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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哥本哈根 
译者按：2009 年 12 月 6 日，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科学学院Grantham气候变化

与环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联合发布了题为《在哥本哈根达

成全球气候协议的行动和雄心》（Action and Ambition for a Global Deal in 

Copenhagen）的报告，对世界各国最新的减排目标和谈判立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

明：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与将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 2℃以内的所需减排

水平之间的差距只有 2 Gt CO2e。报告预测，为了将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不超过

2℃的可能性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即 50%的概率），到 2020 年，全球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不能超过 44 Gt CO2e；而按照各国最新提出的减排目标推算，2020 年全球的排

放量为 46 Gt CO2e。报告认为，通过采取必要行动，世界各国可能在哥本哈根大会

谈判期间消除最后的差距。 

世界各国最新减排承诺目标与行动分析 

1  对气候负责的排放轨迹 
对气候负责的排放轨迹是指将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不超过 2℃的可能性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的排放轨迹，并且不用承担过多的成本和风险。伦敦经济与政治科

学学院 Grantham 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探索了一系列的排放轨迹及其经济影响，其

研究结论与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给出的范围一致。由于随着时间推移累积的排放

量对 终的温升幅度的影响 大，因此，及早采取行动就意味着在未来可以更经济

有效地将排放量削减至较低水平。 

分析显示，从成本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到 2020 年，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不能超过 44 Gt CO2e，这代表了一个合理的“对气候负责的”排放目标。更低的排

放水平也符合 2℃的标准，但是需要在未来 10 年里采取更强有力的减排行动。较高

的排放水平也可以实现相同的气候变化结果，但是需要在 2020 年后采取更激烈的行

动，但是其成本将会更高并且可能不具备可行性。按照当前的排放轨迹，到 2010 年，

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达到 47 Gt CO2e，如果不是经济放缓的话，可能会接近 50 

Gt CO2e。 

2  发达国家的减排提案 
有些国家的减排提案尚未作为国家承诺或者行动计划正式确立，其他国家的减

排提案也需要满足特定条件，例如国际协议。直接量化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往往比较

简单，因为它们与固定的历史排放水平有关。表 1 和表 2 使用的排放量数据不包括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产生的排放量。2005 年《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数据显示，附件 I 国家的净碳汇大约为 1.8 Gt，这将



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但是，考虑到尚未确定处理 LULUCF 排放量的国际规则，因此，

本项研究忽略 LULUCF 对减排的潜在贡献。此外，表中的计算结果不包括用前一个

承诺期剩余的碳额度来实现 新减排目标的可能性，因为这将增加 2020 年的排放量。 

表 1  附件 I 国家—发达国家减排提案 

国家 减排提案 2020 年排放量 

美国 到 2020 年在 2005 年水平上减少 17%，到 2050 年在

2005 年水平上减少 83%。之前的立法草案规定到 2020

年另外购买 0.7Gt 的林业信贷，并为技术与适应提供

30 亿美元资金。目前的排放量在 1990 年水平上增加

了 15%。 

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3%

为减少森林砍伐提供支

持？ 

欧盟 到 2020 年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20%，并且表示如果

其他发达国家也实施相同的减排目标的话，减排幅度

将达到 30%。愿意为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提供公共

资金。目前的排放量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了 12.5%。

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20%~30% 

为其他国家的减缓行动

提供公共资金 

日本 承诺到 2020 年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25% 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25% 

俄罗斯 承诺到 2020 年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25%，2007 年排

放量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了 36% 

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25% 

加拿大 承诺到 2020 年在 2006 年水平上减少 20% 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3%

澳大利亚 承诺到 2020 年在 2000 年水平上减少 5%~25% 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

15%~33% 

表 2  2020 年发达国家的减排情况（单位：Gt CO2e） 

国家 较低的排放意愿 2020 年排放量 较高的排放意愿 2020 年排放量

美国 在 2005 年水平上

减少 17% 

5.9 在 2005 年水平上减

少 17% 

5.9 

欧盟 在 1990 年水平上

减少 20% 

4.5 在 1990 年水平上减

少 30% 

3.9 

日本 在 1990 年水平上

减少 25% 

1.0 在 1990 年水平上减

少 25% 

1.0 

其他发达国家  5.1  5.0 

合计  16.3  15.7 

因此，目前的减排提案将使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在 2020 年达到 16 Gt CO2e，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约 16%。现在还无法确定这些承诺是否足以使全球的排放量在

