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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着力推进低碳发展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要求之一。研究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系统推动控制本地区温室气

体排放、建设低碳城市的必要条件。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根据城市市情，结合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通过规划技术和解决方案，对

城市发展转型所制定的低碳战略目标、发展规划、重点部门( 行业) 行动方案的全景式描述。低碳发展路线图的制定一般需要六个步

骤，即了解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分析未来的排放情景，设定低碳发展目标，给出重点领域行动方案，评估技术 /项目减排潜力，提出实施

保障措施。本文根据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实践，从部门管理的现实需求出发，建立了温室气体清单“七部门”的编制分析结构，

使其与低碳发展重点领域，即 IPCC 七大重点减排领域对接，并将部门( 行业) 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

为了促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更好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特提出三点改进建议:①发挥温室气体

清单最核心的直接功能，需改进清单工具分析质量，科学、系统地分析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分布、部门分布，为城市低碳发展路线

图制定和低碳发展决策服务。②发挥温室气体清单为规划、考核和决策服务的衍生功能，需要提升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质量与时间序

列上的连续性。③发挥温室气体清单的衍生功能，需要把改进的温室气体清单、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纳入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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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载体。许

多城市都是通过制定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 或规划和实施

方案) 引领本地区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1 － 4］。然

而，从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看，虽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在国

内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普遍缺

乏建设项目与工程减排潜力评估和技术需求评估的内容。

即便路线图的编制利用了清单编制的结果，很多清单报告

的结果对于部门 ( 行业) 目标的确定不能给予科学支撑，

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低碳发展路线图实施效果。因

此，为了促进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需

要把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低碳技术需求评估的方法与低碳

发展路线图的编制内容和要求协同统一，即改进温室气体

排放清单分析方法，把低碳适用技术评估纳入城市低碳发

展路线图的情景分析和低碳发展潜力评估环节，以提高城

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指导效能，服务于城市低碳发展目标的

实现。

1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的技术要素

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是根据城市市情，结合国家和地

区发展战略，对城市发展转型所制定的低碳战略目标、发

展规划、重点领域( 部门) 行动方案的全景式描述［1 － 2］。如

何建立碳排放核算框架、设定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减控目

标、制定本地区行动方案，以及对减排方案的实施效果进

行监测评估是国内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1 － 5］，然而对于如

何促进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落地”缺乏有效的解决办

法。尤其是对排放清单和低碳发展部门职能不尽对接、

“技术 /项目减排潜力评估缺失”等问题在低碳发展路线

图的编制技术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体来看，城市低

碳发展路线图的编制与实施一般需要从了解城市当前碳

排放现状开始，通过研究城市未来中长期的碳排放情景设

定减碳目标，进而编制重点领域行动方案，评估技术 /项目

减排潜力，提出政策建议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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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对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编制温室气体排放

清单，一是为了清晰了解本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部门 ( 行

业) 状况，为应对气候行动提供基本定量数据支撑，二是有

助于监测评估低碳城市建设进展。从国家层面到省级层

面和城市层面，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主要参考的方法学

中，IPCC 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推荐的参考方法和部门

方法在不同方法学研究中均有所包含［6］，《省级温室气体

清单编 制 指 南》方 法 学［7］ ( 以 下 简 称《省 级 清 单》) 和

《ICLEI 指南》方法学［5，8］是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研

究参考的重要方法; 然而，由于编制模式、编制定位、清单

框架、清单边界和适用范围不同，以上方法学在城市层面

温室气体核算应用中既有适用性，也有局限性［9］。《中国

温室气体清单研究》提出了改造能源平衡表的创新工作方

法［10］，以适应清单编制工作需要; 《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

单核算工具指南》［11］在借鉴《省级清单》基础上，结合城

市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汇的特点，提出了适用于编制城市温

室气体清单的方法。总体上，根据行政管理和温室气体减

排行动需要，编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为制定减排行动目

标、衡量减排行动效果、开展碳排放试点交易提供数据和

量化支撑。

1． 2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分析

碳排放情景分析主要是通过情景描述、参数设定和量

化模型工具进行一定时期内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的估算。其中，情景描述是根据与温室气体排放

