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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

内容概要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是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同志的直
接指导下，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组织编写的。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
动:2012年度报告》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部门的
大力支持，初稿形成后，又征求了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
行动:2012年度报告》的出版对社会各界了解我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各项工作及进展情况、提高全社会低
碳意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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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报告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 前言 一、减缓气候变化 二、适应气候变化 三、
开展低碳发展试验试点 四、加强能力建设 五、全社会广泛参与 六、积极参加国际谈判 七、加强国际
交流与合作 分报告 北京市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天津市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河北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山西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2012
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辽宁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吉林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 黑龙江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上海市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江苏
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浙江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安徽省2012年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福建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江西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山东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河南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湖北省2012年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湖南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广东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
行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海南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重庆
市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四川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贵州省2012年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云南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西藏自治区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
行动 陕西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甘肃省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青海省2012年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宁夏回族自治区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2
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2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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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逐步建立温室气体统计核算体系 建立和健全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制度。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了《关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统计的意见》。云南省等
一些地方统计部门已启动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工作。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制订了《公共机构能源
资源消耗统计制度》，组织完成了“十一五”期间和2011年全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情况汇总分析
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了《民用建筑能耗和节能信息
统计报表制度》。国家林业局进一步加快推进全国林业碳汇计量与监测体系建设，试点已扩大到17个
省市。国家统计局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服务业统计工作的意见》，为建立健全服务业能源统计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统计监测研究。 大力推进温室气体清单编
制和排放核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发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试行）》，组织完成中国2005年温
室气体清单和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编制工作。组织编写了陕西、浙江、湖北、云南、辽宁、广东和天
津7个省（市）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总报告及能源、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及林业、
废弃物5个领域的温室气体清单分报告。组织开展其他24个省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研究开展化工
、建材、钢铁、有色、电力、航空等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规范。 （三）增强科技支
撑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科技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十二五”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科技发展专项规划》。科技部通过973计划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和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支持气候变化领域基础研究工作。水利部组织开展气候变化对水利影响方面的关键
技术研究，开展水利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性对策措施研究。卫生部启动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
响与适应机制研究。国土资源部组织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地质响应与对策”调查和研究工作。环
境保护部组织开展钢铁、水泥、交通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政策与示范研究
。国家林业局初步完成中国森林对气候变化响应与林业适应对策研究，进一步推进典型森林生态系统
固碳和减排经营技术研究。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建设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研究”。中国气象局组织开
展了多模式超级集合、动力与统计集成等客观化气候预测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完成了政府问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5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为IPCC第5次评估报告提供模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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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是为全面展示2011年以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进
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效而组织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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