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低碳化生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低碳化生存>>

13位ISBN编号：9787532627615

10位ISBN编号：7532627616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李克欣 著

页数：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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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化生存>>

前言

1957年生，河南南阳人，工学博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低碳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留学生博物馆馆长、上海市政协常委。
1982年初毕业于同济大学，1996年获日本名古屋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城市环境和建筑用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出版《高层建筑设计实例》、《李克欣闲谈建筑用能》等著作。
发表论文50多篇。
获多项政府表彰。
2010年初春的一天，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家著名的环境公司的生日庆典宴会上，听一位日本艺术家表演
单口相声。
话题很有趣：当世界没有货币时。
如果真有一天，所有东西都不要钱了，会发生什么？
当天晚上，这家公司的一批环境专家还在无限畅想，热烈议论。
早期的人类社会，没有氏族等级、富贵贫贱之分，当然也没有“钱”的概念。
那时的地球呈现“绿色”。
后来，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社会。
钱成为商品交换的符号。
为了“有钱”，大量开垦农田。
地球随之变成“黄色”。
再后来，工业革命兴起，西方的价值观横行。
“有钱”成为代表成功的唯一标准。
挣钱促进了科学进步，科学进步推进了资源开发，资源利用带来了环境破坏。
地球越来越趋于“黑色”。
今天，钱已经变成无形。
在计算机键盘上，富人可以更便利地消费无度，地球却越来越不堪重负。
钱是坏东西。
这些小金属片，甚至是破纸片，给人类带来财富的欲望，权力的竞争；追求奢侈虚荣，甚至发生战争
；破坏了环境，使地球患病。
环境问题使人不得安宁，不管是穷人还是富翁。
钱也不完全是坏东西。
如果把现在钱的价值由美国的印钞机转变成由二氧化碳排放量来决定，世界会发生什么呢？
大家还在热烈讨论中。
设想，以二氧化碳为货币形式，起名为“碳元”，单位为“kg”。
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消耗1千瓦时电，则花费1kg碳元；使用1千克汽油，花费2kg碳元；建造1平方米房
子，花费500kg碳元。
1千克大米、1千克蔬菜、1千克牛肉等都可以用碳元计算。
有朝一日，当人类逐步改变以物质占有为荣的西方价值观，树立以低碳消费为荣的未来价值观时，肯
定会积极地节约“碳元”，环境危机就有望得以改善。
地球大量亏空“碳元”。
20世纪的100年，人类消耗煤炭2650亿吨、石油1420亿吨、钢铁380亿吨、铝7.6亿吨、铜4．8亿吨，同
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些天文数字，威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
19世纪，煤炭造就英伦小岛成为日不落帝国；20世纪，石油使得美国自称世界警察。
历史经验表明，谁掌握了能源形式使用权，谁就可能成为世界霸主。
今天，能源形式使用权就是一个字：碳。
如何减碳、低碳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列强的竞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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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引出本书的话题。
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建设低碳城市是人类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一环。
城市，低碳更美好！
为什么要建设低碳城市？
地球“生病”了，资源不多了，城市太脏了。
怎样建设低碳城市？
创新思想观念，改进体制机制，实践低碳生活，开发低碳技术。
本书是一本话题书。
所谓话题书，就是采用闲谈的笔法，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简明扼要地阐述一些思想观点，帮助读者了
解一些学术味道较浓的时髦话题。
书中大部分资料引自中外图书、论文集及互联网，只有少部分是笔者的所思所悟。
笔者采用“剪刀+浆糊”方式进行整理。
但在什么地方剪下，又在什么地方贴上，以及浆糊的浓度大小等，是笔者的原创。
“一知半解就拼命发挥”，是身边人员对本书的评价。
的确如此。
由于一知半解，有新鲜感，于是就拼命地网罗知识，加以诠释，意在表现；由于一知半解，不能精简
，也不敢精简，就怕露出破绽，惹人耻笑，于是就杂乱堆砌，意在遮丑。
童趣的插图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每一张漫画都蕴含低碳城市的愿望。
如果您能静心欣赏，就可能会有所领悟。
本书虽然文风略粗，文字不美，但笔者相信，心底的声音，更可以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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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煤炭造就英伦小岛成为日不落帝国！
20世纪，石油使得美国自称世界警察！
21世纪，谁掌握了能源形式使用权，谁就可能成为霸主！
《低碳化生存：城市更美好》是一本话题书，采用闲谈的笔法，对社会关注的“低碳”热点，简明扼
要地阐述了一些思想观点，以帮助读者了解这一学术味较浓的时髦话题。
《低碳化生存：城市更美好》着重讲解了未来城市的低碳概念、低碳思想、低碳机制、低碳生活、低
碳空间、低碳环境、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低碳能源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深入浅出，所附插图童趣盎
然。
以文解图，以图释文，具有很好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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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克欣，1957年生，河南南阳人，工学博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低碳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留学生博物馆馆长、上海市政协常委。
