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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

于 2010 年，并挂靠在经济管理学院。中心定位为“国际知名、

国内一流的油气产业发展研究基地”，围绕五大研究方向和五

大应用领域，重点承担和开展一批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

课题。自成立以来，中心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在不断提

升，已经累计承担课题 100 多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9 项、国际合作基金 2 项、国家部委项目

31 项、企业项目 75 项；出版了学术专著 19 部、教材 4 部。

近 5 年 ， 中 心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100 多 篇 ， 多 数 被

SCI/SSCI/CSSCI/CSCD 收录；获得国家能源局、商务部、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等省部级科技奖励 16 项。目前中

心有研究人员 12 名，其中教授 5 名，博士生导师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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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碳中和与能源创新发展研究院（简

称“中石大碳能院”）是在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简称“双

碳”目标）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主动服务国家需求，积

极响应国家建设高校特色智库的要求，结合学校自身优势，

于 2021 年 9 月成立的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也是支持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网络高

校（青年）工作组组长单位业务开展的主要研究机构。中石

大碳能院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下的国际、国家、行

业、企业在能源与油气领域的发展提供第三方分析、评价与

政策建议。通过每年向社会公众发布指数类、研究类、专题

类系列报告，并向国家决策部门和行业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

定期举办相关特色论坛等，逐步打造“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聚焦油气、辐射能源”的特色鲜明的能源类高校“双碳”政策

类研究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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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甲烷不平等情况

影响分析 

 

核心摘要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参与到全

球贸易中，但由于不同国家生产水平和贸易结构等的区别，各地区之

间存在甲烷不平等等现象。因此本报告基于 EORA 数据库，构建多区

域投入产出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行甲烷和增加值在生产和

消费视角下的核算，并通过构建双边贸易和全球贸易甲烷不平等指数，

系统的分析 2013 年和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甲烷不平等变化

情况。结果显示，从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沿

线地区双边贸易甲烷不平等情况有很明显缓解，但在全球贸易中，仍

存在较为显著的甲烷不平等。 

1. 研究背景与目的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

与到全球贸易中，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中国环境与发

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 2021 年年会“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主题论坛提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

发展之路。要实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就必须掌握好环境代价与经

济收益的平衡，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协调发展。 

在全球贸易下，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地理空间上存在分离，各

地区可以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将排放转移到其他地区。当不同生产

水平和贸易结构的国家进行贸易时，就可能产生潜在的甲烷排放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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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收益的不平等交换，即甲烷不平等，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

间的贸易日益活跃，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甲烷不平等问题，如部分国家

在承担经济净损失的同时还可能承担了其他国家的甲烷排放，这与减

少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矛盾。因此，考察“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甲烷不平等变化情况，对于探索实

现“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路径至关重要。 

本研究基于 EORA 和 EDGAR 数据库，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

型（MRIO），分析 6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根据地理位置合并

为 9 大研究区域，核算 2021 年生产和消费视角下“一带一路”沿线区

域的甲烷排放和增加值，以及进一步探索了隐含甲烷排放及增加值的

详细生产和消费行业结构，最终构建了双边贸易中甲烷不平等指标和

全球贸易网络中甲烷不平等综合指标，全面量化对比分析“一带一路”

区域 2013 年和 2021 年甲烷不平等现象变化情况，为实现“一带一路”

区域环境治理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启示。 

2. 主要研究思路 

2.1 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 

MRIO 模型能够从区域和部门尺度上系统地分析产品和服务在

区域间转移的隐含环境影响，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分析由贸易引发的环

境影响转移的研究中。 

根据 MRIO 模型，隐含甲烷排放转移矩阵E为， 

 E = f̂(I − A)−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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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为甲烷排放强度对角化矩阵；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I − A)−1为列昂惕夫逆矩阵；�̂�为最终需求对角化矩阵。 

2.2 甲烷排放不平等综合指标 

本研究构建双边贸易中甲烷不平等指标和全球贸易网络中甲烷

不平等综合指标，分别量化“一带一路”区域间双边贸易中的甲烷不

平等及全球贸易中的甲烷不平等整体地位。使用 MI 指数组合，从双

边贸易和全球贸易两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甲烷不平等

状况。指数组合由双边贸易甲烷不平等指数（BMI）和全球贸易甲烷

不平等指数（GMI）构成。前者用于量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双边贸易中的甲烷不平等程度，后者用于量化各“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或地区整体的全球贸易甲烷不平等状况。 

