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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rovincial level, this paper established research framework and estimation model of car-
bon emission inventory. It also estimated the carbon emission inventory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 and analyzed carbon reducing potential of Jiangsu province through scenario approach. the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ing: (1) Total carbon emission of Jiangsu province increased from 8005.29×104t in 2000 
to17426.22×104t in 2008 with increasing rate of 118%, in which carbon emission from industrial energy con-
sumption account for 86%.(2)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per unit GDP of Jiangsu province decreased from 
0.94t/Yuan RMB in 2000 to 0.75t/Yuan RMB in 2008, meanwhile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increased form 
1.09t in 2000 to 2.27t in 2008. (3) The amount of reduced carbon will be 6641×104t and 19206×104t in 2015 
and 2020 respectively under low-carbon scenario, and the carbon reducing proportion will be reach 19% and 
34% respectively. (4) I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of Jiangsu provinc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sectors such as industrial and transportation energy consumption, waste burning and dump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provide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Jiangsu province, and decrease region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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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省域层面，构建了碳排放清单的研究框架和计算模型；以江苏省为例，对 2000-2008 年的

碳排放进行了全面核算，并对江苏省碳减排潜力进行了情景分析。结论如下：（1）江苏省总碳排放量

从 2000 年的 8005.29 万吨上升到 2008 年的 17426.22 万吨，涨幅为 118%，其中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占

86%；（2）江苏省单位 GDP 碳排放强度呈波动下降趋势，从 2000 年的 0.94 吨/万元下降到 2008 年的

0.75 吨/万元，降幅达 20%；人均碳排放则呈逐年增加趋势，从 2000 年的 1.09 吨/人上升到 2008 年的

2.27 吨/人；（3）低碳情景下，江苏省 2015 年和 2020 年碳减排量分别为 6641 万吨和 19206 万吨，减

排比例分别为 19%和 34%；（4）在“十二五”低碳经济规划中，应重点加强工业能源消耗、交通能源消

耗、垃圾焚烧与填埋等部门的碳减排力度，切实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为发展低碳江苏提供技术支撑

和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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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低碳经济的概念 早出现于 2003 年的英国能源

白皮书中，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

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1]，其实质

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

新和制度创新[2]，它是人类在气候危机下提出的新的基金项目：江苏省环保科技基金（2009037）；江苏省政府决策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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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模式。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低碳经济及碳减

排潜力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展开，如 Kawase R[3]采用改

进的 kaya 恒等式对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并对

不同国家的碳减排目标进行了情景预测；Shimada K [4]

建立了对未来区域尺度上低碳经济情景分析的方法；

庄贵阳[5-6]对我国经济低碳发展的可能途径与潜力做

了分析；温宗国[7]针对低碳发展措施对我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魏一鸣等[8]对我国能

源消费碳排放、不同发展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区域

碳排放以及碳减排技术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中

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9]对中国低碳发展情景和

发展战略对策进行了论述。以上研究对于了解碳排放

状况、探索低碳经济的路径和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意义。

但考虑到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的差异性，对

于省级层面碳排放的全面核算和分析还需要进一步探

索研究。 

江苏省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面

临着较大的碳排放需求。因此，本文基于省域层面，

构建了碳排放清单编制的研究框架和计算模型，对江

苏省碳排放清单进行了科学地详细的核算，并初步分

析了江苏省碳减排的潜力，为江苏省低碳经济发展提

供政策参考。 

2 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 

采用 2000-2008 年江苏省的各种能源消费、食物

消费、农村生物质能源消费、农业投入、农作物产量、

播种面积、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排

放量等统计数据，主要取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江苏省统

计年鉴》、《江苏省环境统计年报》等。结合以上数

据，对江苏省工业能源消费、生活能源消费、食物消

费、交通能源消费、农业生产活动、废弃物等的碳排

放以及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进行了定量核算，在江

苏省域尺度上建立起了较为详细的碳排放清单。具体

各项计算方法如下： 

2.1 能源消费碳排放 

主要对工业能源、城市生活能源、农村生物质能

源和交通能源等四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进行了测算。 
2.1.1 工业能源碳排放 

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采用工业能源消费数据，

结合相应的碳排放系数进行估算，计算方法如下： 

)(  iiie CBQC           (1) 

