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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enterprise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ehavior 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the study of relevant exampl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ehavior is 
comprehensively understood, th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re deeply discussed, 
an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to reveal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not only optimiz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promo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chain, thu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companies are also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huge cost pressures and policy uncertainty.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targeted incentive policies to guid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market supervision to ensur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This not only help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brings a more green and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 for the who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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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旨在深入剖析企业碳减排行为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对相关实例的研究，全面了解了企业碳减排行为
的现状，深入探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来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显示，企业碳减排行为不仅优化了生产流程、推动了技术创新，还加强了产业链间的协同合作，从而显著提升了资源
配置效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挑战。因此，政府应制定具有针对性的
激励政策，以引导企业实现低碳发展，并加强市场监管，确保资源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还能为整个社会带来更为绿色、高效的资源配置格局。

关键词

企业；碳减排行为；资源配置效率；影响

【作者简介】沈勇（1977-），男，中国湖北襄樊人，本

科，高级工程师，从事环境、双碳研究。

1 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

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作为温室气体

排放的主要源头之一，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角色。然而，企业在实施碳减排行为时，不仅面临着经

济成本的挑战，还需考虑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1]。因此，

如何在推动企业积极碳减排的同时，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

化，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2 企业碳减排行为的现状分析

2.1 企业碳减排的主要做法与措施
近年来，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日益增强，众多

企业纷纷响应，积极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举措

不仅体现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纳清洁能源方面，还涵盖

了改进工艺技术、强化碳排放管理等多元手段。例如，许多

企业通过安装先进的节能设备、精心优化生产流程、积极推

广绿色建筑等方式，成功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能耗和碳排放

量，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力量。

2.2 企业碳减排行业现状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在

2011 年 10 月宣布启动碳市场试点建设。自 2013 年起，深圳、

上海、北京、广东、湖北、天津、重庆和福建八个地区陆续



41

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2卷·第 04 期·2024 年 04 月

建立了碳市场，实施碳排放权交易。2017 年底，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电力

行业）》，推动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设。经过近四年的精心

筹备，全国碳市场终于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正式启动交易，

首个履约周期内纳入了 2162 家电力行业的关键排放单位，

其碳排放量超过 40 亿吨，使中国成为全球覆盖碳排放规模

最大的交易市场。

3 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标准

3.1 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评价指标
资源配置效率就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如何以有限的

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其中，主要通过几个关键指

标来评估其效率，如生产效率、资本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 [2]。

生产效率，它直接反映了企业在单位时间内所能生产

的产品数量或服务的质量。简而言之，生产效率高就意味着

企业对于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

进而提高了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资本回报率，则是用来衡量企业投资资本所带来的收

益与其投资总额之间的比例。它揭示了企业投资活动的盈利

潜力和所承担的风险。当资本回报率高时，意味着企业的投

资活动效益显著，资源配置效率也随之提升。

劳动生产率，它关注的是单位劳动投入所能创造的产

品价值或服务价值。这一指标体现了企业劳动力的使用效率

以及劳动生产的潜力。当劳动生产率提升时，意味着企业

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更加高效，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资源配置

效率。

3.2 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流程
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是多元化且综合性的。既可

以通过定量手段来精确衡量，也可以通过定性分析来深入

洞察。

定量评价，通常依赖于统计数据和精细的数学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和生产函数估计等方法，能够精准

地计算出生产效率、资本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等关键指标。

这些数据提供了一幅清晰的企业资源配置现状图，能够迅速

发现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定性评价，则更注重对企业经营管理、市场环境等层

面的深入剖析。通过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我们能够

收集到第一手的信息和反馈。这些信息不仅帮助理解企业资

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还能提供改进和优化的方向。

3.3 不同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分析
不同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确实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这主要源于各自的行业特性、市场竞争态势以及技术水平等

因素。一般来说，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在资源配置效率方

面表现较为出色，而传统产业如农业和重工业则相对较低 [3]。

高新技术产业凭借高度的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能够

迅速适应市场的风云变幻和技术进步的步伐。这些企业凭借

强大的研发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能够更为有效地利用资

源，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服务业则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注重服务品质和顾客

体验。这些企业通常能够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

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传统产业如农业和重工业在资源配置方面则面临着较

大的挑战。农业受限于自然条件，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重

工业则受到环保法规和技术瓶颈的制约，导致资源利用效率

难以提升。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这些行业急需通过技术创新

和管理改革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 企业碳减排行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