相关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等宏观影响因素，设定不同排

放情景，以全面反映所研究客体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可

能的排放情形，通常包括为情景描述提供分析基准点的

常规情景( BAU) 、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 相关参数主

要包括本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产业

结构水平、人口水平、城镇化率和能源结构等宏观经济指

标和政策参数指标，部分模型中还考虑主要工业产品产

量、环境保护、清洁能源、交通和建筑等领域相关物理表

征指标和技术水平指标的参数值; 中国综合政策评价模

型、能源和气候经济学项目技术优化模型、环境影响评价

模型、环境影响评价拓展模型和随机环境影响评估模型、

指数分解模型是情景分析中确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常

用工具［4，12 － 16］。以综合政策评价模型 ( IPAC) 为例，通过

围绕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产业结构水平、人口和城

市化水平设置了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进行

情景描述，通过统筹考虑不同程度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环境减排和重点技术进步情况进行参数量化、

拟合和校正，以描述相关宏观经济变量与温室气体排放

( 主要是二氧化碳) 的时间序列关系，为目标地区整体上

低碳发 展 潜 力 描 述 和 低 碳 发 展 目 标 设 定 提 供 客 观 参

照［12］。

1． 3 设定城市低碳发展目标

在温室气体核算基础上，可通过中长期的碳排放情景

分析和减排潜力评估设定城市低碳发展目标集。城市低

碳发展目标设置有两种类型，一是通过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提出低碳发展的绝对减排目标，如伦敦以 1990 为基准期，

通过《伦敦气候变化行动指南》和《伦敦规划 2011》提出

“至 2025 年比 1990 年标准减排 60%”的总量减排目标; 二

是通过制定城市应对气候变化规划、低碳城市建设行动方

案提出具有经济发展方面碳生产力和福利绩效含义的相

对量减排目标，如我国试点城市大多以 2005 年和 2010 年

为基准期在低碳城市试点方案中提出了具有碳减排物理

效率和经济效率双重含义的相对减排目标———强度目标。

整体上，考虑到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 30% －

70% 的快速增长区间，应结合城市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

放量和碳排放强度有顺序达峰的城市低碳发展演变规

律［17］，在时间序列上遵循国家“2020 年单位 GDP 二氧化

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 至 45%”的强度目标管理原

则，结合低碳城市工作深入开展需要，探索 2020 － 3030 年

总量控制目标管理方法，为城市低碳发展目标确立和政策

制定提供参考。

1． 4 编制重点领域行动方案

从理论研究和全球经验观察看，清晰的部门界定和划

分，为部门 ( 行业 ) 减排方 案 制 定 建 立 了 更 为 科 学 的 依

据［18 － 19］。从加强和提高城市低碳发展管理能力方面看，

低碳城市建设方案中经常有一个城市低碳发展的总目标，

城市减排目标和任务需要落实到能源供应、建筑、交通、农

业、工业、林业、废弃物处理等具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潜力

的国民经济行业和部门。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五部门

排放结构中，能源活动包括了来自工业、交通、建筑和农业

部门( 行业) 产生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加上工业生产

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理等部门( 行

业) ，与全球经验观察保持一致; 然而，编制部门行动方案

需要了解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现有的清单编制方法学

往往不能给予直接的支持。由于城市化模式和发展阶段

不同，使得每个城市的低碳发展重点领域有所不同; 借鉴

其他城市的发展经验和温室气体排放结构，不利于科学识

别城市低碳发展重点领域，进而不能在城市低碳发展过程

中，从盘活存量、优化增量、避免高碳锁定效应［20 － 21］的视

角为部门( 行业) 低碳工作方案制定提供可比性的量化数

据支撑。

1． 5 评估技术 /项目减排潜力

城市低碳发展是一个从局部地区和部门 ( 行业 )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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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探索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业态与经济增长点的过

程，评估低碳技术 /项目减排潜力是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

“规划—实施—评估—改进”的编制方法学中一个重要环

节，也是以能力建设和低碳技术创新驱动城市低碳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2014 － 2020 年) 》