2020 年达到 44 Gt CO2e，除非与发展中国家的行动相结合。不过，这些减排提案是

否代表了公平地承担减缓行动还有待继续开放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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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非附件 I 国家—发展中国家减排目标和行动 

国家 减排目标和行动 2020 年排放量 

中国 “十一五”计划宣布的能源强度目标以及 2020 年的

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目标将使排放量在常规商业情景

下减少 10%。 近，承诺到 2020 年使单位 GDP 排

放量在 2005 年水平上减少 40%~45%。 

碳强度目标和现有的国内政

策将使 2020 年排放量在常规

商业情景下减少 10% 

印度 “十一五”计划及相关的国内政策将使排放量在常

规商业情景下减少 7%。 近，宣布到 2020 年使单

位 GDP 排放量在 2005 年水平上减少 20%~25%。 

碳强度目标和现有的国内政

策将使 2020 年排放量在常规

商业情景下减少 7% 

巴西 在外部资金的支持下，使 2020 年排放量在常规商业

情景下减少 36%~39%。之前宣布的《国家行动计划》

承诺将使 2020 年排放量在常规商业情景下减少

25%。 

通过外部的资金支持将使

2020 年排放量在常规商业情

景下减少 36%~39% 

印 度 尼

西亚 

单方面承诺到 2020 年印度尼西亚将降低 26%的气

体排放量，如果发达国家向印尼提供财政援助,印尼

将减排 41%。26%的目标可以通过减少森林砍伐得

以实现。 

单方面减排将使 2020 年排放

量在常规商业情景下减少

26%，在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

下，将使 2020 年排放量在常

规商业情景下减少 41% 

韩国 单方面承诺将使排放量在常规商业情景下减少

30%，即在 2005 年水平上减少 4%。 

2020 年排放量在常规商业情

景下减少 30% 

南非 现有的政策将使排放量在常规商业情景下减少

10%。 

2020 年排放量在常规商业情

景下减少 10% 

墨西哥 《国家行动计划》所涉及的政策将使 2020 年排放量

在常规商业情景下减少 5%。到 2050 年减少 50%的

整体战略意味着 2020 年排放量必须在常规商业情

景下减少 20%。 

2020 年排放量在常规商业情

景下减少 5%，但是要实现长

期目标还需要更坚定的决心 

3  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和行动 
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同，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提案尚未作为国家承诺或者行

动计划正式确立，其他一些减排提案依赖于满足特定条件。这对于巴西和印度尼西

亚尤其如此，这两国宣布的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都取决于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这

凸显了发达国家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减缓与适应行动提供大量资金援助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减排目标为量化减排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减排目标通常

是与常规商业情景（BAU）有关，因此，能够实现的减排量也取决于常规商业情景

所假设的发展路径。强劲的经济增长、能源强度或者 LULUCF 源都可以导致较高的

常规商业情景预测值，从而影响排放量的预测值。 

在分析过程中，减排量的量化是假定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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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较高的减排目标，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而不是通过碳市场抵销（这将计入发

达国家所实现的减排目标）以避免双重计算。表 4 只考虑了印度和中国的国内政策

目标，并假设其他发展中国家遵循常规商业情景的排放轨迹。 

表 4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及其预期减排量（单位：Gt CO2e） 

国家 现有政策 2020年的减排量 2020 年的排放量

到 2010 年能源强度目标减少 20% 0.5  

到 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

重达到 15% 

0.5  

到 2020 年核能装机容量达 75 GW 0.3  

中国 

合计  11.2 

到 2020 年太阳能装机容量达 20 GW 0.03  

到 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发电总量

的比例达 15% 

0.07  

到 2017 年新增森林覆盖面积 600 万公顷 0.07  

印度 

合计 3.6 

其他发展中国家 16.7 

国际航空与海运 1.3 

总计 32.8 

碳强度目标也为给量化减排量带来新的挑战。经济增长率是常规商业情景的一 

个关键因素，直接影响着由碳强度目标指代的总排放量。分析假设中国经济持续强

劲增长，增长率超过 8%，但是现有的国内政策（到 2010 年的能源强度目标和 2020

年的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目标）将使排放量显著低于常规商业情景的排放轨迹。分析