1982年初毕业于同济大学，1996年获日本名古屋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城市环境和建筑用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出版《高层建筑设计实例》、《李克欣闲谈建筑用能》等著作。
发表论文50多篇。
获多项政府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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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1 城市低碳概念气候变化，天灾降临，环境污染，海面上升⋯⋯一切的一切似乎正在走进电影
《2012》。
真的要靠诺亚方舟来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自身吗?不!要靠低碳城市建设!地球“空调”坏了“伤心流泪
”的冰川一年几遇，百年不遇都是二氧化碳惹的祸地球，人类之“蜗居”城市的进程城市化运动当戴
口罩成为时尚低碳城市城市低碳圆舞曲2 城市低碳思想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人类
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由思想变革而引发的，也都是人类以改变甚至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
今天，东西方文明都开始反思，以环境和学思想代替人类中心主义，让工业文明发展成为生态文明。
低碳，始于观念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思想向东看儒家掌门人孔子走进美国国会道家之道法自然佛家之众
生平等《黄帝内经》的中医思维环境和学在环境和学思想指引下3 城市低碳机制《京都议定书》巴厘
岛路线图哥本哈根会议，世界的发展趋势被锁定为“低碳”。
城市低碳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并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在中国，低碳城市建设更是时下时髦的话题，未来无可限量。
《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会议世界低碳化趋势中国低碳化追求中国低碳化行动城市低碳
化机制城市低碳化案例建筑低碳化机制4 城市低碳生活生活简约，节水节能，养生治未病，谨防碳从
口入，遵行生活之三十六计⋯⋯低碳生活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但说着容易做起来不易，就看我们能否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坚持不懈地保护地球这个人类
共同的家园。
简约是高品味生活简约需要教育生活之三十六计节水是大事情病从口入，碳亦从口人养生之道利于低
碳治未病，健康即是对地球的贡献5 城市低碳空间城市里有了自然风光，有了从地上长出来的建筑，
有了低碳空间的吃、住、行，配以和谐的风土人情，才能称其为美好的低碳城市。
规划出来的低碳城市地上长出来的小城市低碳的田园风光向天空借一片空间低碳空问的吃、住、行
人+自然+和谐=美丽城市6 城市低碳环境小区里、围墙外、马路边、广场中、高楼下、房顶上⋯⋯如
果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披上绿装，能看到自然的花开花落、草长莺飞，有树，有水的流动，有风的通
道，我们的生活才更美好。
环境调和绿色之美满眼春用尽城市每一寸土地和空间来绿化环境把水泥森林藏匿在真正的森林中城市
有了水，便有了灵性观气候之脸色，疏城市之风道7 城市低碳交通如果城市里的人行道是林阴小道，
如果城市里的自行车道是专用道，如果城市里有更多的公交快速道，如果乘坐轨交能够更体面、更舒
适⋯⋯我们还会开车上班吗?我骑自行车你乘公交车他坐轨交车大家少开车8 城市低碳建筑建筑的外衣
要让室内冬暖夏凉；建筑空间不仅要有人造光源、温控设备，更要保持大自然赐予的天然光源和自然
通风。
对于建筑，我们虽然做不到零碳，但要坚持低碳。
建筑要入乡随俗建筑的外衣，冬暖夏凉，最好！
建筑外窗的形式与功能建筑空调，前提是会用建筑热源，节能是关键多用大自然赐予的天然健康光源
建筑节能举措——合同能源管理零能耗建筑的思考9 城市低碳能源天上的太阳、地上的风是人类应该
充分利用的能源。
智能城网与分布式能源有机结合，是低碳、安全、绿色的城市能量系统，是21世纪的发展方向。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温差能源分布式能源智能城网技术低碳上海世博会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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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09年9月，英国一媒体公布了一张北极地区冰川融化的照片。
照片中的图象酷似一张流泪痛苦的人脸。
它明白地告诉人类，北极冰川在“伤心流泪”。
据称，这张照片不是人工合成的，是实景实拍！
因此，这张照片被选人2009年度世界令人难以解释的怪异现象，从而名声大噪。
其实，这张照片中的图象并不难解释，“伤心流泪”的图象是北极冰川快速融化的现象。
全球变暖，地球上的冰川在快速融化。
权威机构称，南极和格陵兰岛上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
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也在不断缩小。
青藏高原是除南极以外，地球上最大的冰川聚集区，是亚洲的“水塔”。
它是恒河、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和黄河的源头，为印度次大陆和中国等地球
上40%的人口提供水源。
其中，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于此。
三江源地区冰川的储水量，相当于3个三峡水库的库容，它是中国的“大水缸”。
在以前的中国社会，水缸是家庭的重要财产。
司马光砸缸是妇幼皆知的历史故事。
孩童时的司马光见人掉进水缸，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排水救人。
砸缸救人是正确的，但接下去必须马上补缸，否则家庭吃水就有困难了。
中华民族的“大水缸”——青藏高原冰川近年来加速融化。
中国的“大水缸”已经被人类有意无意地打破，如不及时补救，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活用水就可能发
生困难。
青藏高原冰川快速融化，对长江的影响很大。
如今，长江源地区冰川面积大幅减少。
如果继续下去，对长江中下游民众的生活和生产，将造成严重危害。
青藏高原冰川快速融化，对黄河的影响也很大。