其中， Ce 为能源消费碳排放量，Qi 为年度第 i

类能源消费量，Bi 为第 i 类能源折标煤系数，各类能

源的折标煤系数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Ci 为第 i

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

系数采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平均值（表 1）。除以上

三种主要能源类型外，在核算中涉及到的其他相关细

化的能源类型的碳排放系数均采用 IPCC 的相关参数

（表 2）。 
 

Table 1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 (tC/t) 
表 1. 碳排放转换系数表（tC/t）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平均 来源 

0.7020 0.4780 0.3890 0.5230 DOE/EIA[10] 

0.7560 0.5860 0.4490 0.5970 
日本能源经济

研究所[10] 

0.7260 0.5830 0.4090 0.5726667 
国家科委气候

变化项目[10] 

0.7476 0.5825 0.4435 0.5912 徐国泉[11] 

0.7329 0.5574 0.4426 0.5776333 谭丹[12] 

0.6510 0.5430 0.4040 0.5326667 
国家计委能源

所[13] 

0.7030 0.5425 0.4210 0.5555 王雪娜[14] 

0.7193837 0.584859 0.4035743 0.5692723 
何介南[15], 
ORNL[16]等 

0.717235 0.557157 0.420209 0.564867 平均 

 
2.1.2 城市生活能源碳排放 

主要对城市生活消费能源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

采用的碳排放系数来自于 IPCC（表 2）。 
2.1.3 农村生物质能源碳排放 

主要考虑三种生物质能源（薪柴、沼气和秸秆） 的

碳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iii EbDbQbCb          (2) 

 
Table 2.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 and standard coal coefficient 

表 2. 相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折标煤系数 

名称 碳排放系数（t/t） 折标煤系数（kg/kg）

焦炭 0.855 0.9714 

原油 0.5857 1.4286 

汽油 0.5538 1.4714 

煤油 0.5714 1.4714 

柴油 0.5921 1.4571 

燃料油 0.6185 1.4286 

液化石油气 0.5042 1.7143 

 

其中，Cb为农村生物质能源消费碳排放量（104t），

Qbi 为第 i 种能源消费量，Dbi 为碳排放系数，这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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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化石燃料排碳系数的均值（0.564867 tC/t），Ebi

为折标准煤系数，薪柴和沼气折标系数来自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秸秆折标煤系数采用几种秸秆的折标系数

加权平均得到。 

2.1.4 交通能源碳排放 

采用江苏省综合能源平衡表中的“交通运输、仓储

及邮电通讯业”的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作为江苏

省交通能源消费量活动数据，乘以煤炭的碳排放系数

即可得到历年的交通碳排放量。 

2.2 食物消费碳排放 

分别对城镇和乡村居民主要食物消费的碳排放进

行核算，计算方法如下： 

  ii DfQfCF              (3) 

其中 Qfi 为第 i 种食物的消费量，Dfi 为第 i 种食

物的碳排放吸收，具体各项食物消费的碳排放系数见

表 3 [17-18]。 
 

Table 3.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 of food consumption(kg/kg) 
表 3. 居民食物消费碳排放系数表（kg/kg） 

名

称 
碳含

量 
名称 

碳含

量 
名称 

碳含

量 
名

称 
碳含

量 

粮

食 
0.326

8 
畜禽

肉 
0.254

6 
植物

油 
0.766

6 
糖

果 
0.338

0 

蔬

菜 
0.027

4 
水产

品 
0.143

3 
酒饮

料 
0.041

1 
食

糖 
0.396

5 

水

果 
0.049

8 蛋类 
0.151

0 奶类 
0.062

9 
茶

叶 
0.338

0 

2.3 农业活动碳排放 

2.3.1 稻田甲烷碳排放 

以江苏省历年的水稻播种面积作为活动数据，参

考稻田的碳排放系数，核算江苏省水稻种植的碳排放

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6/12 ii AEFF       (4) 