根据式（1），区域r与区域s之间隐含甲烷排放的净流量E𝑟𝑠̅̅ ̅̅ 表现为： 

 E𝑟𝑠̅̅ ̅̅ = 𝐸𝑟𝑠 − 𝐸𝑠𝑟 （2） 

各地区之间隐含甲烷排放净流量�̅�的矩阵表示如下： 

 

�̅� =

[
 
 
 
 0 E12̅̅ ̅̅̅

E21̅̅ ̅̅̅ 0
⋯ E1(𝑚−1)̅̅ ̅̅ ̅̅ ̅̅ ̅̅ E1𝑚̅̅ ̅̅ ̅

E2(𝑚−1)̅̅ ̅̅ ̅̅ ̅̅ ̅̅ E2𝑚̅̅ ̅̅ ̅
⋮ ⋱ ⋮

E(𝑚−1)1̅̅ ̅̅ ̅̅ ̅̅ ̅̅ E(𝑚−1)2̅̅ ̅̅ ̅̅ ̅̅ ̅̅

E𝑚)̅̅ ̅̅ ̅ E𝑚2̅̅ ̅̅ ̅
⋯ 0 E(𝑚−1)𝑚̅̅ ̅̅ ̅̅ ̅̅ ̅̅ ̅

E𝑚(𝑚−1)̅̅ ̅̅ ̅̅ ̅̅ ̅̅ ̅ 0 ]
 
 
 
 

 （3） 

去除�̅�中的所有负值，下面的矩阵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𝐸𝑁̅̅ ̅̅ = (�̅� + |𝐸|̅̅ ̅̅ )/2 （4） 

同样，各地区之间的隐含增加值净流量�̅�的矩阵可以表示为如下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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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V12̅̅ ̅̅ ̅

V21̅̅ ̅̅ ̅ 0
⋯ V1(𝑚−1)̅̅ ̅̅ ̅̅ ̅̅ ̅̅ V1𝑚̅̅ ̅̅ ̅

V2(𝑚−1)̅̅ ̅̅ ̅̅ ̅̅ ̅̅ V2𝑚̅̅ ̅̅ ̅̅
⋮ ⋱ ⋮

V(𝑚−1)1̅̅ ̅̅ ̅̅ ̅̅ ̅̅ V(𝑚−1)2̅̅ ̅̅ ̅̅ ̅̅ ̅̅

V𝑚)̅̅ ̅̅ ̅ V𝑚2̅̅ ̅̅ ̅̅
⋯ 0 V(𝑚−1)𝑚̅̅ ̅̅ ̅̅ ̅̅ ̅̅ ̅

V𝑚(𝑚−1)̅̅ ̅̅ ̅̅ ̅̅ ̅̅ ̅ 0 ]
 
 
 
 

 （5） 

定义以下函数进行数据归一化，得到如下方程： 

 f(b) = (b − 𝑏𝑚𝑖𝑛)/(𝑏𝑚𝑎𝑥 − 𝑏𝑚𝑖𝑛)(𝑏 ∈ 𝐵𝑚×𝑚) （6） 

随后构建区域r和区域s之间的双边贸易甲烷不平等指数： 

 
BMI𝑟𝑠 = {

𝑓 (
EN𝑟𝑠̅̅ ̅̅ ̅̅

V𝑟𝑠̅̅ ̅̅
) , EN𝑟𝑠̅̅ ̅̅ ̅̅ > 0且V𝑟𝑠̅̅ ̅̅ < 0

𝑓(EN𝑟𝑠̅̅ ̅̅ ̅̅ ) + 𝑓(|V𝑟𝑠̅̅ ̅̅ |) + 1, EN𝑟𝑠̅̅ ̅̅ ̅̅ > 0且V𝑟𝑠̅̅ ̅̅ > 0

 （7） 

双边贸易中甲烷不平等指标的计算存在 2 种情况：第 1 种情况表

明了相对公平的区域间贸易；第 2 种情况则表明了区域间贸易中存在

严重的甲烷不平等。总体而言，双边贸易中甲烷不平等指标越大，表

明区域间双边贸易的甲烷不平等越严重。 

将r区域接收的总净甲烷排放和总净增加值分别定义𝐸𝑟为和𝑉𝑟： 

 
𝐸𝑟 =∑𝐸𝑟𝑠̅̅ ̅̅̅

𝑚

𝑠≠𝑟

 （8） 

 
𝑉𝑟 =∑𝑉𝑟𝑠̅̅ ̅̅̅

𝑚

𝑠≠𝑟

 （9） 

构建区域r的全球贸易网络中甲烷不平等综合指标 

 

