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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目前，， 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内涵和形成机制研究忽视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内涵和形成机制研究忽视

了空间结构了空间结构、、区域合作区域合作、、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公平等视角公平等视角，，深入研深入研

究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内涵和形成机制具有重大意义究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内涵和形成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一一、、城市低碳竞争力内涵城市低碳竞争力内涵

城市低碳竞争力指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城市低碳竞争力指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竞争在全球竞争

中中，，遵循低碳发展的遵循低碳发展的 6Ｒ6Ｒ(( 再思考再思考、、减量化减量化、、再使用再使用、、再循再循

环环、、再重组和再修复再重组和再修复)) 原则原则，，以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为基以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为基

础础，，通过城市各组成要素通过城市各组成要素 (( 包括能源包括能源、、““温室气体温室气体””、、碳容碳容

量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量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 之间的协同作用之间的协同作用、、相互相互

配合与合理布局配合与合理布局，，以及城市与外部区域之间低碳发展相以及城市与外部区域之间低碳发展相

互作用形成的能为城市经济效益互作用形成的能为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如降低能源消耗如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修复由气候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修复由气候变

暖造成的生态系统破坏暖造成的生态系统破坏)) 的最优化带来实质性功效的城的最优化带来实质性功效的城

市竞争优势市竞争优势 [[ 11 ] []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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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 ]] 本文从系统学本文从系统学、、区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视角区域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内涵和形成机制探讨了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内涵和形成机制，，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实证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实证

研究研究。。根据系统论根据系统论，，城市低碳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城市低碳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城市低碳发展相对独立运作产生的低碳竞争力和城市与外城市低碳发展相对独立运作产生的低碳竞争力和城市与外

部区域之间低碳发展相互作用形成的城市低碳竞争力部区域之间低碳发展相互作用形成的城市低碳竞争力。。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集集
聚低碳经济聚低碳经济、、低碳经济转移成本低碳经济转移成本、、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低碳需求的城市差异低碳需求的城市差异、、城市低碳经济结构城市低碳经济结构、、城市低碳文城市低碳文

化和城市低碳公平是城市低碳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化和城市低碳公平是城市低碳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以上任何形成因素的创新均影响城市以上任何形成因素的创新均影响城市

低碳竞争力低碳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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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

(( 一一)) 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的系统学解析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的系统学解析 [[ 33 ]]

系统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看成系统系统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看成系统，， 城市也城市也

是系统是系统;; 3E3E(( 能源能源、、经济经济、、环境环境)) 系统理论是低碳经济的理系统理论是低碳经济的理

论基础论基础 [[ 44 ]]。。因此因此，， 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遵循系统论的基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遵循系统论的基

本规律本规律。。
根据系统论根据系统论，，城市低碳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城市低碳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1．1． 城市低碳发展相对独立运作产生的低碳竞争力城市低碳发展相对独立运作产生的低碳竞争力

在相对独立的城市功能地域内在相对独立的城市功能地域内，， 各低碳发展要素相各低碳发展要素相

互联系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低碳竞争力是城市低碳竞争力相互作用形成的低碳竞争力是城市低碳竞争力

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基本组成部分。。城市功能地域包括城市实体地域和乡城市功能地域包括城市实体地域和乡

村地域村地域。。因此因此，，城市实体地域与乡村地域之间城市实体地域与乡村地域之间、、城市实体城市实体

地域之间地域之间、、乡村地域之间低碳发展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形乡村地域之间低碳发展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形

成城市低碳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城市低碳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2．2． 城市与外部区域之间低碳发展相互作用形成的城市与外部区域之间低碳发展相互作用形成的

城市低碳竞争力城市低碳竞争力

根据系统的开放性根据系统的开放性，，城市低碳竞争力受其外部区域城市低碳竞争力受其外部区域

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影响;; 在低碳发展系统中在低碳发展系统中，，上一层次的大系统影上一层次的大系统影

响下一层次的小系统响下一层次的小系统。。因此因此，，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形成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形成，，要要

以高层次区域低碳竞争力最优化为前提以高层次区域低碳竞争力最优化为前提。。为实现全国低为实现全国低

碳竞争力的最优化碳竞争力的最优化，，会牺牲某些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和强会牺牲某些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和强

化某些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化某些城市的经济竞争力，，需要建立合理的区域利益协需要建立合理的区域利益协