提出了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农业和林业领域的技术大

类及其研发方向。能源供应、建筑、交通、工业、农业、林

业、废弃物处理七大部门通过“无悔行动”在低碳适用技

术应用方面具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部门经济效率

的双重红利效应［19，22 － 23］。关于低碳发展路线图如何落

地，代表性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和区域层面［23 － 25］，一是通

过碳排放强度指标变化情况表征城市技术进步水平和目

标年温室气体减排水平; 二是通过减排情景设置，分析不

同技术条件下( 比如技术进步速度) 减排政策的宏观经济

影响和成本有效的技术需求，制定技术路线图; 三是相对

于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分析技术在节能与减排

中贡献率。整体上，以上研究中基于宏观数据的优化与均

衡效应的检验分析更适用于大型经济体低碳技术发展方

向研究判断，同时也需要围绕减排工程和行动中“新项目、

新技术可能带来多少排放量，有多大减排潜力”问题，评估

低碳适用技术的减排潜力，还要评估拟建项目的排放影

响，这不仅是优化路线图编制的重要内容，很大程度影响

部门低碳发展目标设置的科学性。

1． 6 提出政策建议和保障措施

政策和机制是保障城市低碳发展总体目标和行动方

案得到执行的“总开关”。虽然各国家和地区在推动城市

低碳发展方面尚未有通用的“一揽子政策方案”或模式，

但优化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推广低碳建筑、提倡低碳

交通、推动生活方式低碳化都是国内外城市编制低碳发展

路线图、制定低碳发展政策的基本着力点。国内试点省市

低碳发展政策主要围绕加强规划引领、完善低碳规划实施

体系和配套政策、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产业低碳发展、开

展统计监测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等能力建设工作、推进低

碳消费和低碳生活等方面展开，避免基础设施的高碳锁定

效应并加强适应管理，建设低碳韧性城市［21］。从政策角

度，一是需要在凝聚共识基础上，组织上明确工作程序，范

围上确定地理边界和温室气体类型，设定科学合理的核算

精确度①，做好规划引领; 二是一个高质量的城市低碳发

展路线图要以城市温室气体清单为基础，并能够给出低碳

技术( 项目) 应用建议; 三是建立和完善低碳发展工作目

标问责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构建和完善“政府主导 + 市

场配置 + 企业主体 + 社会协同”的治理格局，靠法制把一

张蓝图绘到底，提高本地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26］。

2 改进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的技术路线

根据上节对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技术要素的总结评

述，对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评估低碳技术需求是

两个最重要环节。城市温室气体清单可作为碳核算工具，

为城市低碳发展决策制定提供量化管理依据，低碳技术的

应用为城市低碳发展“提质增效”提供技术支撑。从低碳

发展路线图的主体要素方面看，清单核算结果如何与部门

减排目标和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对接，尚未见到很好的

案例。试点城市的低碳实施方案基本都没有给出部门的

低碳目标，城市低碳发展规划、部门 ( 行业 ) 行动方案制

定、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作为试点政策主要内容，需要提高

方法上的协同。因此，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对低碳发展

规划的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开发。如何把温室气体清单

和低碳适用技术需求评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如何

识别城市低碳发展重点部门( 行业) 、改进清单分析报告、

评估重点部门( 行业) 技术减排潜力是关键。

2． 1 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的技术要素优化

从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步骤设置上看，温室气体

清单编制是了解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核算工具。然

而当前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结构不能完全适应低碳城市

建设工作开展和提高能力建设需要，主要表现为基于清单

分析的低碳发展重点领域识别与低碳工作开展中低碳发

展部门管理缺乏对接; 另一方面，一个高质量的低碳城市

建设监测评估指标体系②要以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为

基础，并能够给出城市低碳发展能力建设、政策制定和评

价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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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温室气体核算方法有方法 1，方法 2 和方法 3。其中，方法 1 最简便，使用的排放源数据和排放因子包括默认的排放因子( 例如 IPCC

参考值) 、国家或国家平均人均能源消费量、国家或国家居民人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国家甲烷回收量平均水平等。方法 2 中特定国家排放因

子主要是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能够使得温室气体排放源估算结果契合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特点，对城市低碳规划起到科学参考作用。

方法 3 准确度高，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满足统计、监测和考核的需要，也切实满足城市低碳规划和低碳建设的需求。

当前低碳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 在概括建筑、交通、工业等重点部门( 行业) 和城市空间形态低碳发展特征基础上，基于脱钩

理论和不同排放情景分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为城市部门低碳工作开展提供指导借鉴; 在概括分析低碳城市特征基础上，通过主要指标分析

方法和复合指标分析方法，构建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为城市低碳工作开展提供指导借鉴，相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评价工具，在指标的选

取与参数设置上具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



为了把清单结构分析和技术需求评估科学融入低碳

发展路线图编制中，提升路线图的编制质量，需要改进和

优化路线图编制的技术要素，把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核算和

低碳适用技术需求的部门( 行业) 评估纳入城市低碳发展

路线图，理顺技术路线:①从部门( 行业) 细分视角改进温

室气体清单分析报告 ( 五部门转化为七部门) ，与城市低

碳发展部门管理和 IPCC 七大重点减排领域对接。②通过

情景分析设定部门和细分行业低碳发展目标。③在识别

城市低碳发展重点部门( 行业) 基础上，评估重点部门( 行

业) 技术减排潜力和技术需求是优化和提高城市低碳发展

路线图编制的科学性和指导效能的关键，具体请见图 1 所

示。

图 1 优化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的技术路线
Fig． 1 An optimal technical guideline for developing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roadmap