GMI𝑟 =

{
  
 

  
 −𝑓(𝐸

𝑟) − 𝑓(𝑉𝑟) − 1, 𝐸𝑟 > 0且𝑉𝑟 < 0

−𝑓 (
𝐸𝑟

𝑉𝑟
) , 𝐸𝑟 > 0且𝑉𝑟 > 0

𝑓 (
𝐸𝑟

𝑉𝑟
) , 𝐸𝑟 < 0且𝑉𝑟 < 0

𝑓(𝐸𝑟) + 𝑓(𝑉𝑟) + 1, 𝐸𝑟 < 0且𝑉𝑟 > 0

 （10） 

全球贸易网络中甲烷不平等综合指标的计算存在 4 种情况。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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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若GMI𝑟 > 0，r区域为全球贸易甲烷不平等的受益者，该指标

越大，受益程度越高；反之r区域为全球贸易甲烷不平等的受害者，该

指标越小，受害程度越高。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 EORA 的全球 MRIO 表，与 EDGAR 的甲烷排放，

该数据具有较高可信度，已广泛应用于全球贸易中隐含甲烷排放的相

关研究中，为本研究核算“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甲烷排放和增加值、

追溯隐含甲烷排放和增加值的行业构成提供了较为精准的数据基础。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去除无数据国家以及埃及的西

奈半岛，最终选取 62 个沿线国家，并根据地理位置合并为 9 大区域，

详见表 1 及图 1。 

表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划分 

区域 包含国家 

中国 中国 

蒙俄 蒙古、俄罗斯 

东南亚 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 

南亚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尼泊尔、不丹 

中亚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西亚 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



 

- 6 - 

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

林、塞浦路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南欧 希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马其顿、波黑 

东欧 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

维亚、 

中欧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图 1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 

3. 主要研究结果与结论 

3.1 基于生产和消费的甲烷排放和增加值 

图 2 和图 3 分别为 2021 年各“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生产和消

费视角下的甲烷排放量和增加值。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

生产和消费视角下的甲烷排放分别为 226.4Mt 和 201.0Mt，分别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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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甲烷排放总量（383.0Mt）的 59.12%和 52.50%。其中，中国是最大

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在生产和消费视角下的甲烷排放分别为

70.6Mt 和 78.0Mt，分别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和消费甲烷排放

的 31.2%和 38.8%。其次是南亚，南亚生产和消费视角下的甲烷排放

分别为 49.1Mt 和 47.5Mt，分别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和消费甲烷

排放的 21.7%和 23.7%。 

 

图 2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和消费视角下甲烷排放 

通过比较生产侧甲烷排放和消费侧甲烷排放，可以看出“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相对应的净排放量。净流量包括净进口和净出口两种类

型，前者流量大于 0，后者流量小于 0，“一带一路”沿线 9 个区域中

有 5 个区域为隐含甲烷排放净出口国，其生产侧甲烷排放量大于消费

侧甲烷排放量，即这些地区承担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净甲烷排放量。

其中西亚是最大的隐含甲烷排放净出口地区，净出口量达到 14.0Mt，

占所有净出口国总量的 39.1%。此外，蒙俄，东南亚也是重要的隐含

甲烷排放净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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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和消费视角下增加值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和消费视角下的增加值分别占全球增

加值总额的 34.16%和 33.19%。其中，中国生产和消费的增加值分别

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和消费视角下增加值的 52.2%和 52.1%。

西亚生产和消费的增加值分别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和消费视

角下增加值的 12.3%和 11.8%。通过比较生产侧增加值和消费侧增加

值，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 6 个是隐含增加值的净出口地

区，即这些地区获得了经济收益。 

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视角下的甲烷排放是消

费视角下的 1.13 倍，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承担着来自非“一带

一路”沿线区域的净甲烷排放转移（即向非“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净

出口隐含甲烷排放）。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产视角下的增加

值是消费视角下的 1.03 倍，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全球贸易中

获得了净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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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甲烷排放和增加值的数量和行业结构 