调机制调机制，，如碳补偿机制如碳补偿机制。。
(( 二二)) 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的区域经济学解析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的区域经济学解析 [[55] [] [66]]

1．1． 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

(( 11)) 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通过城市动态比较通过城市动态比较

优势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优势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制度制度、、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管理能管理能

力力、、资本资本、、劳动劳动、、信息等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信息等生产要素分布不均衡，， 而且具有而且具有

运转成本运转成本，，不能够完全流动不能够完全流动。。因此因此，，各城市生产要素的供各城市生产要素的供

给和价格存在差异性给和价格存在差异性，，并通过对城市生产成本与效益的并通过对城市生产成本与效益的

影响最终影响城市竞争力影响最终影响城市竞争力。。城市动态比较优势指从长期城市动态比较优势指从长期

看看，，由区位由区位、、资金资金、、技术等因素共同形成的城市有利发展技术等因素共同形成的城市有利发展

条件条件。。可见可见，，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通过城市动态比通过城市动态比

较优势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较优势促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22))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根据循环经济理论，，

““温室气体温室气体””、、碳容量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低碳经济碳容量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低碳经济

的重要生产要素的重要生产要素，， 能源能源、、碳容量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碳容量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分布不均衡分布不均衡，，而且具有运转成本和不能够完全流动而且具有运转成本和不能够完全流动，，导导

致其供给存在城市差异性致其供给存在城市差异性。。因此因此，，能源能源、、碳容量等自然资碳容量等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要素供应价格存在城市差异性源和生态环境要素供应价格存在城市差异性，，进而通过进而通过

对城市生产成本与效益的影响对城市生产成本与效益的影响，，最终影响城市低碳竞争最终影响城市低碳竞争

力力。。根据低碳经济理论和城市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根据低碳经济理论和城市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城市城市

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是指从长期看是指从长期看，，由区位由区位、、资本资本、、
劳动劳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管理能力管理能力、、信息信息、、制度制度、、能源和碳容量等能源和碳容量等

共同形成的城市低碳经济有利发展条件共同形成的城市低碳经济有利发展条件。。综上可知综上可知，，低低

碳经济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碳经济生产要素供给的城市差异，，通过城市动态比较低通过城市动态比较低

碳经济优势碳经济优势，，促进城市低碳竞争力的提升促进城市低碳竞争力的提升。。
2．2． 集聚低碳经济集聚低碳经济

企业为集中再循环利用企业为集中再循环利用““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共同利用低碳共同利用低碳

经济基础设施经济基础设施、、减少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减少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 COCO22 排放排放

等等，，必然在空间上集聚必然在空间上集聚，，以实现集聚低碳经济效益以实现集聚低碳经济效益。。
3．3． 低碳经济转移成本低碳经济转移成本

转移成本指为克服空间距离而在经济转移成本指为克服空间距离而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社会和心理

等方面所花费的全部成本等方面所花费的全部成本，，主要包括运输费用主要包括运输费用、、时间成时间成

本本、、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信息成本和心理成本。。低碳经济转移成本包括低碳低碳经济转移成本包括低碳

经济生产要素经济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克服空间距离而在经济产品和服务克服空间距离而在经济、、社社

会会、、心理等方面所花费的全部成本心理等方面所花费的全部成本 (( 如如 COCO22 的运输成本的运输成本))

以及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以及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为克服空间距离而产品和服务为克服空间距离而

花费的碳成本花费的碳成本，，如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如运输过程中产生的 COCO22 成本成本，，在道路在道路、、
运输管道等建设过程中的运输管道等建设过程中的 COCO22 成本成本。。

低碳经济转移成本导致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空间低碳经济转移成本导致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空间

流动具有不完全性流动具有不完全性，， 同时又限制了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优同时又限制了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优

势和集聚低碳经济的实现程度势和集聚低碳经济的实现程度，， 使低碳经济活动局限于使低碳经济活动局限于

一定的范围一定的范围。。
4．4． 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

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城市差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城市差异、、低碳经济转移成本低碳经济转移成本

和集聚低碳经济导致城市低碳经济生产成本与效益的和集聚低碳经济导致城市低碳经济生产成本与效益的

差异差异，，进而产生了城市比较低碳经济优势进而产生了城市比较低碳经济优势。。从短期利益从短期利益

看看，，这是静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这是静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 从长期利益看从长期利益看，，则是动则是动

