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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气候变化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议程。
经合组织是一个政府间组织，由32个成员国组成，成员国秉承共同的原则，支持经济发展并保护社会
和环境。
我们采用同行评审、对话和共享政策评估等方式帮助各国政府提高其气候变化政策的集体和个体绩效
。
我们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国际磋商以外的客观论坛，供各国在此讨论并就气候变化议题的最佳实践达成
共识。
 经合组织目前正在与各国政府积极磋商，明确城市在制定经济高效的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作用。
城市在应对气候挑战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城市是全球大部分能源消耗的集中地，同样也是
温室气体排放的集中地。
世界许多大城市均位于沿海地区，这种地理特性使它们更易受到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的影响，气候变
化对人民生活、财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带来前所未有的威协。
重要的是，城市政策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机会，具有刺激创新及推动清洁能源机制、可持续交通、
空间开发和废弃物管理战略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
区域政府部门可获得最新的气候科学、气候影响和脆弱性评估等知识资源，同样可以与区域利益相关
方联手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应对战略。
 本书引用了若干个经合组织项目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对城市在有效和高效应对气候
变化中可发挥的作用有了进一步了解。
本书由经合组织公共管理与领土发展部和环境部共同出版，其核心内容最初是在《城市竞争力与气候
变化》和《城市、气候变化和多级政府》两个工作文件中发布的，前者属经合组织区域发展工作文件
系列，后者属经合组织环境工作文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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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共10章。
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化、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城市地区的影响，气候行动的经济效益，多
级管理，金融工具和激励政策，地方与国家的气候政策衔接等。

　　本书可供环境、城市、气候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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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城市化、经济增长与气候变化长与气候变化本章分析了城市和气候变化两者间的关系。
并且指出，对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的并非城市，也并非城市化本身，而是人们在城市里的出行活动
方式、人们所采用的蔓延式增长方式、人们在家中使用能源以及为建筑物供暖和制冷的方式，正是这
些因素使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源消费大户和污染大户。
因此，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随其不同的生活方式、空间形态、公共交通便利程度及能源来源而大
不相同。
关键点城市是CO2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世界大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市消耗着世界生产的
大部分—60%-80%的能源，其在全球CO，排放量中所占份额也大致与此相当。
在OECD成员国的城市中，工业活动对温室气体〔GHG）排放的推动力正在不断减弱，而照明、采暖
和制冷、电子产品使用及交通运输等活动所需要  的能源对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推动力却在增强。
●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将导致能源消费量和C02排放量的显著增加，在亚洲和非洲的非OECD国家尤
其显著。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能源消费正在由生物质和废弃物等CO2中性能源转为高CO2排放型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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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与气候变化》由经合组织公共管理与领土发展部和环境部共同出版，其核心内容最初是在《城
市竞争力与气候变化》和《城市、气候变化和多级政府》两个工作文件中发布的，前者属经合组织区
域发展工作文件系列，后者属经合组织环境工作文件系列。
《城市与气候变化》可供环境、城市、气候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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