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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低碳城市是以低碳的理念重新塑造城市，城市经济、市民生活、政府管理都以低碳理念和行

为特征，用低碳的思维、低碳的技术来改造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实现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

是零碳排放，形成健康、简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 

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5个低碳省区和8个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全国低碳试点的建

设工作正式开启，截止2021年9月，全国一共开启了三批共87个低碳试点的建设工作。低碳试

点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碳减排、碳消纳以及碳平衡三项内容。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

出&ldquo;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rdquo;。2021年10月24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非化石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2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4.1%，森林蓄积量达到180亿立方米。该意见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实

施城市节能降碳工程，开展建筑、交通、照明、供热等基础设施节能升级改造，推进先进绿

色建筑技术示范应用，推动城市综合能效提升。 

城市地区承载着我国60%的常住人口，碳排放量占总量的70%以上，必然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

中扮演更重要角色。2021年在各地方召开的两会中，基本都将实现&ldquo;碳达峰、碳中

和&rdquo;列为未来的重点工作，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行了相应部署。上海和海南分别

在&ldquo;十四五规划&rdquo;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2025年提前实现碳达峰，

江苏和广东也计划在全国目标之前率先达峰。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低碳城市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十

六章。首先介绍了低碳城市的定义、建设内容及国外低碳城市的建设情况；然后报告深入分

析了中国低碳城市的发展环境及建设进展，并对中国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制造、绿色

能源、碳交易市场和低碳消费细分领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随后，报告介绍了低碳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mdash;&mdash;北京、上海、广州等十二个低碳省级和市级试点的发展情况，并对

低碳城市建设应用的技术&mdash;&mdash;碳捕捉和清洁能源技术发展情况以及相关的项目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最后，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低碳城市建设的投融资情况，并对其未来发展

前景进行了科学的评估。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交通部、产业研

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



富。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低碳城市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低碳城市相关产业，本报

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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