显示，这将使排放量小于由能源强度目标指代的排放量。但是，中国不会放弃或者

放松现有的国内政策和目标。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呈现出强劲势头（即每年小

于 6.5%），那么排放强度目标将开始进一步减少排放量；如果经济增长明显强于假

设水平，那么将会导致排放量的增加。这些同样也适用于印度的排放强度目标。 

如果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减排目标和行动能够得到发达国家的全力支持，将使

它们实现其减排目标的高限水平，从而使表4中其他发展中国家2020年的排放量减少

至14.1 Gt CO2e（再减少2.6 Gt CO2e），则发展中国家2020年的排放总量将为28.9 Gt CO2e。 

4  各国减排承诺对全球排放量的影响 
所有的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都表示愿意采取重大行动以减少常规商业情景下的

排放量，而具体的减排目标反映了各国国情的不同。表 5 显示，在较高的排放意愿

下，2020 年全球的排放量将不到 46 Gt CO2e。这一数字取自发达国家减排承诺的高

线，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充足的国际资金支持情况下所能实现的减排量的高线。这相

对于到 2020 年全球排放量达到 44 Gt CO2e的差距只有 2 Gt CO2e（或者 1~5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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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因此，如果实施现有的减排承诺，可以实现全球所需减排量的 80%左右。

然而，这些估计都依赖于各国提出的减排条件得以兑现的前提下，特别是发达国家

为发展中国家的减缓与适应行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援助。 

图 5  较高排放意愿下的 2020 年排放量（单位：Gt CO2e） 

 较高排放意愿下的 2020 年排放量 

发达国家 15.7 

发展中国家 28.9 

国际航空和海运 1.3 

全球 46 

差额 2 

5  弥补差距 
弥补这些余下的缺口的方法有很多，这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在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谈判期间得以解决。主要的选择包括：①发达国家增进减排 

意愿；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主要的排放大国需要进一步推出更积极的国内减排目 

标，将其作为全球协议的一部分，并说明如何利用国际援助进行减排；③进一步减

少森林砍伐和其他来源的排放量；④将国际航空和海运的排放量纳入考虑，以进一

步减少排放量。 

6  结论 
分析显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减排目标和行动计划可以实现全球排

放量在 2020 年接近 44 Gt CO2e的目标，这与将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控制在 2℃

以内的排放轨迹一致。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提供资金援

助。结果显示，采取一致行动将使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圆满协议成为可能。 

世界各国已在达成全球减排协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认识

到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行动。现在，人类社会必须共同努力，以巩固和增强现有的

减排决心，并将其转化成坚实的行动和承诺，以弥补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与将全球

平均温度上升的幅度控制在 2℃以内的所需减排水平之间的差距。世界各地的人民

和政治家将决定人类社会是否可以建立和维持国际愿景、承诺与合作，这将使人类

抓住这一历史性的特别机会，迎接地球行星面临危险的挑战。 
（曾静静 编译） 

原文题目：Action and ambition for a global deal in Copenhagen 
来源：http://www2.lse.ac.uk/granthamInstitute/pdf/sternDecember2009.pdf 

检索日期：2009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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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译者按：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态度一直比较积极，重视发展低碳能源技术。

