points to be solv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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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碳户籍”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基本内容，探讨并分析了“碳户籍”理论在城市道路交通发挥作用

的制度和政策内容。研究发现“碳户籍”理论下的城市道路交通制度可以弥补现有制度的缺陷，是一个

多赢的制度。最后总结了“碳户籍”理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 

碳户籍，个人碳交易，城市道路交通 

 
 

1. 引言 

“户籍”是登记、管理人户的册籍。作为户籍制度内容，不同时代是不相同的，所发挥的作用也是

不同的。在中国的古代，为了征收赋税、调派徭役等需要，大概在奴隶社会就实施了户籍制度。新中国

成立后仍然实施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其中在辨析身份、限制人口流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人们

一直诟病这种制度，但是也不可否认，因为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改革开放后有了充足的低

成本劳动力，这成为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原因；农业人口一波接着一波涌入城市，推动了房地产和城市

化的发展；在人口控制方面户籍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我们少生了三亿多人；到现在我们很多福

利政策，如领取社会补助、享受教育资源、进行选举投票、自用住宅纳税和领取拆迁补偿等都仍然要依

据户籍内容。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户籍是用来证明个人身份、执行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用的。过去、现在、

将来它都很重要。 
发展低碳社会已成为社会共识。所谓低碳社会最少有以下三层含义：第一是减少碳能源的使用，限

制温室气体排放；第二是提高碳能源的使用效率，转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第三是发展新能源，

实现清洁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撰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发布的《中国绿色经济展望：2010-2050》

[1]中的数据，2009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25 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

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按照 2050 年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 2 度内，留给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已经很

小了。理想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最大量在 2026 年达到顶峰且不超过 115 亿吨，然后经过各种技术手段的

应用，在 2050 年下降到 70 亿吨。上述报告还引用了荷兰环境评估署发布的《2013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

趋势报告》里的 2012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99 亿吨的数据，认为如果按照我们过去一直以来的二

氧化碳排放强度，2050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达到 166 亿吨。这对国际碳减排活动将是一个巨大

的冲击。国际上要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在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2. “碳户籍”理论的基本内容 

鉴于碳减排形势的严峻性以及户籍制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我们认为对碳排放实施户籍管理方法，

以达到发展低碳社会的三个目标。 
“碳户籍”以控制和减少人类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标，按照地域人类碳排放活动的属性

划分为个人和单位/集体两类账户，并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碳账户进行调查、登记、申报，

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规划和编制的系统。 
就像户籍制度在不同时期所含的内容有区别，针对当前碳减排形势我们认为需要构建一套“碳户籍”



基于“碳户籍”理论的低碳社会发展路径研究 
 

 
41 

管理制度是必要的，这个制度就是对个人和单位/集体实施碳额分配、碳额消费、碳额交易与碳额核算的

制度。 
该制度中借助了“碳交易”理论。其中生产者碳交易机制在 1997 年《京都议定书》后就正式开始实

施了；个人碳减排制度中借助了“个人碳交易”(Personal Carbon Trading)的理论[2]-[6]，该理论的基本含

义是参照生产者碳交易机制在消费者中实行的碳消费配额且允许消费者之间交换碳配额的制度。这个理

论于本世纪初提出，现在还在设想和探讨阶段。 

3. “碳户籍”理论作用的路径 

“碳户籍”管理的对象是碳排放的单位(企业)和个人，它既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消费领域。自从上个

世纪 90 年代人们重视碳减排以来，对生产领域的碳排放控制已经制定了很多政策和管理办法，现在关键

是如何落实、执行这些政策和办法。但是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控制人们还没有充分重视起来。据英国能源

研究中心 2006 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英国交通出行和家庭生活的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排量大约占英

国总碳排放量的 40%[7]。中国居民消费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的比重 2007 年也已经达到 38.72%且其总量

年年在增长[8]。所以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已经将消费领域的碳减排作为了研究对象。对中国这样一个发

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水平还不是很高，而且城乡差别巨大，怎么控制消费领域碳排放呢？ 
我们认为选择一个碳减排的突破口并且设计一套好的制度内容，以实现公平、公正、效率的碳减排

是“碳户籍”制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现有一部分人的消费，乃至一部分消费领域的碳排放

已经达到非控制不可的程度了。 
前不久，OECD(经合组织)发表了一份题目为《空气污染成本:道路交通对健康的影响》[9]研究报告，

报告中说 OECD 每年室外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影响及相应的经济成本高达 1.7 万亿美元，其中约一半左

右是由道路交通造成的。报告还估计了 2010 年中国的道路交通排放的污染对人民健康的影响及相应的经

济成本，其数值在 1.3 万亿美元。 
下面以北京为例看看机动车行驶与环境的关系。2013 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 543.7 万辆，为