图 4 和图 5 分别显示了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甲烷排放

和增加值的行业构成情况。对于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而言，

生产侧的甲烷排放主要来自能源生产，农业和废物处理，占比分别为

39.1%，36.9%和 20.9%。而基于消费的甲烷排放主要来源于制造业，

农业和废物处理，占比分别为 32.7%，24.7%和 24.0%。从增加值来

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服务业、制造业和能源生产对生产侧

增加值的贡献最大，分别占比 34.6%，29.0%和 13.9%。消费侧增加值

主要由制造业、服务业、废物处理贡献，占比分别为 44.7%，28.8%和

10.8%。 

 

图 4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甲烷排放行业构成 

对于行业结构具体的国家占比而言，能源生产作为生产侧甲烷排

放最大的部门，在其中中国，西亚和东南亚分别占能源生产甲烷排放

的 31.9%，25.0%和 16.7%。南亚，中国和东南亚分别占农业生产侧甲

烷排放的 38.9%，27.1%和 18.8%。在消费侧甲烷排放方面，中国，东

南亚和南亚分别占制造业需求侧甲烷排放的 50.0%，17.5%和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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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亚和西亚分别占废物处理需求侧甲烷排放的 37.0%，20.2%

和 14.6%。 

 

图 5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增加值行业构成 

在增加值方面，中国，东南亚分别占制造业生产侧增加值的 64.1%

和 9.3%，同时中国和南亚分别占服务业生产侧增加值的 46.9%和

14.2%。而在消费侧方面，中国和东南亚分别占消费侧增加值的 60.8%

和 9.7%，在服务业方面，中国和南亚分别占服务业消费侧增加值得

45.5%和 14.9%。 

3.3 双边和全球贸易中的甲烷不平等 

图 6 和图 7 分别显示了 2013 年和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

间的 BMI 指数。在 2013 年，西亚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造成了较

大的甲烷不平等负担，西亚内部的不平等指数达到了 74.28，是所有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双边贸易中甲烷不平等指数的最高值，并且西

亚与南亚（53.19），西亚与中亚（36.21），西亚与东欧（29.05），西亚

与东南亚（24.05）之间的不平等指数均超过了 20，且西亚在“一带

一路”沿线区域间的双边贸易中的总体不平等指数为 239.85，代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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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的甲烷不平等情况。南欧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同样存在严

重的甲烷不平等，南欧与西亚的 BMI 指数为 58.06，与南亚（23.02），

中亚（21.02）东欧（10.03）及其他地区的 BMI 指数同样较高。此外

东南亚地区，中欧地区也是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开展双边贸

易的受益者。 

 

图 6 2013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双边贸易不平等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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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双边贸易不平等指数 

在 2021 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区

域的双边贸易不平等情况呈现显著下降，南欧与西亚之间的不平等指

数为 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平等指数最高值——50.09，相较

于 2013 年 BMI 最高值下降了 24.19，且南欧与南亚之间的 BMI 指数

也相较 2013 年有所下降。同时西亚与西亚内部的 BMI 指数由 2013

年的最高值 74.28 下降为 2021 年的 49.44，下降了高达 24.84。与此

同时，西亚与南亚，东欧等地区的 BMI 指数均有下降。整体而言，

西亚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双边贸易中的整体不平等指数由

2013 年的 239.85 下降到 2012 年的 213.05，东南亚地区在双边贸易中

的整体不平等指数由 2013 年的 142.97 下降到了 2021 年的 128.57。



 

- 13 - 

有三分之二的“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 2021 年双边贸易中的整体不

平等指数均相较 2013 年有所下降。2021 年与 2013 年“一带一路”沿

线区域 BMI 指数差值如图 8 所示。 

 

图 8 2021 年与 2013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 BMI 指数差值 

从区域间具体变化情况来看，有 53%的区域之间的甲烷不平等指

数呈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分别 24.8、15.1 及 10。在剩余 47%

的区域间中，有 90%的区域增加的 BMI 指数在 0-4 之间，即增加的

双边贸易甲烷不平等指数均为较小值，这也充分体现了在“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 10 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之间的双边贸易不平等指