近期，欧盟发布了战略能源技术计划（SET-Plan）的技术路线图及低碳技术开发的

投资，对风能、太阳能、电网、生物能、碳捕获与封存（CCS）、可持续核能及智

能城市等优先领域的技术开发、部署、研究、实施、投资、取得的主要成果等进行

了详细的规划。本文整理介绍了欧盟低碳技术路线图。 

欧盟低碳能源技术开发投资路线图 

1  前沿 
要在欧洲实现能源和气候政策目标，就必须开发并部署多种低碳能源技术的组

合。这是欧盟《欧洲能源政策》（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的主要结论。但是，

根据《第二版能源政策评估报告》（2nd Strategic European Energy Review），欧盟

将继续依赖传统能源技术，除非对能源体系的态度与投资优先领域有一个根本性的

转变。欧盟已经签署了《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计划》（European Strategic Energy 
Technology Plan ，SET-Plan），以便利用该计划作为载体，通过利用欧洲现有研发

活动与成就来加速开发并大规模部署低碳技术。《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已经开

始执行，目前的工作是建立大规模的欧洲工业技术计划（European Industrial 
Initiatives，EIIs），使工业、研究团体、各个国家与委员会联合起来，快速发展关

键的能源技术。主要的优先技术有6个，即风能、太阳能、电网、生物能、碳捕获与

封存（CCS）、可持续核能。城市能源效率的进一步研究计划目前正在提议，未来

还将提出其他发展计划。同时，欧洲能源研究联盟（European Energy Research Alliance， 

EERA）从2008年开始工作，并将欧洲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建立了欧洲范围内的联合

计划框架。 
2  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规划中的低碳能源技术路线图 

提出的7个路线图，围绕欧洲能源体系，构建了到2020年时转型为低碳经济的愿

景。这些路线图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以提高技术成熟水平为目的，以使这些技

术能在规划期至2050年期间达到较大的市场份额。主要的部门目标是： 
——到2020年时，风能技术产能的电力达到欧盟电力的20%； 
——到2020年时，太阳能技术产生的电力达到欧盟电力的15%；如果沙漠产业

行动计划（DESERTEC ）1的愿景能够达到，太阳能的贡献将会更高，特别是从长

远来看。 
——到2020年时，以无缝对接方式与智能原则，将35%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并入

欧洲电网，有效满足供给与需求。 
——到2020年时，欧洲能源结构中至少有14%来源于有成本竞争力的、可持续

                                                        
1 沙漠产业计划是指在中东与北非国家（MENA）大规模部署太阳能技术，主要是太阳能聚热发电技术，并将

电力输出到欧洲。 

 6



的生物能源。 
——到2020—2025年时，在碳定价环境下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具有成本

竞争力。 
——在未来10年，现有核技术将继续为欧盟提供大约30%的电力。到2020年时，

第一个第四代核反应堆原型将开始运行，到2040年时允许商业部署。 
——到2020年时，25~30个欧洲城市将率先过渡为低碳经济。 
应该注意的是，研究经费支出与从研究中得到成果价值之间没有直接的量化关

系。但是，作为部署任何具有成本竞争力技术的先决条件，每个路线图提出的技术

目标是使每个低碳技术完全具有成本竞争力、更加有效、以一定的规模在市场中推

出的关键。对于这些技术领域来讲，具体的研究、开发、示范、市场推广活动是

大限度地提高工业和社会回报的重要步骤。这些活动将在未来10年中被实施，这些

活动可以分为三大类： 
（1）研发计划。包括：①基础与应用研究。这指的是在研究中心、大学、私营

部门机构中开展的概念与应用研究。②小规模实验计划。主要由新技术 初的小规

模实验、研究实验室中的开发等组成。此类工作的成果是要证明技术的可行性并评

估子系统与部件的可操做性。③对原料、部件等设备的测试。 
（2）示范计划。这包括对技术的实际测试与大规模部署。 
（3）市场推广措施。这代表着产品从示范阶段向 初市场的成功转化。 
从本质上来讲，路线图是要求欧洲进行前所未有的研究、开发与部署计划，这

些技术包括： 
——有力的原材料、部件设计、开发与实验场所计划；能源资源分布图、规划

开发、优化能源管理工具、打破竞争力瓶颈、促进新一代能源技术开发。 
——支持研究基础设施，这包括技术部件、核燃料制造的实验设备等。 
——综合示范计划包括所有技术的示范、为技术从研究向市场部署的转化搭建

