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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系列报告：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报告（2011）》吸纳了国内相关领域众多
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分最新进展、认识与思考、方法与技术、实践与探索、城市生态宜居发展指数等五篇介绍低碳生
态城市理念、技术体系与典型案例，后附专家论文汇编。
本报告相当于一本年度白皮书，对于城市发展路径而言是一门方法论，对于城市建设技术而言是一本
工具书，对于数据需求而言是一本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系列报告：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报告（2011）》是从事低碳生态城市规划
、设计与管理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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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系列报告：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报告（2011）》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有两
种思路：一是整体论。
长期以来我们试图从整体上、宏观上、高层上来对人居环境进行系统地设计、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
这种思路并没有错，因为我们缺乏从复杂科学的办法来对人类聚居的模式进行整体地、系统地把握与
分析。
另一方面，应立足于组成城市的最基本元素——人与人和人与物微观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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