2． 2 根据低碳发展重点领域改进清单报告

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的直接功能是对于各部门的温室

气体排放进行核算，主要是“摸家底”。根据世界资源研

究所的调查，城市编制温室气体清单是出于“上级政府要

求”，而“支持低碳发展规划”是第二大原因［27］。即使有全

面、完善的排放清单分析报告，当前五部门的清单编制结

构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或规划编制的需

要。原因有几个方面:①清单核算中部门排放项细分在活

动水平数据收集与整理环节是完善的，却在核算报告中由

于部门排放项细分不够，被清单报告整体结构湮没，使得

清单虽然能够反映城市排放特征，却与部门职责和分工不

直接对接，降低了清单使用效能，因此，需要畅通清单分析

与指导部门( 行业) 低碳工作开展之间的“一公里”; ②从

消费侧需求管理方面看，清单报告中对能源活动产生的排

放按部门项进行总量核算，使得一次能源结构对能源活动

排放结构影响分析缺失。在划定城市边界情况下，缺乏反

映电力、热力等“范围二”排放的信息，不利于直接排放和

间接排放厘清，模糊了不同类型城市( 生产型城市 /消费性

城市) 减排责任、不同行业( 部门) 减排潜力［28］; ③数据分

析是清单应用的基础，清单使用效能亟待得到提高。比如

需要加强围绕清单报告进行排放结构分析、趋势分析、减

排贡献因素分析和比较分析等。在数据情况较好的情形

下，可开展单个城市的年度分析、时间序列分析; 甚至还可

以进行不同城市的年度比较分析，以及多个城市的面板数

据分析。

因此，改进清单报告，与减排部门分工进行对接，是开

展低碳工作、进行任务分解与考核的必要条件。综合以上

分析，本文结合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城市温室气体排

放清单五部门格式，把间接排放纳入排放总量同时，对清

单结构进行改造: 一是把省级清单中的信息项( 电力和热

力等) 间接排放纳入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 从“省级清

单”到“城市清单”改进) ; 二是对城市温室气体清单中能

源活动的排放量进行细分( 从“城市清单”到基于部门管

理的“七部门清单”构成) ，从而形成与城市低碳发展重点

领域相对接的七部门清单结构: ①能源供应，包括能源工

业、生物质燃料、煤炭开采和油气系统散逸; ②工业，包括

工业生产过程、制造业和建筑业;③建筑，包括民用建筑和

公共建筑;④交通;⑤农业; ⑥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 ⑦废

弃物处理。具体请见图 2 所示。

2． 3 开展重点领域( 部门) 技术需求评估

加强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重要

举措之一。低碳适用技术则是实现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

目标的现实途径，从城市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低碳技术和

项目需求评估的方法学，对培育和完善有产、学、研等微观

主体参与的城市区域创新系统有着积极意义。然而，就不

同城市经济体量和低碳发展条件而言，由于能源资源基

础、产业结构和技术使用效率不同，需要围绕“如何实现低

碳发展的愿景目标”这一问题，在国家( 区域) 层面和城市

层面的低碳适用技术研究中，区分开国家 ( 区域) 层面基

础技术、通用技术需求和个体城市层面专用技术需求，联

系具体城市低碳发展重点部门 ( 行业) 技改需求，与部门

( 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减排情景分析衔接，为城市低

碳发展路线图制定、执行和优化提供技术支撑。

在城市层面，首先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根据

改进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分析温室气体排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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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低碳发展重点领域和清单结构的改进
Fig． 2 Key areas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s of inventory structure

综合考虑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和发展目标，确定城市低

碳发展的重点领域; 其次，从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

出发，通过情景分析，结合清单分析，研究未来主导产业发

展趋势，从产业链分工高端化角度，分析和确定城市未来

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方向，了解城市在能源供应、交通、建
筑、工业、农业、林业、废弃物处理等 7 大领域的低碳发展