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符合可持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符合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续发展的要求。。
根据城市经济理论根据城市经济理论，，城市动态比较优势是城市主导城市动态比较优势是城市主导

产业选择的必要条件产业选择的必要条件，， 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

性影响性影响。。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主导产业选择必城市主导产业选择必

须 考虑碳 成本 和能源 成本 等自然 资源 与生态 环境 成须 考虑碳 成本 和能源 成本 等自然 资源 与生态 环境 成

本本。。因此因此，，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成为城市主导产成为城市主导产

业选择的必要条件业选择的必要条件，，对城市低碳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对城市低碳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决

定性影响定性影响，，并通过产业布局影响城市的低碳空间结构并通过产业布局影响城市的低碳空间结构。。
低碳制度作为城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低碳制度作为城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其城市差异其城市差异

性通过城市动态比较低碳制度优势影响城市的低碳经性通过城市动态比较低碳制度优势影响城市的低碳经

济结构济结构。。组织在城市低碳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组织在城市低碳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政府如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制定城市低碳发展制度和规大学和研究机构制定城市低碳发展制度和规

划划，，城市低碳产业结构和低碳空间结构城市低碳产业结构和低碳空间结构，，必然受城市低必然受城市低

碳组织结构的影响碳组织结构的影响。。

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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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低碳需求的城市差异低碳需求的城市差异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和社会经济利益驱动机制和社会

需求拉动机制是城市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需求拉动机制是城市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 城市低城市低

碳产业结构碳产业结构、、低碳空间结构和低碳组织结构必然受低碳低碳空间结构和低碳组织结构必然受低碳

需求的影响需求的影响。。低碳消费拉动城市低碳产业发展低碳消费拉动城市低碳产业发展，， 促进城促进城

市低碳产业结构和低碳空间结构的形成市低碳产业结构和低碳空间结构的形成。。低碳需求要求低碳需求要求

城市政府成为推行低碳消费的规范者和引导者城市政府成为推行低碳消费的规范者和引导者，，传统企传统企

业向低碳企业转型业向低碳企业转型，，中介组织提供低碳发展信息服务中介组织提供低碳发展信息服务、、
协调城市之间的低碳发展利益如碳补偿等协调城市之间的低碳发展利益如碳补偿等，，形成相应的形成相应的

城市低碳组织结构城市低碳组织结构。。
由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文化水平、、价值观等差价值观等差

异的影响异的影响，，低碳需求具有城市差异性低碳需求具有城市差异性，，低碳需求的城市低碳需求的城市

差异是形成城市低碳产业结构差异是形成城市低碳产业结构、、低碳空间结构和低碳组低碳空间结构和低碳组

织结构差异的重要因素织结构差异的重要因素。。
6．6． 城市低碳经济结构城市低碳经济结构 [[ 77 ]]

根据系统论根据系统论，，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决定功能，，城市低碳经济结构城市低碳经济结构(( 包包

括碳汇的空间结构括碳汇的空间结构)) 决定城市低碳经济水平决定城市低碳经济水平，，城市低碳城市低碳

经济结构是城市低碳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结构是城市低碳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动态城市动态

比较低碳经济优势是一种潜在优势比较低碳经济优势是一种潜在优势，，是城市低碳经济竞是城市低碳经济竞

争优势的子系统争优势的子系统。。如果城市低碳经济结构不合理如果城市低碳经济结构不合理，，城市城市

低碳经济效益小于城市低碳经济系统组成要素效益的低碳经济效益小于城市低碳经济系统组成要素效益的

简单总和简单总和，，就无法形成最优的城市低碳经济竞争优势就无法形成最优的城市低碳经济竞争优势。。
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忽视了低碳需求的城市差忽视了低碳需求的城市差

异对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异对城市低碳竞争力的影响。。因此因此，，只有以低碳需求的只有以低碳需求的

城市差异为导向城市差异为导向，，以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为基以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为基

础础，，建立合理的城市低碳经济结构建立合理的城市低碳经济结构，，城市才会产生最优城市才会产生最优

的低碳效益和形成最优的低碳竞争力的低碳效益和形成最优的低碳竞争力。。
7．7． 城市低碳文化城市低碳文化

文化包括符号文化包括符号、、价值观价值观、、规范规范、、约制和物质文化约制和物质文化，， 是是

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低低

碳文化是影响城市低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碳文化是影响城市低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低如低

