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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全球资源能源供应形势日趋紧张，化石能源的枯竭不可避免，而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3％，
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
交通运输业在支撑和加速区域发展的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能源，带来了可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007年，我国交通运输业能耗总量约占全国总能耗的7.8％，自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超过10％。
未来30年，交通运输业能耗和C02排放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交通有了较快的发展，较好地满足了快速城镇化和机动化条件下迅猛增长的
交通需求，有力地支撑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交通所引发的能源紧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交通安全与社会公平等问题
，也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实现城市交通节能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
也是一项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任务。
国民经济“十一五”规划提出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十五”期末分别降低20％和10
％的约束性指标，并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重点领域和具体步骤。
截至2008年底，单位GDP的能耗降低已完成过半，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总体来看，我国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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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中国政府对节能和气候变化的战略方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城市交通发展的特征，深入
剖析了中国城市交通节能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分析了城市交通节能相关的政策现状及实施
效果，找出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操作
性较强的政策建议，还对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本书可供与城市交通相关的主管部门领导和从事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研究设计人员以及城
市的建设与管理人员参考，亦可供相关专业院校师生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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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限令各地取消微型车的种种限制；2001年7月，国家经贸委《
汽车工业“十五”规划》提出，把经济型轿车确定为轿车发展重点；2003年12月，商务部、公安部、
国家发改委等9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汽车市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规定不得按照发动机排量
或汽车规格限购限行；2004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规定，引导汽车消费者购
买和使用低能耗、小排量、新能源、新动力汽车，加强环境保护；2004年10月28日公布的强制国标《
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中，小排量车备受青睐；2004年11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首次发布
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提出，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车使用和运营的
规定，择机实施燃油税改革方案。
2006年初，国家发改委等6部门就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意见》，要求按照
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积极鼓励低油耗、低排放、小排量、小型化、高动力性汽车的生产
和投资。
政策要求各地对现行规定进行全面清理，并在2006年3月前，取消一切针对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不
合理限制。
加大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及其先进发动机（汽油机升功率大于50kW，柴油机升功率大于40kW）技
术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鼓励开发、生产柴油轿车和微型车，以及使用醇醚燃料、天然气、混合燃料、氢燃料等新型燃料的汽
车，对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停车收费给予适当优惠。
意见出台后，有关部门按照意见要求对现有规定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取消一切针对节能环保型小排量
汽车在行驶线路和出租汽车运营等方面的限制；加强汽车的定期检验，确保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
安全使用；更新出租汽车时，要在满足乘用功能的基础上，积极鼓励选用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
我国曾于2006年4月对消费税政策进行了一次较大范围的调整，调整范围为包括汽车在内的一系列商品
的消费税税目和税率。
按照排气量越大负税越高的原则，对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划分为6档，分别适用3％～20％的税率。
此外车辆购置税从1985年开征以来，全国统一为10％的税率。
2006年6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和经销企业增值税纳税评估
有关问题的通知》，就机动车辆生产和经销企业增值税纳税评估有关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以进一步
提高机动车辆税收管理水平，辅助节能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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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于时间有限，本书仅介绍了城市客运节能的相关政策。
事实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货运的发展水平较低。
我国城市货运的运输能力与货运量的增长很不适应，并且缺乏统一组织管理。
这严重影响了城市物流的效率，造成的能源浪费、噪声污染、空气污染等社会公害并不亚于城市客运
的能源浪费。
同时，从第4章中国城市交通中长期能源需求情景中可以看出，到2020年，城市交通在政策技术情景中
比2005年降低39％，其中货运占36％。
到2030年，城市交通在政策技术情景中比2005年降低50％，其中货运的60％。
可见，未来城市货运的节能空间更大。
因此，城市货运节能也是促进城市交通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内容。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司、政策法规司和国合会秘书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
也得到了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清华大学、世界银行、英国交通研究所、法国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和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等单位相关专家的大力帮助，在此向上述机构和部门的有关人员表示
由衷的感谢。
此外，此书在行文构思、框架制定和具体编写过程中都得到了交通部科学研究院陈锁祥教授的悉心指
导，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所提供的资助使本书的研究及出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也得到了其他单位的专家和学者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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