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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碳中和下新生函数的经济理论” 

项目负责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董丰 

 

 

原创项目资助科研人员提出原创学术思想、开展探索性与风险性强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工作。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战略部署，进一步提升原创能力，适应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发展基于中

国实践的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激励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引领性原创探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

部资助“碳中和对经济学的影响”原创探索项目。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主战场，项目成果不唯论文，项目鼓励突破传统经济学理论，

积极面对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推动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应对碳中和给经济学理论的基

本假设、理论构建、实证分析和政策制定等带来的巨大挑战，探索和构建碳中和驱动的经济科学新理论、新方

法和新范式，服务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教授董丰研究团队于 2023 年 1 月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该项目是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领域首个获得立项的基金委原创

探索计划项目。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场广泛而深刻

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总书记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了“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的要求，这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结合党中央的要求来理解，实现“双碳”目标，不仅是挑战，更是重大发展机遇。实现“双

碳”目标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质运动过程，而是经济社会系统演进过程。因此，我们需要运用经济学科

学范式，将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纳入分析。 

该项目的研究思路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两大目标，三家单位，四个维度”。具体来说，在“基于碳中

和下新生产函数的经济理论”这一主题下，致力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学研究范式重大创新”两

个目标，清华大学、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家单位优势互补，从“新生产函数”、“异质性主体

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与“最优政策”四个维度进行研究。本项目将从理论上分析企业在碳中和

背景下的生产决策问题，基于企业微观基础来重构含碳生产函数。进一步构建碳中和目标约束下包含生产者行

为、消费者行为和政府行为等微观基础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索碳中和与长期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劳

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碳中和下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厘清效率和公平协同目标下的

“双碳”目标实现机理和演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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