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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全球变暖与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重视和关
注。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还有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协
议》等，就是最好的例证。
根据我国“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规划，北京市已经连续3年超额完成年度节能减排的目标，节
能减排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目前，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增三降”的态势。
所谓“一增”，就是经济总量在持续快速地增长；“三降”，是指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化学需氧量
（COD）的排放量和万元GDP能耗强度已经连续3年下降。
北京市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从2005年的234天增加到2008年的274天。
能源消费既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又与温室气体减排密不可分。
北京市的节能减排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北京市建设人文、科技、绿色宜居城市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节能减排工作仍有
可能成为今后影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
1985年以来，北京市能源消费规模不断增长，消费水平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中仅次于上海。
全市能源消费的产业构成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其中：第一产业能耗比重最低；
第二产业能耗比重较高；但两者均呈下降趋势。
第三产业能耗增长最快，占总能耗的比重逐年提高，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比重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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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了北京市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减排所涉及的各种主要问题，基本内容是：第1章阐述了全球
变暖问题以及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第2章研究了北京市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3章研
究了北京市三大产业终端能源消费的变化情况，第4章研究了北京市居民生活用电的变化情况，第5章
研究了北京市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第6章研究了北京市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关系。
    本书可作为政府管理部门、研究机构以及科技人员的参考用书，同时也可作为能源、环境等学科领
域的研究生、本科高年级学生的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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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在《哥本哈根协议》签订过程中的反复较量与协商，更是充分说明了减排问题是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
发展问题。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个两难选择问题。
有经济学家认为，环保和发展是一个选择问题。
是先发展再治理，还是先治理再发展，还是一边治理一边发展，在发达国家也是比较难的选择。
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包括日本在内，他们在20世纪50、60年
代，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期，曾面临与我们相类似的问题，严重的大气污染，严重的江河湖泊污染
。
他们曾经面临的窘境比我们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有钱了，治理环境的效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将重污染产业向
外转移或者升级换代，再加上环境法规标准严格化，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环境问题逐步得到解
决。
污染问题严重与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
我国现在仍是粗放型经济模式，高消费、高投入、低效益。
国外把中国称作世界工厂或者制造基地，环境保护遇到这种增长方式就产生很大矛盾。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环境污染应当尽量避免。
由于经济高速成长的内在驱动，环境保护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环境为发展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问题是这种代价的付出应该有一个限度，即需要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平衡
点。
1.5 北京市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同时，北京又是国际大都
市，大城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对北京市的能源消费、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进行研究，对全国将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
。
根据我国从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规划，北京市已经连续3年超额完成“十一五”
期问年度节能减排的目标。
节能减排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目前，北京市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增三降”的态势。
所谓“一增”，就是经济总量在持续快速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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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市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减排关系研究》是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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