碳消费观碳消费观、、低碳法律低碳法律、、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有利于提升有利于提升

城市低碳竞争力城市低碳竞争力。。
8．8． 城市低碳公平城市低碳公平

低碳公平包括低碳绿色低碳公平包括低碳绿色 GDPGDP 的公平分配的公平分配、、能源的能源的

公平分配公平分配、、碳排放权的公平分配等碳排放权的公平分配等，，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基本要求的基本要求，，而提升城市低碳竞争力的目标是实现城市而提升城市低碳竞争力的目标是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因此，，城市低碳竞争力必然受低碳公平的城市低碳竞争力必然受低碳公平的

影响影响。。
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

力力，，以上任何形成因素的创新均影响城市低碳竞争力以上任何形成因素的创新均影响城市低碳竞争力。。

三三、、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

(( 一一)) 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的系统学解析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的系统学解析

根据系统论根据系统论，，济南市低碳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济南市低碳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

面面:: 一是济南市低碳发展相对独立运作产生的低碳竞争一是济南市低碳发展相对独立运作产生的低碳竞争

力力。。济南市是市级行政区划单位济南市是市级行政区划单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根

据据 6Ｒ6Ｒ 原则发展低碳经济原则发展低碳经济，，相对独立运作产生的低碳竞相对独立运作产生的低碳竞

争力争力，，是济南市低碳竞争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济南市低碳竞争力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济南市如济南市

4848 户企业列入山东省千户重点用能企业户企业列入山东省千户重点用能企业，，年节约能源年节约能源

4848 万吨万吨，，既降低了企业的能源成本既降低了企业的能源成本，，又减少了二氧化碳又减少了二氧化碳

排放排放，，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竞争力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竞争力。。济南市包括城市实济南市包括城市实

体地域与乡村地域体地域与乡村地域，，城市实体地域与乡村地域之间城市实体地域与乡村地域之间、、城城

市实体地域之间市实体地域之间、、乡村地域之间低碳经济要素的合理配乡村地域之间低碳经济要素的合理配

置置，，是形成济南市低碳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形成济南市低碳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如济南天成如济南天成

节能工程有限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节能工程有限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在山东水泥在山东水泥

厂有限公司厂有限公司 (( 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位于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 投资投资 600600 多多

万元实施节能改造万元实施节能改造，，年节电年节电 14001400 多万千瓦时多万千瓦时，，既节约了既节约了

能源能源，，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二是济南市与外部区域二是济南市与外部区域

之间低碳发展相互作用形成的低碳竞争力之间低碳发展相互作用形成的低碳竞争力。。根据系统的根据系统的

开放性开放性，，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受其外部区域环境的影响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受其外部区域环境的影响。。
如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如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从从 20102010 年开始年开始，，根据泰安市的实根据泰安市的实

际需要际需要，，加大充电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加大充电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以满足泰安市电以满足泰安市电

动汽车发展的需要动汽车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济南市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济南市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济南市低碳竞争力系统受高层次区域低碳竞争力系统济南市低碳竞争力系统受高层次区域低碳竞争力系统

的影响的影响，，如山东省以国家扩大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如山东省以国家扩大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

为契机为契机，，把济南都市圈的把济南都市圈的 77 个城市纳入示范推广范围个城市纳入示范推广范围，，

统一享受国家示范城市补贴政策统一享受国家示范城市补贴政策，，提高了济南都市圈的提高了济南都市圈的

低碳竞争力低碳竞争力，，同时也扩大了济南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同时也扩大了济南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等企业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公司等企业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竞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竞

争力争力。。
为实现中国城市低碳竞争力的最优化为实现中国城市低碳竞争力的最优化，，生态环境脆生态环境脆

弱的西部地区城市必须加强碳汇建设弱的西部地区城市必须加强碳汇建设，，发展能源消耗发展能源消耗

少少、、碳排放少的产业碳排放少的产业，，导致西部地区城市经济竞争力下导致西部地区城市经济竞争力下

降降，，受益的中受益的中、、东部地区城市应对西部地区城市进行碳东部地区城市应对西部地区城市进行碳

补偿补偿;; 但由于根据东但由于根据东、、中中、、西部的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西部的城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

