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alization Paths of Low-Carbon Urbanization* 
 

Li Yan-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urbanization level has increased annually. But carbon 
emissions also fast increase along with the urbanized advancement.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China's urbanization must abandon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excessive energy use and high emissions, 
takes the low-carbon urbanization path.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high carbon emissions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elaborated the theory content of low-carbon urbanization, The article 
thought the Realization Paths of Low-Carbon Urbanizat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nsist the 
low-carbon idea in urban planning; The enterprise must realize the low-carbon production, takes the 
low-carbon industrialization path; the public must set up the low-carbon expense idea, raises the 
low-carbon life styl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should provides the technical support by take the 
low-carbon technology research. 

Keyword: Urbanization; Low-carbon; Realization Paths 

 

低碳城市化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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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但是碳排放量也随城市化进程快速增加。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摈弃这种高能源消费、高排放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走低碳城市化道路。文章在

对我国高碳排放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化进程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阐述了低碳城市化的理论内涵，认为

低碳城市化的实现路径是政府要在规划中坚持低碳城市化理念；企业要实现低碳生产，走低碳工业

化道路；市民要树立低碳消费观念，培养低碳生活方式；科研机构要重视低碳技术研发，提供技术

支持。 

关键词：城市化；低碳；发展路径 

 

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

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为了抵御气候变

暖，发展低碳经济已形成全球共识。城市是各国

人口及经济的汇集地，城市的碳排放量占了全球

碳排放总量的 75%，在低碳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 

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化水平从

1978 年的17.9%快速增长到2008 年底的45.7%。

据专家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

到 58%～60%，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

8 亿～9 亿。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是，中国的城市

化进程具有高能源消费、高排放的特征；与发达

国家不相同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化已经享受了较

为廉价的能源和温室气体历史排放成果，经历了

一个先污染再治理的过程，而中国过去粗放型和

高能耗的城市化模式使得人赖以生存的江河湖

泊、空气土壤等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特别是由温

室气体排放量增加所导致的气候变化让旧有模式

无限扩张下去。 

要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必须摒弃

发达国家在 19 世纪工业化初期采用的高能耗、

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紧抓低碳变革与中

国城市发展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将低碳城市化作

*The Project was Supported by the Special Fund for Basic Scien-
tific Research of Central Colleg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
sciences（Wuhan）(CUGW09020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CUGW090205)
与武汉社会科学基金项目（whsk10004）的研究成果 

348

Advance in Resources &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Research

978-1-935068-32-7 © 2010 SciRes.



 
 
 
 
 
 
 
 
 
 
 
 
 
 
 
 
 
 
 
 
 
 
 
 
 
 
 
 
 
 
 
 
 
 
 
 
 
 
 
 
 
 
 
 
 
 
 
 
 
 
 
 
 
 
 
 
 
 
 
 

 

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战略切入点，寻求

低碳的城市化模式，这也是解决当前全球气候变

化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在能源短缺背景下寻求长

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的城市化与碳排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城镇

人口由1978年的1.73亿人增加到2008年的6.07

亿人，年均增长 4.4%，城市化水平由 1978 年的

17.92% 提高到 45.68%，年平均增长 0.93 个百分

点，城市化发展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快 2.14%；

城市个数由 190 个增加到 661 个，平均每年增加

16 个，建制镇的数量由 2000 多个增加到 1.89 万

个，平均每年增加 640 个。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

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

度显著提高。 

城市化的发展，无论是人口增长、空间扩张，

还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意味着城市

对资源需求的增长，意味着需要开发利用更多的

土地、水、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来支撑城市扩

张的需要，高资源消耗也意味着高污染与高排放，

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逐年增加。从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 CO2 的排放来看，其绝对值与城市化水

平的相伴提高（图 1）。 

 

 

图1  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变化 

 

从碳排放源头看，城市是人口、建筑、交通、

工业、物流的集中地，也是高耗能、高碳排放的

集中地。据统计，全球大城市消耗的能源占全球

的 75%，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的 80%。从 终使

用的角度看，碳排放的来源可以分为产业、居民

生活和交通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根据美国资料，

由建筑物排放的 CO2 约占 39%，交通工具排放的

CO2约占 33%，工业排放的 CO2约占 28%；。英国 80%

的化学燃料是由建筑和交通消耗的，城市是 大

的 CO2排放者。目前，人为 CO2排放主要来自火力

发电、交通运输、锻烧水泥、冶炼金属、取暖做

饭等居家生活。 

在影响 CO2排放的诸因素中，人口变化趋势、

社会发展阶段和能源结构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因

素，而这三个变量与城市化过程交织一体。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化是造成我国高碳排放的主要