桥梁并促进转化。 
——一些关键概念上可行性示范与经验的积累等市场推广措施将成为未来能源

系统的基础，如可容纳不同电量的虚拟电厂、城市的大规模光电系统及其他能源效

率措施。 
预计这一欧洲低碳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示范技术计划要求未来10年中投入

的资金大约在585~715亿欧元。这些资金共同分配在欧洲工业计划（European 
Industrial Initiatives，EIIs）与智能城市计划（Smart Cities Initiative）中。如表1所示。 
3  技术路线图 
3.1  风能 

欧洲工业计划的风能目标是提高风能的竞争力、促进近海资源与深层水潜力的

开发、促进风能电网的合并、到2020年时，使风能发电占欧洲电力消费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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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ET-Plan欧洲工业计划与智能城市计划投资 

欧洲工业计划 总计（亿欧元） 

风能 60 

太阳能（包括光伏与聚热发电） 160 

生物能 90 

碳捕获与封存（CCS） 105~165 

电网 20 

可持续核能 50~100 

智能城市 100~120 

总计 585~715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欧洲工业计划提议：要通过协作措施活动与空间规划工具

的开发，绘制更加准确的风能资源地图并开发欧洲风能潜力，包括友好与复杂的环

境；建成5~10个新涡轮体系的实验设备；完成10个下一代涡轮机的示范项目，包括

10~20兆瓦（MW）的涡轮机原型；至少4个在不同环境下测试的新海岸结构原型；

新制造业过程的示范；对位于偏远、气候不友好环境下的新的物流战略与架设技术

可行性的示范；在工业规模范围内进行示范，像管理虚拟电厂一样用电网合并技术

管理风能电场。未来10年在风能方面的投资将达到60亿欧元。 
3.2  太阳能 

欧洲工业计划中的太阳能技术包括太阳能光伏（PV）与太阳能聚热发电技术

（CSP）。太阳能光伏的目标是提高技术的竞争力，并促使该技术大规模渗透到城

市区域与绿色领域，同时将其并入到电网中。这些措施将使得太阳能光伏成为一个

具有竞争力与可持续的能源技术，到2020年时占欧洲电力需求的12%。对于太阳能

聚热发电技术来讲，到2020年时，要达到欧洲电力供给的3%，如果沙漠产业计划愿

景实现，在2030年时供给至少达到10%。 
为了达到光伏能源目标，需要大幅度减少成本、提高设备的效率，同时，为大

规模部署光伏技术而进行创新技术示范，并将光伏产生的电力并入欧洲电网。欧洲

工业计划提议，研发计划的重点是：提高绩效并延长光伏系统与部件的寿命、电网 
接口的关键技术（如变极器与存储装置）等；大规模生产的先进、自动、高产出生

产过程的实验工厂达到5个；光伏发电示范项目投资组合分散布置并安置于城市社

区，如以综合的观念及集中的方式建设50~100兆瓦（MW）的电站。 
为了实现具有良好技术与环境绩效、低成本的大规模、可持续部署的先进太阳

能聚热发电工程目标，要求提高系统的效率、通过良好的存储设备与混合电力供应

来提高电力的实效，并通过开发新的热量循环与冷却系统减少水的消费。预计未来

10年中，太阳能计划的投资将达到160亿欧元，其中太阳能光伏与太阳能聚热发电分

别为90亿欧元与7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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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电网 
欧洲工业计划电网的目标是：至2020年时，能够从分散的或集中的可再生资源 

