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能源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能源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030217288

10位ISBN编号：7030217284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魏一鸣　等著

页数：2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能源报告>>

内容概要

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之一。
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是减少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这对人类使用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方式提出
了新的课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以及仅次于美国的第
二大碳排放国家，中国的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
    本报告从能源利用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角度入手，研究了能源利用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中国能源
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特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中国碳密集部门二氧化碳
排放的演变特征、中国区域二氧化碳排放演变、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的减排能力及其影响、二氧化碳减
排政策、国际碳市场机制及其对减排的影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前景及有效的碳减排途径等重要问题
。
    《中国能源报告》根据国际国内能源经济形势的变化，每卷选择不同主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突出研究的实证性和政策性，期望能为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能源报告(2008)：碳排放研究》是《中国能源报告》系列报告的第二卷。
    本书适合能源与环境领域的政府公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高等院校师生、科研人员及相关的工作
者阅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能源报告>>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能源利用与二氧化碳排放  1.1　世界能源利用的特点    1.1.1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驱动因素    1.1.2　世界范围内能源强度持续下降，各国降速差别较大    1.1.3　不同发展阶段下能源消费
部门分布差异明显    1.1.4　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污染严重    1.1.5　世界能源消费极不均
衡  1.2　化石能源使用与气候变化    1.2.1　全球变暖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环境    1.2.2　人类工业化的生产
活动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1.2.3　化石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  1.3　全
球碳排放的基本特征    1.3.1　全球碳排放总量持续增加    1.3.2  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碳排放量
约占排放总量的60％～70％    1.3.3　工业化国家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累计总量的80％  1.4　减缓二氧化碳
排放与可持续发展    1.4.1　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    1.4.2　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已成为可持续发展
新的内涵之一    1.4.3　中国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挑战与机遇第二章　中国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特点分析 
2.1　中国能源消费特点    2.1.1　能源消费总量大，增速快    2.1.2　近年低碳能源增长快，比例较低   
2.1.3　能源结构与发达国家差异大，尚存优化空间    2.1.4能源效率总体偏低，区域差别大  2.2　中　国
二氧化碳排放的总体状况    2.2.1　排放总量增长迅速，但历史累计量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2.2.2　人均碳
排放量较低，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    2.2.3　碳排放强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下降较快  2.3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变化特征研究    2.3.1  1980～2005年碳排放量及排放强度    2.3.2  碳排放变化
的研究方法    2.3.3　碳排放强度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    2.3.4　碳排放量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  2.4　本章
小结第三章不同发展水平下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  3.1　人口、经济、技术与碳排放    3.1.1　碳排放的
变化情况    3.1.2　人口的变化情况    3.1.3　人均实际GDP的变化情况    3.1.4　能源强度的变化情况  3.2
　研究方法    3.2.1  STIRPAT模型    3.2.2　数据来源  3.3　人口、经济、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3.4  本
章小结第四章  中国碳密集部门碳排放的演变特征  4.1　电力部门的碳排放变化特征研究    4.1.1　电力
部门的碳排放现状    4.1.2　电力部门碳排放变化的研究方法    4.1.3　电力生产的碳排放系数变化的结构
分解分析    4.1.4　电力消费的碳排放系数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  4.2　物质生产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的碳排
放变化特征研究    4.2.1　物质生产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的碳排放演变的研究方法    4.2.2　碳排放强度变化
的结构分解分析    4.2.3　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结构分解分析  4.3　工业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的碳排放的演
变特征    4.3.1　工业部门的碳排放现状    4.3.2　工业部门碳排放变化的研究方法    4.3.3　工业部门碳排
放变化的原因分析  4.4　本章小结第五章　居民消费和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  5.1　居民消费对碳排
放的影响研究    5.1.1　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现状    5.1.2　研究方法：投入—产出模型    5.1.3　居民消费
的碳排放    5.1.4　居民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5.1.5　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和农村居民碳排放分析  5.2
　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5.2.1　中国出口贸易现状    5.2.2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的碳排放分析   
5.2.3　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5.3　本章小结第六章　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变化特征研究 
6.1　碳排放的区域比较    6.1.1　碳排放总量的区域比较    6.1.2　人均碳排放量的区域比较    6.1.3　碳排
放强度的区域比较    6.1.4　电力生产的碳排放系数的区域变化  6.2　区域碳排放变化的研究方法  6.3
　1997～2005年区域碳排放的演变研究    6.3.1　经济增长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6.3.2　产业结构对
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6.3.3　能源强度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6.3.4　碳排放系数对区域碳排放的
影响分析  6.4　本章小结第七章　碳减排技术及其影响研究  7.1　二氧化碳减排的主要技术    7.1.1　可
再生能源技术    7.1.2　新型发电技术    7.1.3　碳捕获与封存技术    7.1.4　节能技术  7.2　减排能力分析   
7.2.1  可再生能源可有效减少碳排放，具有长期减排潜力    7.2.2  IGCC和NGCC已进入商业示范阶段，
可实现节能减排的整体优化    7.2.3  CCS的减排效果明显，可实现近零排放  7.3  可再生能源替代发电的
社会经济影响研究    7.3.1  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分析模型（CEEPA）    7.3.2  中国可再生能源替代发电的
影响分析  7.4  本章小结第八章  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模拟研究  8.1  主要减排政策  8.2　碳税政策研究   
8.2.1　碳税征收方案设计    8.2.2　碳税政策效果分析    8.2.3　碳税政策讨论  8.3　基于双边交易模型的
碳价机制研究    8.3.1　双边交易模型    8.3.2　交易情景设定    8.3.3　碳价机制比较与分析  8.4　本章小
结第九章　国际碳市场机制及其对减排的影响研究  9.1　国际碳市场    9.1.1　基于配额的碳市场现状   
9.1.2　基于项目的碳市场现状  9.2　欧盟碳市场与能源价格的关系研究    9.2.1　国际碳价与能源价格的
关系    9.2.2　国际碳价与能源价格的协整关系研究模型    9.2.3　国际碳价与能源价格的互动关系分析 
9.3　欧盟碳市场的流动性研究    9.3.1　市场流动性研究模型    9.3.2　数据选择和说明    9.3.3　碳市场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能源报告>>

