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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高温、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天气的出现，节能减排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这关系到气
候变化；关系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我们民族发展的未来。
 CO2是人类活动中排放量最大的温室气体。
因此，在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能源消费的同时，又使大气中CO2浓度保持
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这是一项十分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必须全球协作共同努力去实现这一
战略性目标。
为此，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兑现《京都议定书》上规定的承诺；二是改变能源结构、产业结构、
产品结构和人民生活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非矿产、可再生能源，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三
是建立有效的适合各种场所分离回收CO2的一整套创新技术，CO2封存技术，固定源和流动源减
排CO2工艺技术和利用CO2作为碳资源循环加以利用，可使地球在因CO2引发生态环境危机到来之前
制止这种灾难的发生。
减排CO2工艺技术将为社会、经济和生态的持续发展找到一条唯一可供选择的最佳途径。
 有鉴于此，我们编著了这本《二氧化碳的减排与资源化利用》。
全书共分7章。
第1章概括性地对CO2产生的温室效应机理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指出CO2浓度的上升呈指数函数
增加，对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产生重大的深远的负面影响，《京都议定书》的生效给我国带来挑战和
机遇。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我国CO2减排压力日益增加，必须发展新型高效的CO2分离回收技术
、CO2封存技术、固定源和流动源的减排CO2工艺技术，提高能效和新型能源技术等，为此介绍了国
内外二氧化碳的处置现状。
第2章详细介绍了二氧化碳的几种分离技术。
第3章针对中国几种主要排放源的特点，详细介绍了其减排二氧化碳的措施。
第4章详细讲述了几种二氧化碳封存技术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风险。
第5章详细介绍了包括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等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对我国未来二氧化碳减
排的贡献，指出大力推广应用可再生能源是我国实施二氧化碳减排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6章讲述了二氧化碳的主要应用领域，为实现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提供了依据。
第7章针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实施二氧化碳减排时应采用的相应措施与对策。
 本书由南京工业大学朱跃钊、廖传华、王重庆和朱廷风编著，全书由廖传华统稿。
在编写过程中，南京工业大学黄振仁教授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支持，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
深表感谢。
 特别感谢南京工业大学学科基金对本书编著工作的支持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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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概括性地介绍了CO2产生的温室效应机理以及随着大气中CO2浓度呈指数上升对全球气候和生态
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详细阐述了新型高效的CO2分离回收技术、CO2封存技术、固定源和流动源的
减排CO2工艺技术，提高能效和新型能源技术等；随后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阐述了二氧化碳减排的具
体措施和综合利用途径。
 　　本书适合化工、发电、冶金行业的科技工作者，节能减排工作管理者以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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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京都议定书》规定了灵活的履行方式，其中重要的是市场运作的“联合履约”、“清洁发展
机制”和“排放交易”三种机制：（1）“联合履约”指允许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在运作成本较低的
另一个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投资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项目，并将此减排额返回投资国，用此抵扣
其减排义务。
此机制只适用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
“联合履约”的概念是在气候变化公约谈判时，由挪威代表团将其作为降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
措施首次提出的。
正如公约第四条第二款A所表示的，缔约国同意开始商议联合履约的措施。
按其定义，联合履约是一种双边安排，即一个国家的实体可以通过在其他国家实施低成本的减排项目
，部分兑现其所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具体来说，联合履约可为发达国家提供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活动的机会，而不是仅
限于在本国内履约。
对联合履约投资者来说，联合履约是降低减排成本的有效措施，也是向国外进行投资的机会。
对接受者来说，联合履约是一个直接有益于地区及全球环境的活动，并有利于吸引外资，获得非此不
能得到的现代、清洁和高效的技术。
国家间存在的碳减排费用差为实施联合履约和建立世界范围的碳减排贸易体系提供了基础。
联合履约以及碳减排贸易体系可基于对缔约国有约束力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上，也可在不具备约束力
目标或国家目标不确定或无法强制执行的情况下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碳减排国际贸易体系将有赖于建立碳抵消机制，也就是说，投资联合履约项目的国家
能得到抵消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信用。
联合履约与碳贸易的先决条件应包括：①至少发达国家应承担有约束力的碳减排目标；②参与国应就
碳减排信用达成共识；③国家间有明显的减排费用差；④应有可靠的核实及测定碳抵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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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氧化碳的减排与资源化利用》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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