中传送与分配35%的电力，至2050年时，完全达到电力生产的脱碳；将更多的国家

网络整合成真正基于市场的泛欧洲网络，保证将高质量的电力输送给所有的消费者，

并使这些消费者积极参与到能源效率中去；在电气化交通方面，期望有新的发展。 
作为响应，欧洲工业计划提出了强烈的综合研发与示范计划来确定并实施 适当的

输电网架构。研究部分不仅集中在开发新的技术来提高网络的适应性与安全性并减

轻未来的资金与操作支出方面，也集中在为创新的泛欧洲电网架构的设计与测试而

开发新的必需模块与规划工具方面。与此同时，包括各种地理区域、社会及经济条

件的20个大规模示范项目在进行市场推广之前，要在各个部门对解决方法进行验证，

验证范围包括家庭能源效率、智能电表、可变能源资源的系统综合以及整个网络的

自动化与控制。预计未来10年，欧洲工业计划中电网计划的支出为20亿欧元。 
3.4  生物能 

欧洲工业计划中生物能的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时欧洲能源结构中至少有14%的

生物能，同时要保证生物燃料与生物液体节省60%的温室气体排放。欧洲工业计划

建议按照技术的成熟水平，对不同的生物能途径开展雄心勃勃的示范计划，包括实

验工场、商业化前的示范或者完全工业化。要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并运行30个此类工

厂，在布设工厂时完全考虑不同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以及物流限制。长期的研究计划

将支持2020年时生物能工业的发展。预计未来10年生物能源的投资大约为90亿欧元。 
3.5  碳捕获与封存 

碳捕获与封存（CCS）的目标是在经济环境下，通过排放交易计划，CCS技术

的商业化培育，特别是，到2020年或者稍后的时间内，促使CCS技术在燃煤发电厂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部署，更进一步的发展要考虑这些技术在所有碳密集型工业部门

中的应用。目前，CCS技术上的大多数环节（包括CO2捕获、运输、地下存储）已经

开始了商业化，尽管这些应用对于发电行业或者其他碳密集型工业的要求来讲规模

还很小。此外，CCS技术昂贵，这些技术的应用会大大降低发电厂或者其他工业过

程的整体效率，并且还要考虑CO2地下存储的长期安全性。大规模部署的先决条件

是对现有CCS技术及其经济可行性进行示范。同时，要对整个CCS技术链如何降低

成本、提高效率进行全面研究，特别是捕获过程、碳密集型工业部门中应用这些技

术时的优化。 
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应，不同示范项目的组合需要在未来5年内修建，以便检测

现有CCS技术及其整体运行，对这些技术长期运行的有效性与可靠性进行示范。这

些示范项目应该在欧盟范围内联网，以提高知识共享的水平并促进共同活动。研究

计划应该通过提高CCS技术各部件、集成系统、促使2020年时CCS商业可行性过程

等方面的研究，来提高效率、加强CCS的竞争成本。同时也要对CCS的部署阶段进

行筹备，包括CO2运输与存储设备的准备。CCS技术计划未来10年的投资大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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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65亿欧元，实际投入要根据示范工厂的建设情况来定。 
3.6  核裂变 

在核能方面，欧洲工业计划的重点是第四代核反应堆。欧洲工业计划中包含两

种反应堆概念：并入电网的纳冷快速反应堆原型（SFR）、不并入电网的替代快中

子设计的铅冷或气冷反应堆（LFR与GFR）示范。此外计划将设计并建设试用燃料

制作车间，为2020年开始运行的示范工厂、先进反应堆设计与建设计划的必要支撑

研究设备生产燃料。从2020年起，原型的运作与反应堆的示范将要求经济方面的收

益，加上更深入的研发，要促使从2040年起开始商业化部署。同时，交叉研究计划

的协助将在核反应堆的安全、绩效、生命周期管理、废物处理、服务于未来第四代

核反应堆开发的放射性保护、目前为欧洲提供30%电力的核电站的安全与有竞争力的

运行等各个方面起到引导作用。未来10年核电方面的投资预计在50~100亿欧元。 
3.7  能源效率——智能城市计划 

智能城市计划（Smart Cities Initiative）的目标是：在欧盟能源超出预期水平及

气候变化政策下，提高大城市的能源效率并部署可再生能源。这一计划将支持城市

及区域采取雄心勃勃与开创性的措施，通过可持续的能源利用与能源生产，实现到

202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这就要求有系统的方法与组织的创新，包括能源

效率、低碳技术、供给的智能管理。特别是在计划中要有一些针对建筑物、地方能

源网络与交通的措施。这一计划建立在现有欧盟与国家政策、措施的基础之上，并

参照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规划的工业计划，特备是工业计划的太阳能与电网计划。这

