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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候变化与人口安全》是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丛书之一。《气候变化与人口安全》共九章节，内容
包括绪论、城市化、工业化及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人口—经济—能源—CO2排放”的系统研究、中
国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责任、生态环境及气候变化对能源消费的约束等。《气候变化与人口安全》给
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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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5 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城市化产生了人口规模效应，体现
为对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的集约利用。在节约能源和碳减排方面，主要表现为： 2.5.1 城市化促进集
中供热，比分散供热节能 我国农村在冬季普遍采用自备煤炉取暖，部分小城镇采用锅炉分散供暖，而
这部分中小锅炉热效率普遍比电站锅炉低得多，燃料消耗高得多。一个小锅炉房在采暖期每平方米的
供暖面积煤耗31公斤，而集中供热中心的煤耗还不到20公斤，即集中供热中心可以节省1／3的煤耗。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的冬季取暖热能利用率只有28％—30％，如果每年热能利用率提高1％，就相当
于节约能源3％，等于增产1000多万吨标准煤。以北京为例，北京市热力集团肩负着北京市全市30％的
居民家庭、1.2亿平方米的供热任务，通过热电联产，热电厂的余热通过热力管网输送到热力站，最终
到达居民小区。北京每年取暖用煤需求量为700万—800万吨，集中供热率已经达到70％。 我国北方地
区冬季都需要供暖，在特定的低温天气下，长江以南部分地区的居民也需要多种方式的供暖。假定冬
季需要供暖的人口为全国人口的50％，即为6.5亿。城市化率每提高1％，有650万人由分散取暖转变为
集中供暖，人均住房面积25平方米，则每个采暖季因集中供暖而节约的煤炭为：相应地，每个采暖季
可减排二氧化碳在380万吨以上。 2.5.2 城市化缩短交通距离，提高公共交通利用率 中国农村由于公共
交通设施欠缺，居民出行越来越依赖于摩托车、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部分先富起来的居民已经拥有
家庭汽车。农村机动车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已经形成较大规模。2008年年底，我国农村摩托车的家庭
普及率已超过50％。由于农村地域广阔，进城务工人员日益庞大，对于家在郊区而在城区务工的农民
而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与城市公交相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能效低下。 
根据《中国城市畅行指数2006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大中城市上下班通勤距离平均为9.9公里，
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的通勤距离最远，分别为19.3公里、16公里和13.4公里，其通勤时间
也位居前三位，分别为43分钟、36分钟和32分钟，相应的三个城市的平均行驶速度为26.6公里／小时
、26.9公里／小时及25公里／小时。而通勤距离最短的哈尔滨上下班路程仅5.9公里，通勤时间平均
为1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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