4.1 碳减排行为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影响

4.1.1 生产流程优化与资源利用效率
企业在推行碳减排措施时，常会对生产流程进行精细

化调整，旨在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这种优化通常涵盖工

艺流程的改进以及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引进。这些举措不

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资源利

用效率。

以某化工厂为例，其在实施碳减排项目过程中，对生

产流程进行了深度优化。引入节能技术和设备，改进生产工

艺，并强化能源管理和监控。此举使得该厂的能源消耗大幅

下降，碳排放量显著减少，同时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均获得

显著提升，为企业带来了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4.1.2 技术创新与资源利用成本
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关键手段。通过研

发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企业能够有效降低生产过程中

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这些技术创新不仅助力企业达成碳减

排目标，还降低了资源利用成本，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 [4]。

以某汽车制造企业为例，其在研发电动汽车和插电式

混合动力汽车等低碳产品时，投入大量研发资源。虽然初始

研发成本较高，但随着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市场的不断拓展，

这些产品销量逐渐攀升，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收益。同时，技

术创新也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能源消耗，进一步提升了

资源配置效率。

4.2 碳减排行为对产业链资源配置的影响

4.2.1 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
企业在实施碳减排措施时，常需与上下游企业紧密合

作，共同推进碳减排工作。这种合作有助于形成产业链的整

体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

以某钢铁企业为例，其在实施碳减排项目时，积极与

供应商和客户展开合作，共同推动碳减排工作。通过与供应

商合作开发低碳原材料，与客户合作推广低碳产品，该企

业成功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碳减排体系。这种合作模式不仅

降低了企业自身的碳排放，还促进了整个产业链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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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产业链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企业碳减排行为的实施不仅影响单一企业的资源配置

效率，还对整个产业链的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积极影响。随着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与协调的加深，资源在产业链中的流

动更加顺畅，有利于实现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以某汽车产业链为例，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蓬勃发

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纷纷加大对碳减排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力度。汽车制造商积极研发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等低碳产品，同时加强与电池生产商、电机制造商等上下游

企业的合作，共同推动碳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这些举措

使得整个汽车产业链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同时推

动了整个行业的低碳转型。

4.3 碳减排行为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

4.3.1 市场需求变化与资源配置调整
随着消费者对低碳产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市场资源配

置也相应发生变化。企业为满足市场需求，加大对低碳产品

的研发和生产投入，从而调整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

以某家电制造商为例，随着消费者对节能产品需求的

不断增加，该企业开始加大对节能家电的研发和生产投入。

推出一系列节能空调、冰箱等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随

着这些产品销量的不断攀升，企业对节能产品的生产投入也

不断加大，从而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使更多资源流

向节能产品的生产领域。

4.3.2 政策引导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协同
政府政策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实施碳减排措施，引导市场

资源向低碳领域流动。

以某国家为例，该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实施

碳减排的政策措施，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这些政策

措施吸引了众多企业积极参与碳减排项目，使市场资源向低

碳领域流动。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低碳产品的监管和认证

工作，推动整个市场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

5 企业碳减排行为与资源配置效率协同发展
的建议

5.1 设定科学的碳减排目标与规划
企业应基于自身实际与发展需求，设立合理的碳减排

目标与规划。参考国际上的碳减排标准，结合企业生产特点

和技术水平，设定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同时，制定详尽的

实施计划和时间表，明确责任主体与完成时限 [5]。

5.2 强化技术创新与研发投入
企业应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投入，通过技术进

步推动碳减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加强与高校、科研机

构的合作，共同研发低碳技术与产品。同时，积极引进国际

上先进的低碳技术与管理经验，通过创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5.3 健全碳排放监测与报告体系
企业应建立完善的碳排放监测与报告体系，全面监测

并记录自身的碳排放情况。定期监测与报告有助于及时发现

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 [6]。此举还能加强与政府、投资者及公

众的沟通与合作，提升企业透明度与公信力。

5.4 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协调
企业应加强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协调，共同

推进碳减排工作。通过合作与协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共

享，降低产业链整体碳排放水平。此举也有助于企业形成合

力，共同应对市场与政策挑战。

5.5 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
企业可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碳减

排目标。碳交易市场为企业提供市场化平台，企业可通过出

售碳排放权获取收益，同时购买所需排放权。参与碳交易市

场有助于企业更灵活地实现减排目标，降低减排成本。

6 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在推动碳减排行为与资源配置效率协

同发展的过程中，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与规划，加强技术

创新与研发投入，建立完善的碳排放监测与报告制度，加强

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协调，并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这些

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企业实现碳减排目标，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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