如果黄河源地区冰川面积大幅减少，将导致黄河中下游出现长年断流现象。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担负着中国人口的12%、耕地的15%及50多座大中城市的生活、生产用水的
供应重任。
青藏高原冰川快速融化，对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的影响更大。
对这些干旱区来讲，冰川融水是保护生态、保证生活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命脉。
一旦青藏高原冰川急剧减少，后果将不堪设想。
全球变暖不但导致冰川融化，还会引发地质灾害。
地质学家担心，这可能会导致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等灾难发生。
有专家这样解释四川汶川大地震的起因：由于喜马拉雅冰川快速融化，青藏高原边缘所积蓄的能量，
在某种因素的影响下，以地震的方式快速释放。
当然，这只是科学家的一家之言。
也有一些科学家对全球变暖的结论持有异议，政治阴谋论、商业机会论等怀疑声不断。
本书不参与这方面的讨论。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
就在本书成稿之际，IPCC发表致歉声明称，该机构2007年发表的一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有关喜马
拉雅冰川可能在2035年前后完全消失的表述有误。
同时，IPCC的副主席强调，这一时间上表述的不确切性，不会对全球冰川正在消融的结论构成影响，
也不会削弱全球变暖及这一趋势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相关科学依据的可信度。
地球冰川融化会导致海面上升。
同时，全球变暖，则海水温度也会随之升高，从而导致海水膨胀，这又进一步导致海面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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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4日，在世界著名的水城威尼斯，市民们正在为自己可爱的城市提前举行葬礼。
据说，这座名城正在面临死亡，“元凶”就是海面上升。
近年来，由于海面上升，威尼斯市民饱受水患之苦，平均每年被淹60多次。
有专家说，如果在抑制全球变暖方面不采取有力措施，到2050年，威尼斯的大部分陆地将沉于海底，
名城将不复存在。
有关海面升高的预测数据，也在不断刷新。
2009年3月，80个国家的气候学家发表报告称，21世纪末，海面最高将上升1.9米。
这比原先的预测高出数倍。
更有专家预言，如果南极冰川和北极冰盖全部融化，海面将上升几十米。
这当然是最坏的预测结果。
海面上升，岛屿国家命运堪忧。
印尼科学家预测，2030年，印尼将有2000个岛屿被海水淹没。
据新加坡报载，如果海面继续上升，世界43个小岛国家有可能从地图上消失。
马尔代夫的1200个岛屿的平均海拔只有1.5米。
该国总统说：“我们正面临海面上升的威胁。
如果气温再升高2℃，我的国家将面临灭亡。
作为总统，我无法接受；作为一个人，我也无法接受。
”为了引起世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2009年底，马尔代夫内阁会议在水下举行，一时名声大噪。
吐瓦鲁，南太平洋中的岛国，由9个珊瑚岛组成。
近年，其最大的岛被海水入侵了1米。
虽说只有1米，但对于这个长度只有几百米的狭长岛屿来说，1米都输不起啊！
吐瓦鲁群岛随时都可能出现灭顶之灾。
海面上升，沿海居民不得安宁。
世界人口的一半居住在沿海地区。
海面上升，将淹没大片沿岸地区。
海面上升，中国也难幸免。
中国的海岸线长达6000多千米，大小岛屿5000多个。
沿海的上百座大中城市，海拔也大多在20米以内。
就是北京、武汉这些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据预测到2080年前后，弄不好也会有水漫金山之忧。
中国特大城市上海，平均海拔只有4米。
据报道，如不采取适当措施，到2050年，上海将发生海水侵入、排水不畅及土壤盐渍化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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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10月，笔者出版了《李克欣闲谈建筑用能》一书，卖出的数量不怎么理想。
然而，可能是因为笔法比较新颖，插图比较童趣，该书反响还不错，笔者的写作自信心因此增加了许
多。
后来，该书还得了一个图书奖，那时感觉就有点儿飘飘然了。
2008年，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笔者组建中国留学生低碳城市研究中心，联系海内外留学生中的专业
人士，结合中国城市的节能减排举措，开展城市低碳的研究工作。
后来，又受聘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低碳城市研究中心主任。
也算是“城市低碳专家”了。
专业人士应该有自己的专业观点。
于是，笔者便有把多年在城市建筑环境能源领域的所学、所为、所悟整理出书的想法，并得到了上海
辞书出版社潘涛总编辑的肯定和支持。
通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本小书终于问世了。
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与潘涛总编辑的鼓励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为了该书的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蒋惠雍主任、沈岩副主任花费了大量精力和劳动，在此表
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第一读者是妹妹李欣欣女士。
她不仅全力打理笔者的身边事务，对本书的立意、构思、章节、笔法及全书的统稿等，都作出了很大
贡献。
感激之情不尽言表。
本书的精美插图是朵拉同学的杰作。
每天，在完成家庭作业后，她还要挑灯夜战，按出版的时间要求完成创作，很不容易。
谢谢！
本书在创作、编辑、出版、发行的全过程中，得到家人、友人、同事，以及出版社工作人员的大力支
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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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低碳化生存:城市更美好》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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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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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