原因之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过去的 200 年间，由于

工业革命导致大规模的化石燃料使用，全球 CO2

排放量和城市化水平一直在同步稳定增长，目前

均有加快的趋势（表 1）。 

 
表 1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及WMO‐GAW监测的全球温室气体趋势 

年份 

Year 
CO2(ppm) CH4(ppb) N2O(ppb)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

Global warming 

城市化水平（%） 

Urbanization on rat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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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极值 385.0     

2007 383.1 1789 320.9 0.74 50.0 

2006 381.2 1783 320.1  46.0 

1998 381.1 1786.3 320.1 0.4 45.0 

1970     38.6 

1950     28.2 

1900     13.6 

工业化前 280 700 270 0  

1850     6.4 

1800     3.0 

资料来源:①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2008(17): 11;②崔功豪等，1992: 82. 

 

二、低碳城市化与城市发展 

所谓低碳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以

少的碳排放实现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

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的过程；是在发展经济和

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中实现低碳排放的过程。由于

城市化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低碳城市

化要求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创新低碳技术，改变

生产与生活方式， 大限度减少城市的温室气体

排放，彻底摆脱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

废弃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成结构优化、循环

利用、节能高效的经济体系，形成健康、节约、

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终在城市人口增

长的过程中实现城市的清洁发展、高效发展、低

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在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调整的宏观背景下，低

碳城市化可以避免城市化进程中的碳锁定和路径

依赖，避免出现高耗能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基础设

施，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  

1.低碳城市化能促使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低碳产业要求产业技术密集程度进一步提高，

高新技术产业比例大幅度提升，产业能耗少、水

耗少、排污少、运量少、占地少，产品附加值高，

第二产业“高加工度化”得以促进，再生资源产

业和环保产业得以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大大提高。 

2.低碳城市化能促使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在目前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既要应对能源和环境

问题，又不可能人为地减缓城市化进程，因此，

必须把城市化进程作为节能减排的机会。城市化

进程中节能减排，实质上就是包含“低碳城市”

的概念。作为一种发展道路，低碳经济的核心是

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转变，意味着更清

洁、更有效和尽可能低的温室气体排放。通过制

定和执行积极的能源政策，可以使城市化进程中

的能源效率提高、能源结构更为清洁。 

3.低碳城市化能促使城市交通体系进一步完

善。 

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居民出

行需求总量的快速增加和城市交通客运量的快速

上涨。2009 年城市公共交通（包括公共汽车、电

车和轨道交通）客运总量超过700亿人次，比1995

年增长一倍多，近十年年均增长达 9%。预计 2015

年全国居民日均出行总量达到 5500 万人次，比

2005 年增长 88%。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机

动化也迅速发展。2009 年年底，我国机动车总量

1.8 亿辆，民用汽车总量 7619 万辆，私人小汽车

总量 4243 万辆。近十年，民用汽车保有量年均增

长 14.2%，私人汽车保有量年均增长 22.7%。按照

目前的速度，到 2015 年，小汽车保有量将达到约

两亿辆。 

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低碳出行方式还没有

得到应有的鼓励，市民缺乏公交出行的动力，导

致私人汽车增长率居高不下调查显示，我国城市

居民的平均公交出行分担率为 15%至 20%，北京中

心区公交出行分担率也只有 36%，而像东京、纽

约、伦敦等城市的公交出行分担率为 60%以上。 

中科院日前发布的《2010 年中国新型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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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我国 50 座城市市民上班途中所花费