现状和先进的低碳适用技术需求方向; 然后，采用“自下而

上”的研究思路，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一线企业、行业专家对

一定时期内特定节能低碳适用技术的发展意见，通过与行

业相关专家和重点企业技术主管座谈，了解需求反馈，明

确低碳适用技术需求内容及发展重点，完成城市中长期低

碳适用技术及项目需求评估，初步形成一个包含技术物理

参数和经济参数的低碳适用技术及项目需求列表; 最后，

组织行业技术专家和投资分析专家对低碳适用技术进行

会商与甄别，形成一个按重点部门( 行业) 、排放源分类的

城市低碳适用技术及项目需求序列，结合技术需求列表中

的产能参数、节能减排效力参数和成本项参数，对本地区

部门和行业亟需的优先项技术、重大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

项目进行经济效益和减排效率分析，为技术引进、推广、应
用工作部署提供支持。

3 结论与建议

可量化、可核证以及标准化是科学深入推进低碳城市

建设的基本要求，需要以温室气体清单为支撑。为此，本

文根据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编制要求，改进清单工具的报

表形式，并与重点领域低碳技术需求评估结合起来，建立

了“三位一体”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的研究框架。同时考

虑到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温室气体和主要污染物减控”

治理的双重性阶段特征，该分析框架的建立也有助于为大

气污染源国家法规排放清单编制方法学和减排技术评估

方法学统一规范提供研究借鉴。在未来的实践工作中，还

需做好以下工作:

( 1) 改进清单工具分析质量，为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

制定和低碳发展决策服务。通过清单编制，科学、系统地

分析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分布和部门分布，是温室气

体清单最核心的直接功能。因此，从方法上，如果只是根

据能源平衡表改造对接清单编制工作，很多行业的信息会

缺失，看不出清单报告中部门的减碳潜力。应根据活动水

平数据需求导向，探索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

法，从生产侧和消费侧出发，基于分部门、分能源品种的能

源消费统计数据编制能源平衡表，形成清单导向的长效工

作机制，围绕碳排放效率配置加强碳排放预算管理。
( 2) 发挥温室气体清单为规划、考核和决策服务的衍

生功能，需要提升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质量与时间序列上的

连续性，统筹考虑排放总量、排放增长速度和减排空间、部
门( 行业) 经济发展等因素，识别温室气体关键排放源，与

国家目标对接，细化部门目标，结合清单时序分析功能，推

动形成科学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考核制度，协同考虑大气

污染源国家法规排放清单和减排支撑技术。推动城市低

碳发展路线图编制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核算”到“减排

目标设定”、“低碳减排重点领域识别”和“部门( 行业) 适

用技术支撑”基本方法程式化，结合城市主体功能分区和

区域联防联控中需求管理差异性，根据城市比较优势和发

展特色制定低碳发展路线图。

( 3) 发挥温室气体清单的衍生功能，需要与路线图研

究( 包括低碳技术 /项目需求评估) 整体考虑。基于技术

的减排量评估是推动城市低碳发展路线图动态管理基本

依据，通过对试点城市低碳适用技术减排效率测度可以看

出，试点城市低碳发展效率与其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排
放构成、产业发展等关系密切，因此，技术需求评估要能估

算预开工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产生的碳排放、减排项目

( 工程) 可减少碳排放量，这些信息对于既定蓝图架构下

路线图的“检查”、“再优化”等决策非常重要。
( 编辑: 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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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ng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Ｒoadmap:

Technical Elements and Ｒecommendation

ZHUANG Gui-yang1 ZHOU Zhen-ge2

( 1． Institute for Urban ＆ Environmental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China;

2． The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of formulating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blueprint i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o systematically control of

GHGs emissions and build low-carbon cities．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roadmap is a‘panoramic’description of the low-carbon

strategic objectives，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key sector ( industry) initiatives considering the city-state and the national and local

strategic targets with specific planning technical to achieve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objectives． Generally，six major steps will be

needed to formulate low-carbon roadmap as following: accounting the GHGs emission，analyzing the future emission scenarios，sett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targets，developing action plans for key sectors，assessing mitigation potential of low-carbon technologies or

projects，and proposing measures for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according to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low-carbon city roadmap

development and the sector management requirements，this paper establishes a‘seven sector’analytical structure of GHGs inventory to

link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of city departments and IPCC key potential mitigation areas，integrate the applicable sector ( industry)

low-carbon technology assessment． Furthermore，for better integrating the two methods into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roadmap，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① To strengthen the core function of GHGs emission inventory，accounting quality

should be improved，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temporal and sectoral distribution of GHGs emission should be enhanced

so as to serve the low-carbon city development roadmap and decision-making． ② To reinforce the derivative function of GHGs inventory

and serve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planning，assessment and decision，quality and continuity of GHGs inventory should be

improved． ③ To develop the derivative function of the GHGs inventory，improved GHGs inventory and low-carbon technology

practicability assessment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the low-carbon roadmap development．

Key words GHGs inventory; low-carbon development roadmap; low-carbon technology needs assessment; city

·22·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年 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