优势进行分工与合作优势进行分工与合作，，实现了实现了 1 + 1＞ 21 + 1＞ 2 的城市低碳竞争的城市低碳竞争

力力，，与忽视低碳经济分工与合作下的城市低碳竞争力比与忽视低碳经济分工与合作下的城市低碳竞争力比

较较，，进行碳补偿后的东进行碳补偿后的东、、中中、、西部城市如济南市的低碳竞西部城市如济南市的低碳竞

争力都得到提升争力都得到提升。。
(( 二二)) 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的区域经济学解析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的区域经济学解析

1．1． 济南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供给济南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供给

济南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优势主要包括济南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优势主要包括:: (( 11 )) 可可

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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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比较丰富再生能源比较丰富。。历城区历城区、、济阳县和商河县的地热资济阳县和商河县的地热资

源蕴藏量近源蕴藏量近1010万亿立方米万亿立方米，，太阳能太阳能(( 年日照时数年日照时数22552255小小

时时))、、风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比较丰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比较丰富。。(( 22 ))低碳经济基低碳经济基

础较好础较好。。第一第一，，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
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基础好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基础好。。济南市开发了以高温金属济南市开发了以高温金属

镀膜管镀膜管、、晶硅原料提纯晶硅原料提纯、、高效太阳能光伏电池等为主的高效太阳能光伏电池等为主的

国际先进低碳技术国际先进低碳技术，，积极推进建筑节能积极推进建筑节能，，是全国节能与是全国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第二第二，，CDMCDM(( 清洁发展机清洁发展机

制制)) 项目基础较好项目基础较好。。在节能在节能、、甲烷回收利用甲烷回收利用、、温室气体分温室气体分

解等领域实施了一批解等领域实施了一批 CDMCDM 项目项目，，已有济钢燃气已有济钢燃气 －－ 蒸汽蒸汽

联合循环发电联合循环发电、、山东中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中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HFC － 23HFC － 23分分

解解、、济南垃圾填埋气发电等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济南垃圾填埋气发电等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 33))

济南市人民政府比较重视发展低碳经济济南市人民政府比较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制度低碳经济制度

较先进较先进。。如如，，济南市在济南市在20102010年年11月月1212日与中英低碳经济战日与中英低碳经济战

略规划研究组签订了政府战略合作框架下济南市低碳略规划研究组签订了政府战略合作框架下济南市低碳

经济战略规划研究经济战略规划研究(( 项目项目)) 暨暨““不同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不同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

的低碳之路的低碳之路””项目项目。。(( 44)) 人口的文化素质较高人口的文化素质较高、、绿色观念绿色观念

较强较强。。如如，，20102010年年77月月，，济南市市中区杆石桥街道办事处济南市市中区杆石桥街道办事处

与山东大学与山东大学““节能减排节能减排··全民低碳全民低碳””宣讲团宣讲团，，在馨苑广场在馨苑广场

开展了以开展了以““低碳生活低碳生活””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为主题的科普宣传活动，，增强了公增强了公

民的绿色观念民的绿色观念。。
济南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劣势主要包括济南市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劣势主要包括:: (( 11)) 森森

林覆盖率较低林覆盖率较低。。20112011年年，，济南市的森林覆盖率约济南市的森林覆盖率约31% ，31% ，低低

于泰安市于泰安市、、青岛市青岛市、、淄博市淄博市、、枣庄市枣庄市、、莱芜市莱芜市、、聊城市聊城市、、潍潍
坊市等城市的森林覆盖率坊市等城市的森林覆盖率。。(( 22)) 低碳经济制度不完善低碳经济制度不完善。。主主
要表现在要表现在:: 第一第一，，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尚未建立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济南市目济南市目

前尚无专门的低碳经济法规前尚无专门的低碳经济法规、、规章规章，，更缺乏低碳经济布更缺乏低碳经济布

局方面的法规局方面的法规。。第二第二，，低碳市场经济体制和低碳经济政低碳市场经济体制和低碳经济政

策不完善策不完善。。济南市人民政府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投入济南市人民政府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投入

和信贷支持不足和信贷支持不足，，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不够具体和缺乏可低碳经济发展政策不够具体和缺乏可

