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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市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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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是当前全球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好的发展方式。本文对某市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人均排放量等指标进行了初步的测算，并分析和研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现状，对某市的发展战略定位、战略重点和战略对策进行

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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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 energy consumption, low pollution and low emissions are the best way of development to reduce emissions and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globally at present.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calculation of a city's current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r capita

emissions and other indicators, and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looks forward to a city's

development strategic positioning, priori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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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室气体减排现状

自从工业革命后，人口增加、农业活动密集、土地利用和采伐

增加、工业化和化石燃料能源利用都造成了更多的温室效应，

全球气温升高。造成气候改变的最重要原因是碳循环，碳在海

洋和大气中的碳交换，人们把碳从地壳中吸取并排放到大气

中，以 CO2和温室效应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这一现象的速度

超过了自然碳循环，破坏了全球的气候平衡。气温会增加海水

的气温，降低海冰所含的冰层。缩小的冰层、不断增加的全球

海平面、海洋的酸性、动物和动物的成长季节，还有很多的极

端天气，从而引发了一大批的生态问题，对人和其它动物的生

活环境造成严重的冲击。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变暖问题一直受到世界各

国的重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一九九二年颁布，

成为全世界首个综合管制碳排放量的国际条约，以应对全球变

暖对人的经济与社会造成的负面冲击，同时也为各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协作奠定了基础。自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正式实施后，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

同但有差别的义务”的基本准则。中国是世界上最具责任感的

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某市社会经济及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2.1社会经济概况

某市“十三五”期间，由快速发展逐渐进入中低速发展阶

段。2015年 GDP增长率为 11%，2020年为 3.9%，2015-2019

年为 7.8%，2015-2018年以 9.25%的速度增长，2019-2020年的

年均增长率为 5.10%。某市经济总量在 2019年达 25003亿元，

工业实现总产值 1803.33亿元，同比增长 4.7%；第二产业实现

增加值 9992.21亿元，增长 4.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3207.25

亿元，增长 2.9%。

全年实现了 5.8%的目标。按三大类别来划分，采矿和工业

产值分别为 0.6%、6.4%和 2.1%。八大产业继续复苏，其中汽

车、电子和材料产业带动了某市经济增长，产值同比增长

10.1%，制造业产值增长 13.9%，制造业增长 7.1%，装备制造

业增长 2.9%，消费品制造业增长 4.5%，能耗行业增长 0.8%，

增长 0.9%。

与去年相比，全市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值同比增长 13.3%，

战略新兴行业的产值同比增长 13.5%，同比增长 7.7个百分点。

近几年的人口数量呈现出一种逐年递增的态势，到 2020年，

本市户籍人数较 2015年增加 189万，同比增长 6.28%。某市城

镇化发展迅速，户籍居民的某市化率从 2015年的 60.9%上升至

69.46%。

尽管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10%，但是仍然是国内比较

高的地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确立，其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都在不断增强，其发展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

2.2能源消费情况

2.2.1能源消费总量

某市的发展拉动了居民的能源消费，其水平不断提高，统

计局公布的四次统计结果显示，该市的能耗从 2015年 7747.32

万吨标准煤增至 2020 年的 8874.54 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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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与 2015年相比，2020年将增加 1127万吨，这一数字

要远远落后于“十三五”的 1660万吨。按年发展速度分析，

某市近几年的能耗增长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变化，2018年的增

长速度较 2017年有所减缓，2018-2019年的增长幅度较大，但

2019-2020年的能耗水平与 2020年相比，两者相差不大。

图 1 2015-2020年某市能源消费

2.2.2能源消费结构

从我国的能源消耗类型来看，在 2020年，全国能源消耗

中，以煤为主，达到 44%以上。某市通过加大对煤耗的控制力

度，大力发展清洁的天然气和电力等清洁能源，促进石油产品

品质的提升和能源消费的不断调整。2015~2020年度，全国煤

耗比重从 49.07%降到 44.29%、15.83%、15.83%、15.17%、

15.74%，一次电量和其它能源分别从 20.73%增至 24.13%。

图 2 2015年与 2020年能源消费结构对比

2.2.3非化石能源发展情况

到 2020 年末，一次能源消耗的非矿物燃料比去年增加

2.5%，可再生资源的装机量达到 36%，比 2015年增加 2.2%。

从发电站的分布来看，2020年某市有 535亿千瓦，占 69.05%，

较 2019年减少 4.84%；水电发电量 222.9亿千瓦，占 28.77%，

同比增长 10.78%；风力发电量 13.1亿千瓦小时，太阳能发电

量为 3.74亿千瓦小时，总占比为 2.70%，与 2019年基本持平。

3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3.1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情况

