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

13位ISBN编号：9787111345206

10位ISBN编号：7111345207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德）斯提格　等著，廖华　等译

页数：237

字数：30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探讨和研究什么是能源系统的创新、可持续发展能否通过能源系统的创新得以实现和
如何实现、现有能源系统的创新潜力如何、应当怎样实现能源系统的创新等问题。
本书聚焦于能源、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对能源领域创新的内涵、外延和动力开展了全方位的系统性研
究，对我国能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本书可供能源政策研究和制定人员、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相关专业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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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创新领域，我们又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除了用语规范，我们简要介绍了关于能源的科学讨论的现状，以便提供一个基础——特别是对那些不
熟悉经济讨论的读者。
后面几章的特点即为经济问题，并且在后面几章我们将转向科学讨论的结果，这是行动建议中最为重
要的部分。
第3章介绍的是评估和决策所需的基本规范标准，这些评估和决策往往只是比较含蓄地引入到讨论之
中。
因此，根据这些基本前提，我们可以对可持续性的发展作出非常不同的解释。
有时，其结果是在现在条件下观察到的让人难以理解的争论。
与可持续性的讨论相关的领域内知识基础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人们分析的关键所在。
然而，由于与环境有关的目标（如土地使用，气候变化），以及与能源系统本身有关的目标（如可靠
性，选择的开放性）和资源的可获性（采购安全）都必须加以考虑，因此我们可以制订出非常广泛的
目标，并将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决策。
在第4章中，通过关键可持续性事先指定的范围，我们仔细研究了可持续能源系统的发展目标及其不
足。
我们的出发点是大量的标准，这些标准都是由国际法和宪法，以及与可持续性（尤其是气候保护和采
购安全）相关的法律规定的。
这些标准在评估全球能源系统时都是以一个具体的形式、作为参照基准来发挥作用的。
根据所有相关的预测，可持续性至少是在全球范围内被错过了，这不仅仅是对关键可持续性来说的，
而且是对被报道出来的每一个可持续性概念来说的。
（全球）放松管制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可持续性问题（这并不是反对在这个以前比较垄断的行
业内加强竞争的理由，而只是想表明相应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通过假定的“支撑技术”——分别通过核聚变或核裂变产生能量——来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作出决定性
的贡献在2050年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开发出两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型：“安全实践时间”，是指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路线必须实
现之前可以得到的时间；还有，全球人均连续能耗2000w（2000w的基准）的参考点，是与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可持续能源供应的中等情景$450相匹配的。
IPCC的中等情景是基于合理使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而且无需居民牺牲任何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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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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