操作性操作性;; 没有建立低碳没有建立低碳 GDPGDP 制度制度、、完善的符合低碳济要完善的符合低碳济要

求的产权及收费制度求的产权及收费制度、、生产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产品制生产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产品制

度度、、将碳成本纳入产品成本的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低碳将碳成本纳入产品成本的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低碳

消费鼓励制度等消费鼓励制度等。。第三第三，，重视规制性政策在发展低碳经重视规制性政策在发展低碳经

济中的作用济中的作用，，忽视市场性政策和参与性政策的作用忽视市场性政策和参与性政策的作用，，发发

展低碳经济的动力不足展低碳经济的动力不足。。
2．2． 济南市集聚低碳经济济南市集聚低碳经济

20092009 年年 33 月月 1313 日日，，国家火炬计划中唯一的国家火炬计划中唯一的““太阳能太阳能

特色产业基地特色产业基地””落户济南落户济南。。目前目前，，济南市东部太阳能研发济南市东部太阳能研发

生产基地已经形成国内唯一完整的太阳能光热产业链生产基地已经形成国内唯一完整的太阳能光热产业链，，

初步形成太阳能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太阳能产业集群。。太阳能产业集群有利于共同太阳能产业集群有利于共同

利用基础设施利用基础设施，，降低太阳能产业的企业降低太阳能产业的企业、、中介组织中介组织、、研究研究

院等之间的交易成本以及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院等之间的交易成本以及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 COCO22

排放等排放等，，加强太阳能企业加强太阳能企业、、研究院研究院、、中介组织中介组织、、政府等之政府等之

间的相互联系间的相互联系，，促进区域低碳创新促进区域低碳创新，，因此因此，，具备了较强的具备了较强的

区域低碳竞争力区域低碳竞争力。。如如，，济南太阳能特色产业基地是亚洲济南太阳能特色产业基地是亚洲

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基地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基地，，在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在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

领域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其中其中，，山东力诺瑞特新能山东力诺瑞特新能

源有限公司率先提出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源有限公司率先提出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并在全国进并在全国进

行实践行实践，，成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命名的太阳能行业成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命名的太阳能行业

唯一的唯一的““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3．3． 济南市低碳经济转移成本济南市低碳经济转移成本

(( 11)) 济南北临渤海和京津冀大都市圈济南北临渤海和京津冀大都市圈，，东与山东半东与山东半

岛城市群相连岛城市群相连，，是山东半岛城市群与广大腹地的重要连是山东半岛城市群与广大腹地的重要连

接区域和中国大陆东部的南北交通枢纽接区域和中国大陆东部的南北交通枢纽，，有利于加强与有利于加强与

美国美国、、韩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京津京津

冀和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低碳经济联系冀和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低碳经济联系，，如吸引其如吸引其

低碳技术低碳技术、、低碳经济人才低碳经济人才、、新能源和学习其先进的低碳新能源和学习其先进的低碳

经济管理经验经济管理经验，，接近低碳产品消费市场接近低碳产品消费市场。。京沪铁路纵贯京沪铁路纵贯

南北南北，，胶济胶济、、济邯铁路横贯东西济邯铁路横贯东西，，是济南与沿海和内陆地是济南与沿海和内陆地

区之间的联系通道区之间的联系通道。。京沪高速公路京沪高速公路、、济青高速公路和国济青高速公路和国

道道 104104、、309309 等主要公路干线以及众多的省级公路等主要公路干线以及众多的省级公路，，构成构成

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体系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体系，，加上济南遥墙国际机加上济南遥墙国际机

场场，，形成了陆形成了陆、、空立体交通网络空立体交通网络。。济南与周边的淄博济南与周边的淄博、、泰泰

安安、、莱芜莱芜、、聊城聊城、、德州和滨州德州和滨州，，可以在可以在 1 － 21 － 2 个小时内通个小时内通

达达，，便于便于““COCO22””、、低碳技术低碳技术、、低碳经济人才低碳经济人才、、新能源等低碳新能源等低碳

经济生产要素的流动经济生产要素的流动。。济南的区位条件十分优越济南的区位条件十分优越、、交通交通

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发达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发达，，低碳经济转移成本低低碳经济转移成本低，，有利有利

于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于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