其中，F 为水稻碳排放量，EFi为水稻甲烷排放系

数，江苏省的甲烷排放系数采用华中单季稻区的排放

系数（365t/103hm2）。Ai为水稻播种面积，12/16 为碳

转化系数。 
2.3.2 动物肠道发酵和粪便碳排放 

结合唐红侠等[19]的研究，采用主要动物的甲烷排

放参数（表 4），结合历年主要动物的数量可以推算

出全省的碳排放量。 
 

Table 4. CH4 emission coefficient of animals(kg) 
表 4. 动物甲烷排放参数表（kg） 

类别 肠道发酵 动物粪便 

黄牛 44 0.66 

奶牛 56 7.95 

水牛 55 1.28 

马 18 1.23 

驴 10 0.62 

骡 10 0.62 

骆驼 46 1.28 

猪 1 1.95 

山羊 5 0.13 

绵羊 8 0.1 

家禽  0.015 

 
2.3.3 农业耕作活动碳排放 

主要测算了农业机械使用和灌溉过程的碳排放，

考虑到农业用电等碳排放实际已在能源消费中进行了

核算，所以这里没有重复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imt EEE            （5） 

其中，Et，Em，Ei 分别为碳农业耕作的碳排放总

量、农业机械使用和灌溉过程带来的碳排放。各项碳

排放过程计算公式参见赵荣钦等[20]的研究，其中相关

的碳排放系数 B、C、D 来自于 West 的研究[21]。 
   CWBAE mmm       （6） 

DRE ii           （7） 

其中，Am 为农作物种植面积，Wm 为农业机械

总动力，B = 16.47kgC/hm2，C = 0.18kgC/kw；Ri为灌

溉面积，D = 266.48kgC/hm2。 

2.4 废弃物碳排放 

2.4.1 垃圾碳排放 

垃圾的 终处置方式是焚烧和填埋。根据《IPCC

指南》，对垃圾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只需要计算焚烧

时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对垃圾填埋产生的温室气体则

需要计算甲烷的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垃圾焚烧碳排放=垃圾焚烧量×0.99945×45% （8） 

垃圾填埋碳排放=垃圾填埋量×0.167×28.5%   （9） 

其中，垃圾 CO2 和 CH4 的排放因子采用《IPCC

指南》[22]的缺省值，分别为 0.99945 和 0.167；45%和

28.5%分别为垃圾含碳率和含水率[23]。 
2.4.2 废水碳排放 

结合江苏省废水排放的实际情况，废水的甲烷排

放 采 用 《 IPCC 指 南 》 中 缺 省 排 放 系 数 ， 即

0.25kg/kgCOD [24]，因此，废水碳排放量可采用如下公

式进行估算： 

废水碳排放量=COD×0.25×12/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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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 将以上各种碳排放项目进行汇总，就可以得到江

苏省碳排放清单（城镇食物消费量 2000 年的数据缺

失，考虑到年际变动不大，用 2001 年的数据进行了替

代）。结合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的计算，这里对江

苏省整体的净碳排放水平也进行了定量分析。主要结

论如下： 

除了对碳排放进行测算之外，区域陆地生态系统

碳汇能力也是衡量区域自身碳补偿水平的重要指标。

为了解江苏省碳吸收状况及其在碳排放中的比例关

系，本文对森林、草地和农田等主要陆地生态系统的

碳吸收进行了测算。森林和草地的碳吸收率采用谢鸿

宇等[25]计算结果，分别采用 3.809592 t/hm2和 0.948229 

t/hm2，农作物碳吸收的计算方法为： 

（1）江苏省碳排放总量从 2000 年以来呈明显的

上升趋势，从 2000 年的 8005.29 万吨上升到 2008 年

的 17426.22 万吨，涨幅为 118%（图 1）。可见随着江

苏省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能源消费、食物消费和废

弃物的增多等使江苏省碳排放总量大幅增加。 


i

dS CC           （11） 

其中，i 表示第 i 种农作物类型； 为某种作物

全生育期对碳的吸收量； 
dC

（2）就碳排放构成来看，2008 年工业能源消费

碳排放占 86%，其次为交通能源和农村能源碳排放，

分别为 4.8%和 3.7%。其他各项碳排放所占比重相对

较低，城镇和农村食物消费碳排放合计比重不足 3%；

其他各项的比重都在 1%以下，全部合计仅占 2.4%。

工业能源、交通能源和生活能源的碳排放合计占 95%

以上，这说明能源消耗碳排放是构成江苏碳排放的主

要来源（表 5）。 

HYCDCC wawad /     （12） 

aC

wY

为作物合成 1g 有机质（干重）所需要吸收的

碳， 为经济产量； 生物产量；wD H 为经济系数，

主要农作物的经济系数和碳吸收率见文献[20，26]。 

3 江苏省 2000-2008 年碳排放清单分析 

 
Table 5. Carbon emission inventory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104t) 