动性实证结果  9.4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9.4.1　引入CERs价格的CEEPA模型   
9.4.2　可再生能源发电CDM项目的宏观影响分析    9.4.3　可再生能源发电CDM项目对能源密集型和能
源部门的影响    9.4.4　CDM项目的地区性影响分析  9.5　国际碳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9.5.1　国际碳市
场长远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    9.5.2　欧盟碳市场面临的挑战    9.5.3　CDM项目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9.6
　本章小结第十章　中国二氧化碳减排展望  10.1　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碳排放驱动因素 
  10.1.1　经济增长    10.1.2　人口情景    10.1.3　城市化进程    10.1.4　技术进步  10.2　中国未来的二氧化
碳排放    10.2.1　碳排放总量继续增长    10.2.2　人均碳排放持续增加但仍低于发达国家目前水平   
10.2.3　中部地区碳排放量仍将占最大比重    10.2.4　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差异    10.2.5　区域间的
转移排放规模大  10.3　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的途径    10.3.1　结构减排潜力巨大，优化结构是减排的长远
战略    10.3.2　生活行为对碳排放影响大，引导居民消费模式作用显著    10.3.3　出口贸易隐含大量碳排
放，改善贸易结构是当务之急    10.3.4　技术进步能有效减少碳排放，自主创新是根本途径    10.3.5　碳
税政策能抑制碳排放增长，但须特别关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10.3.6  国际碳市场是减排的有效机制，
未来需积极参与并不断完善  10.4　政策建议    10.4.1　在国家能源战略中体现减排方向    10.4.2　加快低
碳能源技术的研发    10.4.3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    10.4.4　充分利用国际机制加速能源技术引
进    10.4.5　加强减排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    10.4.6　加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宣传工作参考文献附
录  附录Ⅰ  图目录  附录Ⅱ  表目录  附录Ⅲ  Figures  附录Ⅳ  Tables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能源报告>>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能源利用与二氧化碳排放　　1.1　世界能源利用的特点　　1.1.1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驱动因素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带动了能源需求总量增长。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同时二者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较大差异。
2007年全球生产总值（GDP）接近60万亿美元（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PPPs计算），自1973年以来，年
均增长3.0％；2007年全球能源消费总量122亿吨标准油当量，与1973年的61.28亿吨标准油当量相比，年
均增长了2.1％，如图1—1所示。
经济增速大约是能源需求增速的1.5倍，能源需求弹性大约为0.7。
对于不同的国家，能源消费弹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有些年份甚至会出现负值。
部分国家的GDP与能源消费数据见表1—1。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1950～2006年GDP年均增长了3.36％，能源消费
量年均增长了1.91％。
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与1973年相比，1975年GDP下降了0.7％，能源消费下降
了4.9％。
近3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和能源消费增长较快，1975——2006年巴西和印度的GDP分别增长
了1.5和3.9倍，能源消费分别增长了1.3和1.7倍。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量在世界能源消费增量中的比重逐渐增
大。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在基准情景下，到2030年世界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77.21亿吨标准油当量
，2005-2030年年均增长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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