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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
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
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
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

　　柴方营，1964年4月出生于黑龙江省东宁县，现任黑龙江省水利厅处长，国家农业推广研究员，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
曾获得黑龙江省水利系统首届“十大杰出青年”、黑龙江省第十届“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
先后获得黑龙江省省长特别奖二次、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二次、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
奖一次、黑龙江省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次。
　　于洪贤，1962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岫岩县，东北林业大学湿地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
科带头人。
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曾获得黑龙江省省长特别奖二次、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二次、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一次、黑龙江省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绪论一、研究目的和意义二、研究背景分析二、国内外研究动态四、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
章 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一、循环经济理论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第三章 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现状一、
国外的发展现状二、国内的发展现状三、国外低碳经济对我国的启示第四章 黑龙江省低碳经济SWOT
分析一、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二、黑龙江省发展低碳经济的SWOT分析三、黑龙江省低
碳经济的发展战略第五章 黑龙江省农业低碳经济发展对策一、农业对温室效应的影响二、黑龙江省农
业低碳经济发展对策三、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农业低碳发展模式分析第六章 黑龙江省林业低碳经济发
展对策一、黑龙江省林业概况二、森林碳汇功能三、森林碳汇经济问题四、黑龙江省森林碳汇五、黑
龙江省林业低碳经济发展对策第七章 黑龙江省旅游低碳经济发展对策一、黑龙江省旅游资源概况二、
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三、黑龙江省低碳旅游发展对策四、发展特色低碳旅游产业实证分析——冷水
鱼旅游产业第八章 黑龙江省交通低碳经济发展对策一、交通运输与温室效应的关系二、黑龙江省交通
运输情况三、交通运输气体危害四、国外交通运输减排政策五、香港城市低碳交通运输案例分析六、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低碳经济发展对策第九章 黑龙江省建筑低碳经济发展对策一、建筑业是国民经济重
要组成部分二、建筑业是温室气体重要排放源三、黑龙江省建筑业概况四、黑龙江省建筑业主要问题
五、黑龙江省建筑业低碳经济发展对策第十章 黑龙江省能源低碳经济发展对策一、黑龙江省能源概况
二、黑龙江省低碳清洁能源资源三、黑龙江省清洁能源重点发展对策四、低碳能源发展例证分析——
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第十一章 黑龙江省水生态低碳经济发展对策一、水生态低碳经济产生和调控机制二
、水生生物碳汇效府三、黑龙江省典型水生态低碳资源四、黑龙江省水生态低碳产业发展模式五、黑
龙江省水生态低碳经济发展对策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章节摘录

　　3.循环经济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现代化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经济一体
化等集中化方式，开辟了人类迈向整体性社会发展的道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加速了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进程，20世纪所取得的科
技成就和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的总和。
过去的100年，特别是近50多年，人类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取得空前伟大成就的同时，对自然环境和
资源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人口的增长，给自然和社会造成了日益沉重的负担。
文明的巨大进步与生存危机并存的“二律背反”现象日益显露出来，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繁衍和
需求的无限性，这对最大的人类生存矛盾构成了所谓“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困境”。
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地力下降、森林缩小、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物种灭绝，已连连向
人类发出了警告的信号（郭辉东，2005）。
　　20多年赶超型的发展模式，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治理环境污染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
的包袱，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
、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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