某市历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报告包括五个方面：二氧化

碳、甲烷和氧化亚氮。2015-2020 年度的温室效应排放量为

6.84%、5.44%、8.94%、9.36%、2.90%。在这些国家中，2018

年至 2019年的排放量增长速度最大，而 2020年则呈现出放缓

的态势。在某市的温室效应中，CO2是 2015-2020年的主要污

染物，氧化亚氮、沼气的排放量次于二氧化碳。2020年，二氧

化碳排放量为 68.01%、氧化亚氮排放量为 26.16%、沼气排放

量为 5.56%。与 2015年比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长 2932.04，

氧化亚氮增长 4744.43，六氟化硫排放增加为 0.06，六氟化硫

排放增加 34.64万吨，而氧化氮、氢氟碳化物、六氟化硫的排

放总量较 2015年增长较快。

图 3 2015-2020年某市温室气体排放成分组成情况

3.2温室气体关键性指标

图 4 2015-2020年某市温室气体各领域情况

3.3温室气体分行业排放情况

本文根据某市 2015-2020年度各大工业部门的工业、建筑

业、交通运输业、农牧业等部门的碳排放量进行了统计。二氧

化碳、甲烷、氧化氮等是造成的主要温室效应。在这四大产业

的六年内，各大产业的温室效应排放量从高到低分别为：工业、

交通运输业、农业、建筑业。

4 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框架建议
4.1战略取向

某市的发展应以其自身的发展水平为基础，形成一条逐步

发展的道路，其发展策略有：

（1）坚持以发展低碳为主，以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型。

（2）将“低碳”列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并将相关的指标纳入国家的计划与政策之中。在短期内，以提

高能效、提高碳产量（单位 CO2）的效率为中心，实行节能减

排，持续减少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使其与经济发展逐渐脱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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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当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出中长期低

碳发展的短期、中期发展指标，正确把握发展机遇，把握好某

市重点工业发展的发展与低碳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

4.2战略重点

（1）在节能和减少能耗方面，将重点放在 CO2排放较大

的工业和能源使用和转化方面，以节约为主，强化电力、化工

原料和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等高能耗行业的节能降耗，提高能源使

用的利用率。

（2）大力发展碳中和技术，降低燃煤的碳排放量，优化

能源布局，大力发展水电和核能，开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

能等洁净和可再生资源，逐步增加低碳能源的比重。

（3）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要以“低碳”为指导，以低

能耗、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式进行某市规划、建筑设计和施工。

（4）强化碳源的利用和排放技术，深入对农田、湿地、

水体和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利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4.3战略措施

4.3.1调整能源结构，发展低碳能源

大力发展武隆、巫溪、巫山等地区的风力发电，大力发展

太阳能、生物制品等；大力发展小型燃煤发电，加快淘汰小型

燃煤电厂，在近期内关闭总装机容量 48.61万千瓦的小型燃煤

电厂，发展大容量、高效率的热电联产机组。推进我国能源产

业的多元化发展，增加低碳资源的比例，使一次能源的比例逐

渐降低到 50%，把煤等矿物燃料的用量降低到最低。

4.3.2推进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加强节能目标验证、节能评估审查、强制节能显示、能源

消费限额管理等节能管理制度的建设。加强建筑、交通运输、

商业流通业、市政等重点领域和冶金、煤炭、电力、化工、建

材等高耗能产业、重点耗能企业的节能审计和监督管理。重点

加强企业全年消费 5000吨标煤以上重点能源的节能管理，建

设一些节能示范项目。淘汰部分小火力发电、小型水泥等落后

生产能力，普及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节能减排技术，加快

能源利用效率高的产业集群发展。积极争取实施煤炉工业锅炉

改造、区域热供、水泥低温余热利用、建筑节能、电机系统节

能、能源系统优化、绿色照明、石油节约和替代、政府机关节

能、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系统建设等十大项目。

4.3.3调整产业结构，构筑低碳产业体系

优化和调整三次产业结构，使经济逐步转变为有秩序的低

碳结构，大力发展商业贸易、物流、金融、不动产、旅游等产

业，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促进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加

快低碳化传统产业改造，加速行业碳排放准入标准，严格控制

多消费、高污染项目审批建设，限制水泥、电石等高碳行业规

模逐步适应低碳发展理念，多消费、高污染、低收益的后进生

产能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其生产比例达到全市 GDP

的 25%以上；推进农村能源项目建设，促进农村节能。

4.3.4加强生态建设，增强碳汇

加快“森林”的实施，努力拓展绿化范围，力争在 2020

前实现 45%的森林覆盖率，增加碳汇，强化湿地的养护和维护，

推广生态农业，改善耕地系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4.3.5加强合作，强化技术支撑

充分利用某市垃圾填埋地、自来水、电力、煤层气、农村

沼气、生物质等领域 CDM的潜力，加强发达国家和地区 CDM

机制的合作，加快低碳产品的开发技术，逐步提高节能环保、

清洁煤炭和清洁能源、煤层气的利用，利用可再生能源、新能

源，建立二氧化碳、自然碳汇款等低碳技术领域的多元化体系，

为低碳转型和发展模式的转换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4.3.6加强宣传，全民参与

要充分利用媒体的优势和功能，通过各种形式的低碳经济

的普及，在整个社会上营造一个有利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的

良好环境，促进人们的低碳生活和消费习惯。

4.3.7制定法规标准，健全政策保障

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进行了探讨。通过制

定和健全资源、能源定价、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使用，并通过碳市场的方式进行碳市场的

交易，使 CO2排放的权利得到优化，从而间接促进低碳排放和

节能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5 结论

某市在节能减排的进程中，通过调整和优化工业和能源结

构，改善了 GDP的 CO2浓度和 CO2的排放量，降低了 CO2的

排放量，为实现绿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世界经济的

低碳发展，在适应某市的发展状况下，某市的经济也将逐步实

现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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