竞争力竞争力。。(( 22)) 济南城市化水平高济南城市化水平高，，城市密集城市密集，，城市之间低城市之间低

碳经济转移成本较低碳经济转移成本较低，，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劳劳

动力动力、、““COCO22””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流动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流动，，实现济南市实现济南市

内城市之间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内城市之间低碳经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济南的提高济南的

低碳竞争力低碳竞争力。。(( 33)) 低碳经济转移成本的存在低碳经济转移成本的存在，，限制了济南限制了济南

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优势和集聚低碳经济实现的程度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优势和集聚低碳经济实现的程度，， 使使

低碳经济活动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低碳经济活动局限于一定的范围，， 如济南太阳能特色产如济南太阳能特色产

业基地业基地、、济北开发区济北开发区、、明水经济开发区明水经济开发区。。济南的低碳经济济南的低碳经济

转移成本较低转移成本较低，，有利于实现济南太阳能特色产业基地有利于实现济南太阳能特色产业基地、、
济北开发区济北开发区、、明水经济开发区等低碳经济园区的集聚低明水经济开发区等低碳经济园区的集聚低

碳经济效益碳经济效益，，提高济南的低碳竞争力提高济南的低碳竞争力。。
4．4． 济南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济南市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

根据以上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济南市的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优势济南市的低碳经济生产要素优势、、
低碳经济转移成本优势和集聚低碳经济优势提高了济低碳经济转移成本优势和集聚低碳经济优势提高了济

南市的低碳竞争力南市的低碳竞争力。。

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城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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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根据低碳需求和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优济南市根据低碳需求和动态比较低碳经济优势优

化经济结构化经济结构，，如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如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生物工程产

业业、、新材料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

竞争力竞争力。。
5．5． 济南市低碳需求济南市低碳需求

(( 11)) 20112011 年年，，济南贺年会要求各旅行社积极倡导绿济南贺年会要求各旅行社积极倡导绿

色旅游色旅游、、低碳消费低碳消费，，重点设计绿色旅游项目重点设计绿色旅游项目，，引导游客不引导游客不

参加高耗能项目参加高耗能项目，，适量点餐适量点餐，，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品等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品等，，提提

高了人们的绿色消费意识高了人们的绿色消费意识，，促进了济南市低碳旅游业的促进了济南市低碳旅游业的

发展发展。。(( 22)) 济南生活用品租赁公司的家电济南生活用品租赁公司的家电、、汽车汽车、、健身器健身器

材材、、医疗保健器械等产品齐全医疗保健器械等产品齐全，，目前有许多办事处目前有许多办事处、、公司公司

租赁该公司的产品租赁该公司的产品;; 同时同时，，该公司的产品也受到济南市该公司的产品也受到济南市

民的欢迎民的欢迎。。(( 33)) 越来越多的济南市民喜欢越来越多的济南市民喜欢““二手二手””物品的物品的

网上交易网上交易，，其商品种类繁多其商品种类繁多，，包括书包括书、、儿童车儿童车、、衣服衣服、、鞋鞋、、
日用品等日用品等。。低碳消费拉动了济南市低碳旅游业低碳消费拉动了济南市低碳旅游业、、低碳工低碳工

业等低碳产业的发展业等低碳产业的发展，， 并通过产业布局调整并通过产业布局调整 (( 如太阳能如太阳能

产业基地的形成产业基地的形成)) ，，促进了济南市低碳经济空间结构形促进了济南市低碳经济空间结构形

成成，，提高了济南市低碳竞争力提高了济南市低碳竞争力。。
6．6． 济南市低碳经济结构济南市低碳经济结构

(( 11)) 济南市积极发展低碳经济济南市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形成了若干低碳产形成了若干低碳产

业园业园，，实现了低碳集聚效益实现了低碳集聚效益，，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竞争提高了济南市的低碳竞争

力力。。如如，，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积极培育以华润电力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积极培育以华润电力 ((风风
能能 ))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有限公司、、鲁阳风电设备为重点的新能源产业鲁阳风电设备为重点的新能源产业，，

以山东华氟化工有限公司的聚氟乙烯树脂以山东华氟化工有限公司的聚氟乙烯树脂、、圣泉集团的圣泉集团的

核苷类医药中间体为重点的生物医药及新材料产业核苷类医药中间体为重点的生物医药及新材料产业，，以以

章丘海尔电机有限公司章丘海尔电机有限公司、、山东华菱电缆有限公司为重点山东华菱电缆有限公司为重点

的电子信息与传输产业的电子信息与传输产业，，以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以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