时间，北京市居首，平均为 52 分钟，广州市为

48 分钟，上海市为 47 分钟，深圳市为 46 分钟。

何建中介绍，我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面临四方

面挑战，交通拥堵首当其冲。据调查，北京每天

堵车时间已由 2008 年的 3.5 小时增至现在的 5

小时。 

低碳城市化建设，通过建设高通达、高覆盖

率的城市交通运输网络，建设高品质、高效率的

城市交通运输服务系统；通过发展发展低能耗、

低环境污染、低资源占用、低事故率、低财政负

担的城市交通运输方式及装备；通过构建与城市

交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综合管理体制；通过控

制私人交通出行的数量和降低单位私人交通工具

的碳排放，通过加速推进城市综合交通节能体系

建设，引进和开发运输新技术，可以减少交通的

碳排放和空气污染，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  

4.低碳城市化能促使城市消费理念进一步转

变。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

而生活方式直接影响能源消费。通过政策引导来

提倡节能生活方式，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的一个

重要方面。低碳城市倡导和实施低碳消费，能引

导家庭转变消费理念，拒绝一次性消费、便捷消

费及高能耗消费，倡导绿色出行，形成低碳化、

低能耗的消费习惯；能鼓励企业积极开发和探索

可替代、可回收材料，引导企业生产低碳产品，

实现生产领域的低碳化、生态化。  

三、低碳城市化的实现路径 

实现城市的低碳发展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主导

方向，如何实现城市低碳发展是当今急需研究的

重大课题之一。城市的低碳发展涉及到经济、社

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 

因此，要实现我国城市化的低碳发展，必须

进行低碳城市化的体系构建。从低碳经济和低碳

社会两个层面出发，来构建低碳城市的体系框架，

其实现路径包括：低碳城市化规划、发展低碳产

业、倡导低碳生活、开发低碳技术。 

低碳城市规划是低碳城市化的灵魂，是低碳

城市化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低碳产业提供低

碳社会所需的低碳产品；低碳生活是低碳城市化

实现的消费保障，并引导着低碳生产的方向；低

碳技术为低碳城市化提供技术支持（图 2）。

 

低碳产品供

居
民

企
业

技术支持科研机构

城乡规划政府

低碳城市化理念

农村 

发展 

低碳 

城市化

低
碳
产
业

低
碳
生
活 

城市 

发展 

低碳技术体系 

低碳消费需求

 

图 2  低碳城市化的发展路径 

1.进行低碳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一种土地和空间资源的配置机

制，是政府引导城市发展的重要规制手段。坚持

低碳理念进行城市规划，包括低碳产业规划、低

碳建筑规划、低碳交通规划等，如提高企业的排

放标准，降低高碳产业的发展速度，积极发展服

务业等低碳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建筑

节能政策与法规，通过建筑节能设计与评价技术，

推广建筑节能，发展绿色建筑；大力发展地铁、

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减少城市交通的碳

排放。 

（1）低碳化的城市用地结构。城市用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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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方式：一是向外蔓延；二是轴向扩展；三

是郊区城市化。向外蔓延和郊区城市化型的用地

方式易于城市规模的扩大及聚集，但是如果不能

有效规划城市各功能区及交通运输等，容易造成

出行需要更多的小汽车，造成城市交通拥堵、城

市生活环境恶化的后果。轴向扩展的方式，有利

于充分发挥城市交通系统的作用，通过交通干线

将城市各个功能区联系起来，有利于减少城市小

汽车的使用，减少城市汽车尾气排放，改善城市

环境。因此，相比于向外蔓延及郊区城市化，轴

向扩展的用地方式更有利于城市的低碳化。 

（2）低碳化的城市功能区分布。随着城市功

能越来越复杂，为了避免人口和设施过度密集，

疏解城市中心的压力，城市中心开始出现等级的

分化，形成中心、副中心的中心体系。同时，城

市中心的功能也逐渐分化，形成了各个城市功能

分区。各个城市功能分区的形成，可以充分发挥

规模效益，使得同样大小的区域内能够为更多的

人服务，因此也就扩大了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

与此同时，通过轨道交通等现代交通工具将各个

城市功能区联结起来，在城市功能区内则以常规

公交作为主要交通工具。通过一体化的交通体系，

将城市的各个功能区有机联结，有效改善城市交

通生活环境，促进低碳城市化。 

（3）低碳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希尔德布兰

德·弗瑞（Hildebrand Frey）将城市空间结构归

纳成五种类型：核心城市、星型城市、卫星城市、

线性城市及多中心网络城市。这五种类型对城市

的碳排放会有不同的影响。从我国具体的城市实

践来看，对那些城市规模已经巨大，城市内已经

没有绿地的城市，可以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功能分

化，形成专业的功能区，再通过块状团组式的模

式或者通过卫星城的方式，有效缓解城市中心的

压力，提升城市整体的人口承载力，并通过轨道

交通和常规交通的一体化建设，解决城市的交通

和环境问题。对于那些较为分散、城市发展水平

还较低、城市内或周围拥有较多绿地的城市，可

以通过交通系统将各个中心有机联结，在各个中

心周围保存大片绿地，呈现网格式发展，以利于

城市环境的改善和低碳城市化的实现。 

2.发展低碳产业 

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仍然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也是城市化过程中 重

