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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中国节能减排产业发展报告》是我们对于节能减排产业进行整体观察、描绘、分析的第2本年度
报告，该报告将继续秉承“内容翔实、资料丰富、数据准确、观点鲜明”的指导思想对低碳经济的行
动领域——节能减排产业进行持续跟踪，为产业界、政府部门、投资界、学术界的决策者、研究者以
及实践者提供全面、权威、客观、多元的参考意见。
研究框架节能减排产业发展的年度系列报告以节能减排产业为研究对象，即对中国节能减排产业总体
状况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基于全球气候、环境、经济及政治大背景，结合中国宏观实际，集中分析中
国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现状，介绍关于发展趋势的不同观点，详细描述中国在节能减排上做出的努力
，包括政策与管制、主要工程及措施。
该系列报告力求反映中国工业各部门、各区域和环保、新能源的具体现实，不仅总结、概括中国节能
环保发展的过程，而且着力发掘和探求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技术与投资机会，为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
发展提供判断、预测和展望。
节能减排产业是个新生产业，也是个复杂的研究对象，同时有效数据的积累需要一定时间期限。
鉴于上述考虑，我们对年度系列报告进行了整体规划，希望既能突出重点，分析透彻，又能帮助读者
对产业形成整体认识。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下表了解2009年、2010年、2011年三年报告的章节分布。
2009报告是对节能减排产业整体、基础的全面介绍及2009年度情况的分析，后面的报告以2年为一个整
体，每年各有侧重。
综合篇、企业篇、大事记和年度数据均存在于2010、2011报告中，而主体内容上，2010报告主要侧重
国际篇、新兴能源篇、技术篇；2011报告将主要侧重行业篇、环保篇、区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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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中国节能减排产业发展报告》是我们对于节能减排产业进行整体观察、描绘、分析的第2本年度
报告，该报告将继续秉承“内容翔实、资料丰富、数据准确、观点鲜明”的指导思想对低碳经济的行
动领域——节能减排产业进行持续跟踪，为产业界、政府部门、投资界、学术界的决策者、研究者以
及实践者提供全面、权威、客观、多元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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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前，国际上广泛接受的“2℃阈值”，其实涉及到如何评价大气温度对CO2浓度的敏感性。
我国科学家也认为目前一些研究者将“2℃阈值”与某个确定的大气CO2浓度严格对应起来的做法在科
学上是缺少坚实依据的。
迄今为止，科学界并不具备可靠手段来定量区分过去一个世纪来增温的人为效应与自然效应。
比如，从1906年算起，全球平均增温0.7 4℃，在此期间，大气CO2浓度增加了82ppmv左右，其他温室
气体增加了约60ppmvCO2当量浓度，而如果从1880年算起，CO2浓度增加值提高到89ppmv左右，但增
温幅度反而只有0.6 ℃左右。
显然，分别将1880年与1906年作为起点，利用过去数据评价温度对CO，浓度的敏感性时，得出的结论
差别甚大。
虽然过去30年来，人类在利用数值模式预测气候系统变化的能力方面有较大提高，但即使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模式的模拟结果仍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比如，针对大气CO2浓度从280ppmv增加一倍导致地表温度增加的过程，全球不同模式给出的结果为1
～6℃，结果非常分散。
目前被广泛引用的CO2倍增后气温将上升2.5℃的预估，只是多个模式模拟结果的平均。
大气温度对CO2浓度的敏感性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人类亟须解决的难题。
继哥本哈根会议使2℃阈值成为政治共识之后，IPCC给出的升温2℃对应的温室气体浓度（450mL／m3
）这一科学认识已经成为政治共识。
按照IPCC的观点，只有使2050年大气CO，浓度不超过450mL／m3，才能确保全球增温不超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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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中国节能减排产业发展报告:探索低碳经济之路》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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