表 5. 江苏省 2000-2008 年碳排放清单（万吨） 

项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工业能源 5913.79 6248.71 6981.41 8182.92 10201.01 11994.39 12922.28 14506.42 15049.20

城市 64.43 70.23 76.31 85.89 84.07 71.73 61.25 54.77 91.79 生活

能源 农村 892.92 822.60 752.28 731.61 922.98 962.50 557.91 615.27 639.08 
能源 

交通能源 257.14 325.26 393.37 515.57 629.78 645.10 686.39 752.16 833.21 

城镇食物 151.57 151.57 181.31 183.93 187.31 174.42 205.38 184.70 192.02 食物

消费 农村食物 484.99 444.13 425.60 394.49 352.56 320.19 330.16 317.13 300.01 

稻田甲烷 60.32 55.03 54.26 50.40 57.84 60.48 60.66 60.99 61.12 

肠道发酵 7.74 7.99 8.35 8.60 8.52 8.39 8.33 4.08 4.18 反刍

动物 动物粪便 3.88 3.93 3.95 3.95 3.84 3.87 3.71 3.19 3.49 

灌溉 103.95 103.93 103.56 102.36 102.31 101.74 102.27 101.98 101.72 

农业 

农业

耕作 农机 13.61 13.34 13.38 13.20 13.18 13.15 12.75 12.81 13.02 

垃圾 38.68 38.68 38.68 38.68 41.11 50.12 80.23 118.81 121.41 废弃

物 废水 12.26 15.58 14.70 14.39 16.01 18.12 17.44 16.71 15.97 

总碳排放 8005.29 8300.98 9047.15 10325.96 12620.52 14424.19 15048.77 16749.03 17426.22

林地 121.55 119.40 119.55 123.90 125.67 124.90 123.84 123.41 123.41 

草地 0.57 2.12 2.10 0.48 0.24 0.24 0.10 0.10 0.09 
碳吸

收 
农田 7037.45 6974.12 7294.74 6564.44 7007.13 6804.00 7080.73 6726.21 7001.07

总碳吸收 7159.57 7095.64 7416.39 6688.82 7133.03 6929.13 7204.67 6849.73 7124.58

净碳排放 845.72 1205.34 1630.76 3637.15 5487.48 7495.06 7844.10 9899.31 103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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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arbon emission of Jiangsu from 2000 to 2008 

图 1. 江苏省历年碳排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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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Increasing rate of the main carbon emission items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 

图 2. 江苏省主要碳排放项目的增幅（2000-2008） 

 

（3）结合碳排放及其构成情况，在江苏省未来低

碳经济发展中，工业领域应成为碳减排的重点，另外，

加强交通领域和农村生物质能源的碳减排也是发展低

碳经济的重要步骤，废弃物的碳排放控制技术的革新

也是不可忽视的领域。相对而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

和食物碳消费属于刚性的碳排放，减排空间不大，不

应成为碳减排的重点。 

（4）就各项碳排放 2000 年以来的增幅而言，增

幅 大的为交通能源碳排放（224%），其次为垃圾碳

排放，工业能源的增幅次之。其他各项碳排放的增幅

相对较低，有一些项目的碳排放甚至呈下降趋势，如

农村生物质能、农业活动（稻田甲烷除外）和农村食

物碳排放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图 2）。 

（5）用碳排放总量减去碳吸收，可以得到江苏省

净碳排放状况。结果发现，由于碳汇总水平有所下降，

从 2000 年的 7159.57 万吨下降到 2008 年的 7124.58

万吨，而与此同时碳排放总量却大幅增长，因此江苏

省净碳排放增长速率明显超过了碳排放的增长。净碳

排放从 2000 年的 845.72 万吨上升到 2008 年的

10301.64 万吨，上升了 11 倍多（表 5）。 

（6）总体而言，江苏省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对于

碳排放具有较大的补偿效果，但近年来随着碳汇水平

的下降，补偿率从 2000 年的 89.4%下降到 2008 年的

40.9%，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这表明，随着江苏省经

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大幅增长，加强陆地生态系统的固

碳水平能有效补偿区域自身的碳排放，这对于减轻区

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4 江苏省碳排放强度及其变化分析 

碳排放强度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中单位经济效益

的碳排放量，用单位 GDP 碳排放来表示。这里对江苏

省历年的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变化进行了分

析。其中，GDP 数据采用 2000 年的可比价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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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per capita carbon emission 

of Jiangsu province 

图 3. 江苏省历年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 

 