一计划也依赖于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及建筑物与绿色轿车公私伙伴关系计划等。为了

达到上述目标，智能城市计划提出了对建筑物、能源网络（供热与冷却、电力）、

交通等发展、部署与测试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来检测并验证现实情况下的先进能源

效率、低碳技术、计划战略等。这包括在未来10年中测试与评估不同气候状况下的

200个零能源建筑，并采取不同战略对现有建筑物翻新；10个城市智能电网的发展与

部署计划；对大量部署的低碳交通与替代燃料电车建立开发与测试计划；同时，示

范计划将集中于大规模部署城市的可再生能源供热与冷却及节能建筑方面。预计未

来10年该计划的投资将达到100~120亿欧元。 
欧洲工业计划路线图优先技术开发的关键性事件如图1所示。 

4  下一步工作 
路线图构成了未来10年《欧洲战略能源计划》实施的主计划。下一步的工作是

产生每个技术计划更加详细的实施规划。特别是，每个计划的活动需要更进一步的

精确并根据每个活动执行的范围来区分优先次序；对各个资源承诺的时间要与资金

的优先事项及到位情况保持一致；关键绩效指标需要进一步阐述；已经确定的项目

要迅速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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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欧盟低碳能源技术开发路线图关键性事件 

（王勤花  编译） 
原文题目：On Inve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echnologies(SET-Plan)— 

A Technology Roadmap 
来源：http://ec.europa.eu/energy/technology/set_plan/set_plan_en.htm 

检索日期：200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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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讯 

科学家认为全球氮循环的变化不应被忽视 

 在全球范围内，人类活动，特别是化肥的使用，已经使得土地中活性氮的数量

增长了一倍多。这种氮循环的大规模改变影响了气候、粮食和能源安全、人类与生

态系统的健康。人类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变化的长期影响，到目前为止在国际环

境评估中，人类对氮循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研究人员认为，氮和气候的相互作用还没有充分包含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的评估进程中，现在迫切需要评估氮管理对气候减缓的可能性，同时提高粮食

安全，减少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个国际协调的全球氮评估，关于

氮和气候的特别报告自然是第一步。 
氮循环比其他任何元素的循环都要变化的快。此外，活性氮的影响不仅限于一

个单一的媒介。活性氮的分子有许多形式——氨、氮氧化物、硝酸、硝酸盐和有机

氮——并可能造成许多环境、健康和社会影响，包括促进底层大气产生较高浓度的

臭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全球、地区和国家的项目已经确定和应对沿海地区

的富营养化问题，但是这些项目是分散和零碎的，没有对现有信息工具和机制进行

概述。 
人类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氮循环的复杂性，但并不知道氮循环所有的影响。同时，

影响氮循环的政策往往在其影响范围内是孤立的，部分原因是制定政策部门的责任

仅仅局限于某些领域（例如，空气、农业等）。此外，科学界对氮循环变化的多重影

响和反馈及对其他物质循环还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解。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综合的全球

氮评估，这将为决策者提供工具的发展，从而来理解他们决定的多重影响。 
国际氮计划（INI）团队认为理解氮循环和碳循环的复杂性，为气候减缓确定氮

管理的优势，并调查要克服的成本和障碍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评估需要区分发达

地区和发展中地区，发达地区已经有过量氮，而在发展中地区氮管理有助于提高食

品安全。改进的氮管理将有助于限制化肥的使用，提高其效率和增加土壤的碳吸收，

减少N2O的排放，同时限制对其他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不考虑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中碳循环和氮循环之间的联系，

将不可能理解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馈作用。在有较多CO2的温暖环境中，森林、土

壤和沉积物等生态系统是吸收碳还是损失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生态系统中的

氮循环。 
（张 波 编译） 

原文题目：Scientists at Climate Talks Say Major Changes to the Nitrogen Cycle cannot be Ignored 
来源：http://www.igbp.kva.se/page.php?pid=506 

检索日期：2009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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