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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全面了解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管理经验，厘清环保部门如何在温室气体 减排行动中发挥作用，《
温室气体排放环境监管》从立法、标准、体制、监 测统计报告制度、政策等方面，系统归纳了主要经
济体和国际行业协会的温 室气体排放环境监管体系，总结了减排机制的设计经验，针对不同地区温室
气体排放源特点和经济发展特征，提出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绩效分类监管重 点以及环境监管机制设计
的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如下。
Ⅰ主要经济体采取“避重就轻”方式完成京都减排目标； Ⅱ从国外法律文件看环保部门监管温室气体
的法律依据； Ⅲ在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方面，环保部门发挥了主导作用； Ⅳ对建立我国温室气体环境
监管制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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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8.4.2 英国以能源技术进步推动能源领域减排 英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实现能源部门温
室气体减排的国家。
英国能源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尽管其减排幅度并不大，但是仍然以66.24 Tg CO2当量（1990—2007年）
的减排量位居减排总量的第一位，并为英国温室气体总体减排贡献了47.8％的减排量。
在欧盟国家中，英国较早地完成了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近些年能源领域取得的减排成效，应当
归功于英国现有的能源政策。
 英国的能源政策比较重视能源供给和能源需求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同时加大力度来管理能源部门的
温室气体排放。
在能源供给方面，英国于2002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义务（Renewables Obligation），要求电力供应者以
一个固定的且每年递增的比例，提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电力。
英国签署了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设定了2020年15％能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目标，相当于2008年比
例的7倍，这是欧盟成员国中最雄心勃勃的目标。
 此外，英国政府还为生物质能供热、热电联产、个人分布式发电、水电等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1990—2007年，英国能源工业中公共热电厂能耗温室气体下降了13.28％，减排量最大，为27.47Tg CO2
当量；炼油业总减排量虽不多，但下降最快，达到17.78％。
与2000年相比，由于核能发电份额的下降，英国天然气和煤炭发电量上升，使得固体燃料发电温室气
体排放量增加了26.39％。
因此，可以肯定英国对电力工业的温室气体控制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能源需求和使用方面，英国主要通过能效和节能来进行管理。
在建筑部门实行能源绩效认证（Energy Performance Certificates）、展示能源认证（Display
EnergyCertificates）等，推动建筑设计师、居民采取措施提高建筑的能源使用效率。
 从不同温室气体减排的能源领域政策和措施看，英国二氧化碳总量减排主要是能源结构调整。
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下降最大，主要是由于能源市场化，电力生产由煤、石油到天然气的转化。
在能源部门内部，由于煤炭开采的减少以及煤气分配系统的改进，自1990年以来CH4的排放减少了70
％，占CH4减排总量的40％；工业燃烧和电力生产的N2O排放自1990年以来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而来
自公路交通的N20排放在1999年之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到2000年以后，由于催化剂技术的提高，使得
汽车尾气排放中N2O的含量下降，其排放量才开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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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温室气体排放环境监管》从立法、标准、体制、监测统计报告制度、政策等方面，系统归纳了主要
经济体和国际行业协会的温室气体排放环境监管体系，总结了减排机制的设计经验，针对不同地区温
室气体排放源特点和经济发展特征，提出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绩效分类监管重点以及环境监管机制设
计的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如下。
Ⅰ主要经济体采取“避重就轻”方式完成京都减排目标；Ⅱ从国外法律文件看环保部门监管温室气体
的法律依据；Ⅲ在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方面，环保部门发挥了主导作用；Ⅳ对建立我国温室气体环境监
管制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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