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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全球城镇化趋势 

Å中国城镇化趋势 

Å中国城镇化机遇与挑战 

Å国家低碳发展政策 

 

 



全球城镇化趋势 



全球城镇化趋势 

中国：6400万 城
镇人口 (12%)  

德国：4700万 城镇人口 
(68%)  英国：4000万 城镇人

口 (79%)  

全球城镇化增长 (来源：UN DESA, 2012; UNICEF) 



全球城镇化趋势 

全球城镇化增长 (来源：UN DESA, 2012; UNICEF) 

中国：6.3亿城镇
人口 （47%）  

德国：6100万城镇人口 
（74%） 

英国：4900万城
镇人口 （80%）  



全球城镇化趋势 

全球城镇化增长 (来源：UN DESA, 2012; UNICEF) 

中国：10.38亿城
镇人口 （73%）  

德国：5900万城镇
人口 （84%） 英国：6400万城

镇人口 （88%）  



城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Á城市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50-60%，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2/3 ，温室
气体排放总量的70-80% 

 



中国城镇化趋势 

Á经历了一段快速城镇化进程后，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了欧洲总人口 

 



中国城镇化的速度与规模 

 

Á中国城镇化规模前所未有； 

 

Á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处于转型期； 

 

Á每年，中国约有1500万人迁入城市。
（每月约有125万，相当于慕尼黑或米兰
的人口） 

 

Á以目前的趋势，中国在未来十五年将向
基础设施投资约5.3万亿美元。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2012) 



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因素 

 

Á城镇化是中央政府最重视的议题之一 

 

Á对GDP增长的关注 

 

Á经济机会；国内和国外投资 

 

Á经济刺激：地方政府通过征用农村土地和土地使用权转移给开发商来增加
收入 

 

Á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Á移民 



中国城市特点  

来源: 自然;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WWF 
 

2006年，前100名城市能源消耗占全国总能耗的43%，电力消费占全国42%，
天然气和LPG消费超过全国总消费的75%。 



城镇化挑战 

治理与规划 

可能锁定城市未来发
展模式 

中国城镇化模式的制
定 

综合公共交通系统 

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
（海平面上升，洪水，
飓风，热浪） 

经济挑战 

新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建设融资 

能源需求增长及结
构 

最多产的农业用地
被占用 

适应（城镇化基础
设施及系统） 

生态挑战 

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水资源需求增加 

水与大气污染 

农业用地损失 

环境恶化 

生态系统服务损失 

社会挑战 

社会异化 

经济适用房缺乏 

经济实力差异 

进入城市后生活方
式转变 

传统家庭关系在变
化 



低碳城市的机遇 

 

重新思考城镇化规划 

 

Á避免碳锁定（建筑，基础设施，交通等） 

Á基础设施的智能设计及利用：确保较低的人均碳排放 

Á通过城市基础设施设计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市政府可以影响市民的生活方式 

Á低碳发展的协同效益显著：公共健康改善，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安全 

Á低碳排放和低污染水平对城市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吸引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促进
就业） 

 

 

“预防永远比后期补救成本更少 ”ññJonathan Woetzel  

 



解决方案- 可持续的城镇化 

   社会公正和生活质量 

¶ 公共健康 

¶ 公共服务的普及 

¶ 负责任的治理 

¶ 可达性 

¶ 文化认同 

经济繁荣 

¶ 就业机会 

¶ 创新 

¶ 经济发展 

¶ 经济韧性 

环境管理  

¶ 资源消费 

¶ 废弃物 

¶ 全球碳排放 

¶ 基础设施韧性 

来源：WRI; InnovationCity Ruhr  



政策与行动在改善 

 

来源：自然; UNFCCC; Low Carbon Singapore  



国家低碳发展政策  

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Á中国“十二五”规划(2011-2015)  

Á国家低碳省市试点项目 （国家发改委） 

Á低碳交通试点城市，新能源城市，智慧城市éé 

Á更多政策与标准： 

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 

ï国家建筑标准  

ï机动车燃油经济标准 

ï新能源法 

ï城市碳排放权交易 

ïΧ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Á2014年3月政府发布第一份官方城镇化规划（2014-2020）； 

Á宏观性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目标，涵盖了城镇化主要领域：如，环境保护，
建筑标准，移民；城市间联系及空间分布；制度建设  

Á规划强调了生态文明和以人为本的指导方针-从现有对经济发展的追求进
行转变 ； 

Á规划是宏观性、战略性规划，旨在指导国家层面政策；是政治议程中的重
点。 

 

ü规划将给市政资源带来巨大压力：地方政府需要利用金融工具支持社会福
利，同时需要建设基础设施（交通，废弃物处置等）；现有选择：税改；
土地权利/ 土地利用系统改革 

ü规划设定了国家层面雄心勃勃的目标，然而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由地方的
落实情况决定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部分目标和指标 
2012 2020 