司司、、山东翔宇航空技术服务公司为龙头的航空维修山东翔宇航空技术服务公司为龙头的航空维修、、新新

材料材料、、空港物流等产业空港物流等产业。。20112011 年年，，明水经济开发区被评明水经济开发区被评

为山东省为山东省““低碳经济十佳开发区低碳经济十佳开发区””。。(( 22)) 济南市积极发展济南市积极发展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产业结构开始向低碳转型产业结构开始向低碳转型。。如如，，平阴县积极开平阴县积极开

展低碳经济展低碳经济，，济南玫德铸造有限公司将煤气式退火窑改济南玫德铸造有限公司将煤气式退火窑改

为隧道式退火窑为隧道式退火窑，，吨管件耗煤由吨管件耗煤由 370370 公斤降至公斤降至 100100 公公

斤斤，，污染物排放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 30%30% ;; 在地产开发中在地产开发中，，鼓励安装太阳鼓励安装太阳

能系统能系统，，减少能源消耗减少能源消耗;; 在社区旧村改造中在社区旧村改造中，，大力发展沼大力发展沼

气能源气能源，，将生活垃圾转换为能源用于照明将生活垃圾转换为能源用于照明、、做饭做饭，，剩余有剩余有

机肥料用于小区绿化机肥料用于小区绿化，，提高了平阴县低碳竞争力提高了平阴县低碳竞争力。。(( 33)) 济济

南市委南市委、、市政府把节能减排作为每季度全市经济形势分市政府把节能减排作为每季度全市经济形势分

析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析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定期调度节能减排工作进度定期调度节能减排工作进度，，

初步形成了职责比较明确初步形成了职责比较明确、、分工协作分工协作、、齐抓共管节能减齐抓共管节能减

排的组织结构排的组织结构，，促进了济南市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了济南市低碳经济发展。。
7．7． 济南市低碳文化济南市低碳文化

20102010 年年 33 月月，，济南市历下区在济南泉城路沃尔玛商济南市历下区在济南泉城路沃尔玛商

场开展了场开展了““关注气候变暖关注气候变暖，，让地球更健康让地球更健康””的低碳经济宣的低碳经济宣

传周活动传周活动。。通过组织市民观看环境保护图片展通过组织市民观看环境保护图片展、、发放环发放环

境保护知识手册和环境保护宣传品境保护知识手册和环境保护宣传品、、介绍日常生活中的介绍日常生活中的

节能和环境保护方法等形式节能和环境保护方法等形式，，增强了济南市公民的低碳增强了济南市公民的低碳

消费观念消费观念。。在生态环保理念宣传教育的影响下在生态环保理念宣传教育的影响下，，济南市济南市

公民的社会习俗开始向低碳化转型公民的社会习俗开始向低碳化转型，，如已经形成将在酒如已经形成将在酒

店没有吃完的食物打包的良好习惯店没有吃完的食物打包的良好习惯，，提高了济南市低碳提高了济南市低碳

竞争力竞争力。。
8．8． 济南市低碳公平济南市低碳公平

济南市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低碳经济政策和相关济南市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低碳经济政策和相关

法规法规，，促进了济南市低碳经济发展促进了济南市低碳经济发展，，提升了济南市低碳提升了济南市低碳

竞争力竞争力，，但在低碳公平方面存在缺陷但在低碳公平方面存在缺陷。。如如，，自自 20062006 年年，，

济南市开始实行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济南市开始实行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由于发展低碳经由于发展低碳经

济的需要济的需要，，电价上涨电价上涨，，但缺乏对贫困家庭的配套补贴政但缺乏对贫困家庭的配套补贴政

策策，，导致贫困家庭的生活日益艰难导致贫困家庭的生活日益艰难，，生存性能源消费不生存性能源消费不

足足，，不利于济南市的城乡协调发展不利于济南市的城乡协调发展、、社会稳定和低碳竞社会稳定和低碳竞

争力提升争力提升。。
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证明了城市低碳济南市低碳竞争力形成机制研究证明了城市低碳

竞争力形成机制系统学解析和区域经济学解析框架的竞争力形成机制系统学解析和区域经济学解析框架的

科学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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