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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安瓦尔.乔杜里主席，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应吕海峰秘书长的邀请，参加本次论坛大会并

作简短致辞。

作为世界上聚焦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最重要的盛会

之一，第十七届全球人居环境论坛年会（GFHS 2022）在克

服疫情等各种困难下，今天隆重开幕了。在此，我仅代表中

国能源研究会碳中和产业合作中心对大会的顺利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并借此机会，就《城市低碳发展与“双碳”目

标实现》谈三点粗浅看法，与大家分享交流。

一、城市低碳发展是“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内容

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重要手段，是

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围绕“双碳”目标，城



市的发展必然要更加注重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这是城市

发展的意义所在，也是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体现。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地区，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已经达到

63.9%，将近 65%的人居住在城市，大量能源消耗、商品消耗、

食物消耗的终端用户都在城市，大量的污染排放都产生于城

市，可以说，城市是碳排放最主要的地方，城市也是减排任

务最重的地方。城市能不能实现绿色低碳，决定了我国的“双

碳”目标能不能如期实现，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是“双碳”目

标实现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体现，控

制城市碳排放将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

二、城市低碳发展要有好的思路和愿景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建设

低碳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城市低碳发展

必须以低碳理念重塑城市的经济、市民的生活、政府的管理，

用低碳技术来发展改造城市生产和生活，形成健康、简约、

低碳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实现城市低碳排放，甚至是零

碳排放。

城市低碳发展应以公平正义为导向，以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的需要为目的。绿色低碳、绿色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为



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和更好的幸福感，因此必须采取可持续

发展战略，推广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模式。

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中，应注重各方力量参与，注重人

民群众的感受，注重文脉传承与融合，要与城市居民高度共

情，与时代要求高度共鸣。要持续强化规划引领和统筹推进，

强化数字赋能和绿色低碳，强化民生优先和共建共享，要赓

续人文记忆，创造品质生活，倾心打造经济繁荣，绿色低碳，

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城市，全力塑造颜值与

气质俱佳，魅力与活力齐发的新型城市形象，为世界城市可

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样本”。

三、城市低碳发展的主要措施建议

1、强化绿色低碳规划引领

绿色低碳规划是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首要环节，要

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到规划、建设、管理等各个环节，以绿

色低碳发展为引领，坚持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能源资源节约

和综合利用，合理确定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城市形态、密度、

功能布局和建设方式。

2、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

城市组团式发展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新形态新趋势，有利

于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和空间内优化配置，能更好地发挥城

市综合承载和辐射带动作用。要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城市群建

设，跳出行政区划去审视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定位，最大限



度的减少低水平建设和重复投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的协调发展和共建共享。

3、推广绿色建造方式

绿色建造是按照绿色发展的要求，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

创新，采取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排放、提高效

率、保障品质的建造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程建

造活动。包括工程建造的各个阶段都要全面体现绿色发展理

念。

4、提高建筑节能标准

提升建筑能效．要以完善先进的建筑节能标淮为基础。

要进一步完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标准体系，积极开展零碳

建筑标准、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建筑碳排放核算标准等制修订工作。稳步提升政府投

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标准。

5、全面推广绿色低碳材料

建筑材料行业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也是建筑碳排

放的重要环节。要加大绿色建材产品和关键技术研发投入，

鼓励发展性能优良的预制构件和部品部件。大幅提高城镇建

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推进绿色建材产品标准、认证、标

识推广应用工作，促进绿色建材广泛使用。

6、深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加强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城应用，有效减少化石能源依

赖，推动降低建筑运行过程碳排放水平。

一是推动太阳能建筑应用。坚持宜电则电、宜热则热，

根据太阳能资源条件，建筑利用条件和用能需求，统筹推动

太阳能光伏、光热系统应用。

二是加强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因地制宜推广应用

地热能、空气热能、生物质能。

三是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充分发挥电力清洁、便

利、易获得等优势，建立以电力消费为核心的建筑能源消费

体系。

以上就是我要分享的三点看法。最后想表达的是，中国

能源研究会碳中和产业合作中心作为中国能源领域的高端

智库，将以我们专注、专业、专家以及跨行业、跨领域、跨

地区的独特优势和强大实力，积极参与到全球人居环境的各

项活动中去，与国内外政府、企业、组织、研究机构等携手

合作，共襄盛举！为推动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更美好做出

应有的贡献！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