城镇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每年约1600万新城镇居民） 52% 60% 

基础设施 

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  45% 60% 

城镇公共供水普及率 82% 90% 

城市污水处理率 87 % 95%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84% 95% 

到2020年，普通铁路网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快速铁路网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

城市；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 

民用航空网络不断扩展，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0%左右的人口 

资源与环境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平方米）  Җмлл 

城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9 % 13% 

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   2% 50% 

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比例   41% 60% 



中国十二五计划（2011-2015） 

具体目标，包括： 

Å 单位GDP碳强度下降17%； 

Å 能耗下降16% 

Å 非化石能源在总能源消费占比达到11%  

Å 到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1.5% (+4%); 

Å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3600万套 

Å 氨氮、氮氧化物排放分别减少10% 

Å 森林覆盖率增加到21% 

Å 年GDP增长 7% 

Å 推动7个新型战略产业跨越发展：比如：新能源，清洁技术，生物技术，系能源
汽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 

Å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各省市被要求将相应指标分解纳入到各地方的五年计划中  

 

中央政府目标很大，但省市一级的落实情况仍是挑战。 

 



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 （国家发改委） 

Á国家发改委于2010年7月19日《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Á试点项目确定首先在5省（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和8市（天津、重庆、
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开展试点工作。 

 

ï 制定低碳发展计划，在地方五年规划中落实气候变化战略 

ï 制定支持政策协调低碳发展 

ï 加速低碳产业结构的建立 

ï 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信息管理系统 

ï 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Á发改委（与住建部）将帮助建立一个指标系统，测试政策和技术标准，建立研究项
目，开发示范项目（绿色交通，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 

 
来源: NDRC, WRI 



100座新能源示范城（国家能源局） 

Á作为“十二五”新能源应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能源局(NEA)将建
立100座新能源示范城，推动新能源在城市的应用，如光伏，风能，地热
和生物质能等。 

Á关键指标：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 （到2015年至少达到6%） 

 

能源局目标： 

Á扩大新能源技术规模 

Á推动新能源技术在供电、供热、建筑和交通中的创新性商业化模式 

Á推动分布式发电和微电网系统 （小规模独立电网系统）作为解决中国新
能源链接入网的瓶颈 

 

前提： 

Á平均能耗；达到当地环境与能源标准；目前新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 Ó 
3% 

 
来源：CNREC, SGT Research, NEA 



生态城市（住建部） 

Å 基于1992年国家花园城市标准，住建部于2004年发布了国家“生态城”
标准。 

Å 住建部每年根据19个定量指标审查选择生态城： 

 

o 自然环境；  

o 居住环境 

o 基础设施 

o 绿色建筑 

o 公共交通 

来源：住建部，世界银行 



国家生态市 （环保部） 

Å 从1997年起，环保部每年奖励63个城市和5个区作为国家环保示范市/区； 

Å 评选指标每几年更新（上次更新于2007年）；基于此，城市每三年被评估一次; 

Å 环保部国家生态市有19个关于以下方面的定量指标（15个强制性，4个指标性）： 

 

o 环境发展 

o 环境保护（水资源消耗与污染） 

o 社会发展 

  

来源：住建部 世界银行 



更多试点城市项目 

Á国家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于2013年发布，确定103个城市（区、县、镇）
为2013年度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包括 在2012年首批试点基础上扩大范围
的9个市、区。 

Á 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城市试点  

Á十城千辆工程 (TVTC)由财政部等启动，主要推广新能源汽车商业化 

Á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电力需求侧管理城市综合试点工作中央财
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以支持： 

ï建立电能服务管理平台 

ï落实能效电厂 

ï相关科学研究、宣传培训、审核评估等  

 

 

Gong & Wang (2012); IPP (2014) 



更多试点城市项目 

Á由于城镇化规模和相应的环境压力，中国已发展和推动可持续城镇化发展
模式（“生态城市”）20多年，将生态和低碳发展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方
式的考量。 

 

Á许多地方和省政府已经独立或与国际伙伴共同开始发展生态城（超过200

多例）：比如: 

ï中新天津生态城   

ï张家港中丹生态园  

ï中瑞（典）无锡低碳生态城  

ï苏州西部生态城  

ï湖北咸宁生态城   

ï东滩、唐山、曹妃甸国际生态城   

Gong & Wang (2012); IPP (2014) 



低碳试点城市面临的挑战 

 

Á缺乏在国家及地方层面的共同愿景以及对可持续发展、低碳城市发展的定
义（指标）  

Á需要统筹现有各项试点项目：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等；  

Á缺乏国家层面稳定的政策指引（技术，金融等）  

Á缺乏因地制宜的支持框架和方式；  

Á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过度关注  

Á气候政策需要跨部门的协力，并整合全局和分部门的政策；  

Á对可再生能源/ 低碳效益和潜力的认知较低   

Á缺乏全面长期规划：导致诸如成本超支的现象发生   

Á对各地情况了解欠缺导致的失败   

(查看更多：CNREC 2013, CAUPD 2009) 
 



www.ghub.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