要的决定性因素。要有效地推进低碳城市化发展，

就必须要有合理、高效的低碳工业化为基础。 

走低碳工业化道路，首先需要实现生产的低

碳化。低碳生产是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要实

现低碳生产，就必须实行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

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

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

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的

全过程中不断进行循环，并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

用，以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 小程度。

清洁生产是从资源的开采、产品的生产、产品的

使用和废弃物的处置的全过程中， 大限度地提

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 大限度地减少它们的

消耗和污染物的产生。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一

个共同目的是 大限度地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和

二氧化碳的排放， 重要的操作模式是“减量化、

再利用和再循环”。两者不同之处是范畴的不同，

即前者是一种经济模式，包括了生产和消费，而

后者只是一种生产模式，是循环经济的一个组成

部分。 

其次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服务业发

展。产业结构决定能源的消费结构，在一定程度

上也决定着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第二产业的能

耗强度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2006 年第一

产业的能耗强度为 0.34 吨/万元增加值，第二产

业为 1.73 吨/万元增加值，第三产业为 0.41 吨/

万元增加值。可见，第二产业的能耗强度为第一

产业的 5 倍多，为第三产业的 4 倍多。 

为了降低经济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我

国需要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严格限制高耗

能产业的发展，淘汰落后产能，从结构上实现经

济的低碳、高效发展。 

3.倡导低碳生活 

人类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消费理念不科

学、消费模式不经济、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技

术不先进是造成高消耗、高污染的主要原因，而

现行政策主要集中于产业和能源领域，因此，如

何通过政策组合引导人们走向低碳生活方式变得

尤为迫切。 

低碳生活方式意指改变传统的高消费、高污

染，转为一种低污染、适度消费的方式，是一种

可持续消费或绿色消费。考察近年来我国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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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引导人们生活方式向

着节能化、低碳化方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诸多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激励人们选择低碳的生

活方式。 

目前我国在促进生活方式向低碳化转变的政

策主要是间接的、诱导性的，在消费领域缺少直

接的、强制性的政策措施，政策的主要内容聚集

在产业模式、产业结构和产业技术的升级，忽略

了消费领域的消费模式、消费结构、消费技术跟

进。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政策的干预主要集中

在前端治理，忽视了末端治理，政策的缺位导致

了环境治理的失衡和顾此失彼。因此，消费领域

的政策亟需建构和完善，即以社会性政策为导航，

以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两翼，以产业政策和能

源政策为助推器，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政策组合拳，

推动人们的生活方式向低碳化转变。 

4.开发低碳技术 

低碳技术是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

术，包括在节能、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

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二

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它涉及电力、交通、

建筑、冶金、化工、石化、汽车等部门。 

低碳技术是实现我国城市低碳发展的核心，

是提升未来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摒弃发达国

家老路和老的技术模式,实现我国城市跨越式发

展的途径。 

在发展“低碳技术”方面，英国重点研究、

开发和示范供暖与能源分布、大规模更洁净发电、

可再生电力、化石燃料发电和碳捕获与存储、核

电、低碳交通、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日本将

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

燃料电池等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积极开展

潮汐能、水能、地热能等研究。 

中国低碳技术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低碳经

济的发展和低碳城市的建设。发达国家的综合能

效，即一次能源投入经济体的转换效率达到

45% ，而中国只能达到 35%。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方面，大型风力发电设

备、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燃料电池技

术、生物质能技术及氢能技术等，与欧洲、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不小差距。在交通

领域，例如汽车的燃油经济性问题、混合动力汽

车的相关技术等，我们虽然掌握一些，但短时间

无法达到产业化的水平。对于冶金、化工、建筑

等领域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我们在系统控制

方面，还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为获得低碳技术，我国城市一方面可以通过

清洁发展机制(CDM)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这

种方式的优点在于成本低廉，但往往不能获得国

外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国内通过原始创新和

集成创新，重点攻关中短期内可以获得较大效益

的低碳技术，尤其针对提高重化工行业能耗的新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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