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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择以低碳为切入点，详细介绍国内外涉及低碳的理念、外延、内涵、先进低碳技术等问题
。
本书首先对全国以及10个代表省份未来10年伴随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进行分析与展望；之后，针对低
碳相关的8个热点专题分别展开详细讨论，包括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城市、低碳生活模式、低
碳物流、低碳能源、低碳政策工具以及各国低碳经济发展与政策对比；最后，在附录部分分列了50
条2010年中国能源发展重要事件，并提供了大量我国能源发展领域的相关数据。
本书力求为广大读者从不同方面多角度地对低碳转型的相关问题做出及时、深刻、全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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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伯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Santa
Barbara)。
曾经担任亚洲开发银行(ADB)主任能源经济学家，现任新华都商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还是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能源价格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
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能源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新华社特聘经济分析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观察家以及《金融研究》编委会成员。
目前，其主要研究和教学方向为能源经济学，已编著《现代能源经济学》、《高级能源经济学》、《
能源金融》等多本教科书。
在国内外能源与经济学权威杂志如《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Energy
Eco-nomics等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

　　他每年为大众撰写近百篇有关能源与能源政策的专栏文章。
文章主要刊登在《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证券报》、《中国
日报(英文)》、《科学时报》和新浪财经等财经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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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完善新建建筑供热计量的监管机制。
切实加强新建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验收和销售等环节落实建筑节能标准
和供热计量装置安装的监管，保证新建建筑达到建筑节能标准和分户计量收费的要求。
　　第三，保质保量完成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
要将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与老旧小区环境改造通盘考虑，进行综合改造。
对已完成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的项目要及时组织验收。
发挥国家奖励资金的引导作用，制定地方激励政策，调动供热单位、产权单位、居民个人以及其他投
资主体的积极性，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创新资金投入方式，精心组织实施，保质保量完成《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15号）中规定的1.5亿平方米既有居住
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
　　第四，强化供热单位计量收费实施主体责任。
严格执行《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制定供热单位选型、购置、维护管理供热计量器具的实施
细则。
符合供热计量条件的建筑，供热单位必须实行供热计量收费，并负责供热计量器具的日常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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