（1）江苏省 2000 年以来碳排放强度呈波动下降

趋势，从 2000 年的 0.94 吨/万元下降到 2008 年的 0.75

吨/万元，降幅达 20%。其中 2004 和 2005 年有所回升，

为 0.92 吨/万元。这表明江苏省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碳

排放的增长速度，江苏省近年来的节能减排工作取得

了较大的成效，能源利用效率在逐步提高。 

（2）江苏省人均碳排放呈逐年增加趋势，从 2000

年的 1.09 吨/人上升到 2008 年的 2.27 吨/人，说明随着

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量的大幅增长，总碳排放的迅速

增长导致了人均碳排放的增加，也说明了人均碳污染

水平处于上升趋势（图 3）。 

5 江苏省碳减排潜力分析 

结合前文碳排放的计算分析，这里对江苏省 2020

年的碳排放进行预测，主要考虑碳排放强度指标的约

束条件来设定发展目标。 

江苏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了 2010 年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 10%的目标。这里假定 2010-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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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按照 GDP 年均 10%的速率增长。人口按

照 2000-2008 年的平均增长率进行计算（0.5841%）。 

（1）低碳情景：2005 年碳排放强度为 0.92 吨/

万元。按照中国政府 2009 年提出的减排目标的高目标

来进行设定：2020 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5%，即 2020 年为 0.51 吨/万元；阶段目标 2015 年为

0.61 吨/万元，比 2005 年下降 34%。 

（2）基准情景：根据 2000-2008 年碳排放的自然

增长水平来进行基准情景的设定，即碳排放按照

2000-2008 年的平均速率 10.38%的速度增长。 

根据以上设定，对基准情景和低碳情景的碳排放

分别进行了预测和计算（表 6）。 

计算结果发现：在碳排放自然增长的条件下，2015

年和2020年江苏省碳排放总量将分别达到34778万吨

和 56972 万吨，同时对应的碳排放强度分别为 0.75 吨

/万元和 0.765 吨/万元，人均碳排放分别为 4.355 吨/

人和 6.92 吨/人。在碳排放强度约束情景下，碳排放总

量 2015 和 2020 年分别为 28137 万吨和 37766 万吨，

分别比自然增长条件下减排 6641 万吨和 19206 万吨，

减排比例分别达 19%和 34%，对应的碳排放强度分别

为 0.615 吨/万元和 0.515 吨/万元，人均碳排放分别为

3.72 吨/人和 4.59 吨/人。 

这说明，江苏省未来在经济发展中应努力采取节

能降耗措施，加大减排力度，按照国家 2020 年碳排放

下降 45%的目标设定，江苏省到 2020 年将会少排放

19206 万吨碳，该减排量超过了 2008 年全省的碳排放

总量，说明江苏省的减排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减排应该首先在能源高消耗部门展开，考虑到各

