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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系统碳循环及土地调控研究》评述
黄贤金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3)

2012年7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赵荣钦博士的专著《城市系统碳循环及土地
调控研究》。该书是《南京大学人文地理丛书》之一。该研究分析了城市系统碳循环及其土地调控机理，
集成了城市系统的碳收支核算、碳循环运行评估、碳循环的土地调控等方法，初步构建了适应城市系统
特征的碳循环评估及土地调控方法，并以南京市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揭示了城市用地不同方式的碳储
量和碳通量时空变化，以及城市土地利用的碳排放效应、碳足迹，提出了基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低碳
城市管理策略。对于城市碳循环研究的理论探索及其低碳调控的实践应用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城市系统碳循环及其土地调控研究是协调地域系统人地关系、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
基础。城市系统的扩张及运行过程，是一个城市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土地要素不仅是城市系统的
载体，城市土地利用方式也是城市系统运行的结果。因此，城市是地表受人类活动影响最深刻的区域，
不仅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强烈 (包括对于周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强烈)，也是能源消费和化石燃料燃
烧的集中地，由此，城市化过程也必然会对城市温室效应乃至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进程中，开展城市层面碳循环的定量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研究制
订符合城市系统特征的碳排放清单核算标准，另一方面便于更深入地了解城市碳循环在区域碳过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以寻求适应和减缓对策。

土地要素及其空间规划，不仅决定着城市发展的规模、形态以及结构，也同样影响着城市的碳循环
过程。虽然有学者认为，“土地利用结构的框架，即林地、草地、耕地、及耕地中的种植结构，等，大幅
度改变是不可能的”，并认为“不可能因为微不足道的碳收支作用。而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无论是宏观尺
度还是中观、微观尺度都基本如此。”但我们对《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的碳减排
效应研究表明，若实现我国政府2009年承诺的“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
目标，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等得减排量可达 2005年基数的 27.6%，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
要》所提出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则可实现相当于2005年基数9.6%的减排量 (赖力, 黄贤金著. 中国土
地利用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61.)。因此，探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碳循环的影
响，对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

该著作以南京市为案例，开展了城市系统碳循环及其土地调控的研究，初步提出了城市系统碳收支
核算及评估方法、城市土地利用碳效应评估方法以及城市碳循环的土地调控研究方法等方法体系，并以
南京市为案例，开展了城市系统碳循环、碳流通的核算和评估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南京市土地利用碳排
放强度和碳足迹状况，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应，最后提出了基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南京市低
碳城市管理策略。本书主要的创新表现在：

(1) 探索性地提出了城市系统碳循环和碳流通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测算方法，并以南京市为例，对城市
系统的碳储量、碳通量、碳平衡、城市内部碳流通过程、城乡之间的隐含碳、城市碳补偿和碳循环压力
等进行了实证分析。该研究对于丰富碳循环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构建城市“自然—社会二元碳循环”的
理论框架方面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2) 从城市土地利用的角度开展碳效应的评估，并尝试建立了基于土地利用层面的城市碳循环的研究
方法。通过城市碳储量、碳通量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对应关系和土地利用碳源/碳汇分析框架，对不同土地
利用方式的碳排放强度、碳足迹和碳排放效应进行了分析，开展了城市碳循环的土地调控的初步研究。

(3) 探索性地建立了基于低碳目标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方法，并提出了相应的碳减排潜力和低
碳城市土地利用管理策略。因此，本研究一方面为城市土地利用层面碳收支及温室气体清单核算提供技
术参考，另一方面也为国土规划部门开展基于碳减排的土地结构优化调整提供方法支撑，也可为经济和
发展规划部门、国土规划部门等制定城市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和指导。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碳循环过程受到多种系统要素的耦合作用和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影
响，构建起完整、精确的城市碳循环模拟模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本书作者在此领域所开展的探索
性研究，只是“抛砖引玉”，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科学家关注这一领域，并推进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化。该
研究对于社会领域碳循环的机理及其调控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推动城
市碳循环领域的深入研究，也能够为城市碳减排的土地利用调控提供可操作性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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