全国汽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10]。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2009 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11]
中指出，2008 年北京私家车年均行驶距离达到 1.98 万公里，使用强度几乎是日本东京的 4 倍。北京的机

动车排放的 CO(一氧化碳)、HC(碳氢化合物)、NOx(氮氧化合物)其贡献率已达到 80%、79.1%和 54.8%[12]。
可见机动车行驶对北京环境污染是很重的。机动车过多上路还与北京的“雾霾”增多有关系，这方面的

报道已经很多了。 
北京的道路交通的拥堵问题更加突出。拥堵造成了时间成本上升。拥堵与污染物排放成正比，即越

拥堵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越多，每公里车速增减 5 公里，CO 和 HC 排放就会有 15%~20%的变化[13]；而

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2013 年北京高峰时段平均车速只有每小时 25.8 公里，经济车速每小时一般为 60~90
公里。可见拥堵所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损失是很大的。 

从根本上说，道路交通问题是需求过大，供给不足，特别是交通替代方式不足的造成的。对于如何

治理，北京市政府的管理机构想了很多办法，从直接应对机动车购置和使用角度看，主要有限购、限行、

提高停车收费额，鼓励购置和使用电动车等，提高油品质量，强制提高新售机动车的排放标准，最近还

在探讨收取拥堵费等。 
问题是已采取的制度措施未能完全从公平、公正、效率的角度进行设计，发展的结果就是谁有钱谁

就可以开车上路！因此这些制度被居民称为“懒政”措施。另外现有措施也未能使居民个人减少机动车

购置和使用的行为与个人利益建立起关联关系，在大家眼里自己减少开车出行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切身的

好处，而所谓的碳和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居民个人感受不到。怎么才能让居民减少自己开车出行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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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挂起钩来呢？这是我们发展低碳社会进行制度设计应进一步考虑的。 
依据“碳户籍”理论我们可以设想“碳户籍”理论下的城市道路交通制度的新内容，即一个城市的

居民每人每年有一个小轿车驾车用(含单位用小轿车)的碳配额，每个人驾车的碳排放量在限额内就可以自

由行驶，超过额度就必须购买他人的碳额，否则就不能驾车上路；每个人的碳额可以自己用，节约的碳

额也可以任意出售给他人从而得到一定的收入，出售碳额的人没有了碳额就不能驾车出行，如果还想驾

车出行就必须购买其他人的碳额；碳额的价格随行就市；每个人最多的碳额购买量有上限；政府可以指

定代理机构以基本价格收购居民出售的碳额，企业也可以从事碳额交易；政府可以利用碳额的数量、碳

额收购基本价格的高低、碳额发放的时间和频率等手段控制个人机动车的使用；居民若不想被碳额束缚

可以购买节能车和清洁能源车。 
上述内容构成了“碳户籍”在控制城市小轿车过度出行和使用的制度内容。不难看出这个制度具有

户籍制度的确认身份、执行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功效，同时又在公平、公正、效率方面改善了现

有制度的不足，达到了制度设计的目标。1) 每个人正式登记后拥有对环境资源的平等使用权；2) 这个制

度是严肃的和公正的，因为要经过记录、核算、核查等环节；3) 因为有配额，人们在用车时就会珍惜碳

额的使用效益，大气资源、公路资源、燃料等都将发挥出最大效率；对节约配额并出售的人有一定的收

入；4) 用车者若想不被碳额束缚，可以购买新能源车，这样推动了低碳社会的发展；5)减少了开车上路

造成的空气污染和碳排放，缓解了交通拥堵。 

4. 结论和展望 

由上面可以看出，“碳户籍”制度是一个多赢的制度。因此以控制大城市小轿车的过度使用为路径，

在取得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择时将“碳户籍”制度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推广。该制度还融合了已有的低

碳经济发展的学说和理论，如“碳足迹”等，使之有了具体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机会。 
以上内容还只是“碳户籍”制度的框架，真正执行这个制度还有许多细节和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下面仅以控制小轿车使用的交通“碳户籍”制度内容为例，列举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从公正性、公平性、效率看碳税、交通拥堵费等与控制交通的“碳户籍”制度的作用和效益

的比较。 
第二、城市交通碳排放长期控制目标和年度控制目标如何确定。 
第三、是否需要给车辆加装碳排放监控系统，以使驾驶者知道自己的剩余碳排放额。 
第四、如何构建个人碳交易的系统。 
第五、实施“碳户籍”管理的社会总成本与总效益的比较。 
以上介绍了“碳户籍”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当前该理论建议实施的领域，“碳户籍”制度帮助我们养

成低碳生活习惯并助推我们走向低碳社会。但是这个理论还不完善，还有很多内容需要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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