种碳排放项目 2000-2008 年的增长速率不同，应重点

加强对碳排放量巨大且增幅较大的部门率先开展低碳

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如工业能源消耗部门、城市生活

能源消费、垃圾焚烧与填埋等，切实降低区域碳排放

强度，为发展低碳江苏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效应。 

 
Table 6. scenario analysis of carbon emission of 2020 in Jiangsu province  

表 6. 江苏省 2020 年碳排放的情景分析 
 

基准情景 低碳情景 
年份 

人口 
（万人） 

GDP 
（亿元） 碳排放强

度（t/万元） 
人均（t/
人） 

碳排放

（万 t）
碳排放强

度（t/万元）

人均（t/
人） 

碳排放

（万 t） 

减排潜

力（万 t） 
减排比例

（%） 

2000 7327.24 8553.69 0.94 1.09 8005.29 0.94 1.09 8005.29   

2001 7354.92 9422.01 0.88 1.13 8300.98 0.88 1.13 8300.98   

2002 7380.97 10521.02 0.86 1.23 9047.15 0.86 1.23 9047.15   

2003 7405.82 11954.29 0.86 1.39 10325.96 0.86 1.39 10325.96   

2004 7432.50 13717.60 0.92 1.70 12620.52 0.92 1.70 12620.52   

2005 7474.50 15703.94 0.92 1.93 14424.19 0.92 1.93 14424.19   

2006 7549.50 18043.83 0.83 1.99 15048.77 0.83 1.99 15048.77   

2007 7624.50 20724.57 0.81 2.20 16749.03 0.81 2.20 16749.03   

2008 7676.50 23273.69 0.75 2.27 17426.22 0.75 2.27 17426.22   

2009 7721.13 26159.63 0.74 2.49 19234.23 0.73 2.47 19057.89 176.34 0.92% 

2010 7766.02 28775.59 0.74 2.73 21229.81 0.71 2.62 20381.58 848.24 4.00% 

2011 7811.17 31653.15 0.74 3.00 23432.45 0.69 2.79 21779.42 1653.03 7.05% 

2012 7856.59 34818.46 0.74 3.29 25863.61 0.67 2.96 23253.02 2610.59 10.09% 

2013 7902.27 38300.31 0.75 3.61 28547.02 0.65 3.14 24803.55 3743.47 13.11% 

2014 7948.21 42130.34 0.75 3.96 31508.83 0.63 3.33 26431.65 5077.18 16.11% 

2015 7994.42 46343.38 0.75 4.35 34777.93 0.61 3.52 28137.33 6640.60 19.09% 

2016 8040.90 50977.71 0.75 4.77 38386.21 0.59 3.72 29919.84 8466.37 22.06% 

2017 8087.65 56075.48 0.76 5.24 42368.85 0.57 3.93 31777.47 10591.39 25.00% 

2018 8134.67 61683.03 0.76 5.75 46764.71 0.55 4.14 33707.43 13057.28 27.92% 

2019 8181.97 67851.34 0.76 6.31 51616.64 0.53 4.36 35705.61 15911.03 30.83% 

2020 8229.54 74636.47 0.76 6.92 56971.97 0.51 4.59 37766.05 19205.92 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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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省域层面，构建了碳排放清单的研究框

架和计算模型；以江苏省为例，对碳排放项目进行了

较为详尽的核算，并初步分析了碳减排的潜力。结果

发现，江苏省总碳排放量从 2000 年的 8005.29 万吨上

升到 2008 年的 17426.22 万吨，涨幅为 118%，其中工

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占 86%；江苏省碳排放强度呈波动

下降趋势，而人均碳排放呈逐年增加趋势；在低碳情

景下，2020 年江苏省可减少 19206 万吨碳排放，碳减

排比例高达 34%。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特提出以下

政策建议： 

（1）化石能源使用是造成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因

此，尽量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清洁能源比

重，对高碳排放的产业进行调控是降低碳排放的关键。 

（2）交通能耗碳排放也呈明显增长趋势，因此应

尽可能推广清洁燃料，发展大容量轨道交通，以尽可

能提高交通能源使用的效率。 

（3）农村生物质能源的碳减排和废弃物的碳排放

控制技术的革新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步骤。相对

而言，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和食物碳消费属于刚性的碳

排放，减排空间不大，不应成为碳减排的重点。 

（4）江苏省碳汇功能 2000 年以来略有下降，因

此应进一步加强植树造林，提高绿化覆盖率和生产性

土地的面积，提高生态系统固碳效率并增加生态系统

碳汇，以补偿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同时应通过加强土

壤碳管理以改善农田的碳吸收水平。 

（5）考虑到各种碳排放项目 2000-2008 年的增长

速率不同，应重点加强对碳排放量巨大且增幅较大的

部门率先开展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如工业能源消

耗部门、城市生活能源消费、垃圾焚烧与填埋等，切

实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为发展低碳江苏提供技术支

撑和示范效应。同时，“十二五”低碳经济规划对于江

苏省未来低碳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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