数呈现下降或极缓慢增加趋势，“一带一路”倡议对各国的发展均做出

了显著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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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2013 年（b）2021 年“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全球贸易不平等指数 

图 9 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 GMI 指数，反映了这些区域在

2013 年和 2021 年在全球贸易中甲烷不平等的整体地位。结果显示，

在 2013 年中欧，中国，南欧的 GMI 指数分别为 4.08、2.05 和 0.24，

表明这些地区是 2013 年全球甲烷贸易不平等的主要受益者，而在

2021 年，这三个区域的 GMI 指数分别变化为 6.06、2.00 和 2.06，除

中国外，另外两个区域的全球甲烷贸易不平等指数均有增加，即这些

区域的受益情况更为严重，而中国的全球甲烷贸易不平等指数有所下

降，反映出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对其他各国的不平等情况

有所缓和。与此同时，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全球甲烷贸易

不平等指数有所下降，但结合现有数据来看，仅有中国与西亚在实际

意义中，遭受的不平等情况有所缓解，而蒙俄、东南亚、南亚和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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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全球甲烷贸易中，遭受的不平等情况反而有小幅度增加。对南

欧、东欧以及中欧而言，这三个地区在全球甲烷贸易中的受益情况大

幅度增加。 

总体而言，在全球甲烷贸易中，“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呈现较为

明显的两极分化情况，发展中国家仍旧承担着来自全球其他国家的甲

烷转移，同时还伴随着增加值的流出，而对欧洲发达国家来说，这些

区域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将甲烷排放随着贸易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角

色，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获得了增加值的流入。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本研究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方法框架，以分析全球贸易网络下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之间的甲烷不平等。基于 MRIO 模型进行了隐

含甲烷排放和增加值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MI 指数组合，从双

边贸易和全球贸易两个维度量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间的甲烷不平

等程度。此外，我们识别了甲烷不平等所体现的详细生产部门和消费

部门。该框架也可用于分析其他类型的生态影响和贸易中的经济利益

在其他尺度上的交换。 

基于隐含甲烷排放和增加值的分析，我们发现近一半的“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是隐含甲烷排放和增加值的净出口国，这意味着它们在

实现净经济利益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承担了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净甲烷排放。在行业层面，能源生产和农业是生产侧甲烷排放的主要

贡献者。相比之下，服务业对生产型增加值的贡献最大。2013 年，西

亚内部的双边贸易甲烷不平等最为严重（BMI=74.28），2021 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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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与西亚地区的双边贸易甲烷不平等最为严重（BMI=50.09），呈现显

著下降趋势。除中国、南欧和中欧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均在 2013

年收到全球贸易甲烷不平等的负面影响，其中西亚（GMI=-12.44）收

到的影响最大。在 2013 年，收到负面影响最大的地区变为南亚

（BMI=11.12），同时东欧地区转变为在全球贸易中获益地区。上述结

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之间的贸易隐含甲烷不平等已呈现显

著环节趋势，但在全球范围内遭受的甲烷不平等仍有较大缓解空间，

不利于沿线地区作为绿色经济体的增长。 

基于上述结果，本报告为缓解甲烷不平等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了方法和决策指引。 

首先，加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将贸易结构从高甲

烷排放低附加值向低甲烷排放高附加值转变。大部分“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部分

行业以高甲烷排放，低增加值产业为主导，会导致这些国家承担更多

的甲烷排放，而在区域间贸易中获得较少的经济收益。因此，“一带

一路”沿线区域需要改变贸易结构，从高排放低附加值向低排放高附

加值转变，以减少甲烷排放，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提升其在全球供

应链中的地位。 

其次，建议从共同责任的角度，从生产和消费双重视角开展“一

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甲烷排放核算，探索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分担

的甲烷减排责任机制，鼓励通过双边贸易将甲烷排放转移出去的国家

或地区给予以生产甲烷排放为主的国家和地区更多的资金或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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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协同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可持续发展。 

最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间的绿色技术和绿色贸易合作。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甲烷不平等现象虽有显著环节，

但沿线区域在全球贸易中依旧普遍遭受甲烷不平等的负面影响，建议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产业及生产技术合作，促进“一带一

路”区域间绿色贸易的发展，进而减缓“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遭遇的

甲烷排放和经济收益的不均衡分配，从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

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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