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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简介

•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
科学院，明确提出要“率先建成国
家高水平科技智库”

• 2015年11月，中国科学院被确定为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
首批10家第一类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单位之一

• 2016年1月，战略咨询院正式组建，
以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
研究所为基础，通过整合中科院文
献情报中心、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等单位的相关研究力量，推进深
化改革工作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简介

• 长期从事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

化战略与政策研究工作

• 全程参与“中国3060双碳”目标

的决策支撑工作

• 围绕国家、地区、行业绿色低碳发

展需求和重大战略问题，开展大量

战略、路径与政策研究

• 承担国家高端智库项目、国际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自科基金、国家发

改委、生态环境部以及地方、企业

委托的相关项目50余项

国际

• 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合作战略

• 中美、中欧、中英气候变化竞合策略

国家

•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出台，第三方评估

• 中国碳排放峰值、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支撑2014《中

美联合声明》

省市

• 中国低碳试点省市的绿色低碳转型战略与规划

• 广东，深圳，重庆，其他省市的中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

行业

• 重点行业和部门绿色低碳发展路线图及低碳规划

• 自主开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发展规划工具

• 低碳工业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于49园区

企业
• 大型央企碳中和战略规划、行动和方案



报告内容

1. 碳达峰碳中和起源、概念与进展

2. 我国双碳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区域低碳发展规划编制的思路与建议

4. 延吉低碳发展规划项目设计



何谓碳排放达峰

碳达峰是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
经历平台期进入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
点，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达峰目标包括达峰年份和峰值。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碳排放达峰并不单指在某一
年达到最大排放量，而是一
个过程，即碳排放首先进入
平台期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
波动，然后进入平稳下降阶

段。



碳排放达峰进展

国际层面

欧盟27国整体于1979年达峰，达峰时的人均GDP约为1.8万美元；
英国于1973年达峰，达峰时的人均GDP约为2万美元；
美国于2007年实现达峰，达峰时的人均GDP约为4.5万亿美元；
日本于2013年达峰，达峰时的人均GDP约为4.6万美元。

截至2019年，全球
能源相关二氧化碳
排放达峰的国家有

62个



何谓碳中和

气候中和

• 气候影响的视角

• 气候系统稳定不变
（人类活动导致的气
候影响为零：认为温
室气体排放、认为改
变地表反照率等）

净零排放

•气体排放的视角

•人类活动造成的全温
室气体（GHGs）排放
与人为排放吸收量在
一定时期内实现平衡

净零碳排放

•气候排放的视角

•人类活动二氧化碳排
放与全球人为二氧化
碳吸收量在一定时期
内达到平衡。

碳中和

•气候排放的视角

•人类活动二氧化碳排
放与全球人为二氧化
碳吸收量在一定时期
内达到平衡。

大多数国家在目标中对温室气体涵盖范围的界定并不清晰，没有严格区分这几个概念，这在

未来碳中和核算标准制定时，可能会成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重要议题。

• 气候中和VS净零排放

• 全经济领域，全温室气体覆盖

• 是否包含抵消机制

• 是否有法律约束力

来源：滕飞等（2020）



碳中和进展(1)

目前，国际上准备或已经提出碳中和目

标的国家有130多个，覆盖全球75%的

GDP，53%的人口，以及63%的碳排放。

全球气候治理进入碳中和时代

• COP26核心议题：1.5度，退煤，全球2050碳

中和

• 碳中和，本质上是一场经济社会的全面系统

变革，很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有意义的变

革，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新一轮技术创新

涌现，是一条新赛道上的竞争

• 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碳中和都面临极大的挑

战，必然要经历复杂的制度、技术、市场和

社会变革



报告内容

1. 碳达峰碳中和起源、概念与进展

2. 我国双碳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区域低碳发展规划编制的思路与建议

4. 延吉低碳发展规划项目设计



我国做出双碳承诺
⚫中国宣布：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习近平主席自2020年9月以来就碳达峰、碳中和发

表十余次讲话，高度重视科学实现双碳目标。

① 2020年 9月22日，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② 2020年 9月30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③ 2020年11月12日，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
④ 2020年11月1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
⑤ 2020年11月22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
⑥ 2020年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
⑦ 2021年 1月25日，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
⑧ 2021年 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⑨ 2021年 4月22日，领导人气候峰会
⑩ 2021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双碳承诺提出的背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美战略博弈

➢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催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速

➢经济新常态与近两年化石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反弹，十四五

初步设想存在去气候指标倾向

➢我国提出碳中和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及低碳发展相关政策

行动的系统延续和深化



双碳承诺近一年来的工作进展

•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双碳工作，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

体布局

•“十四五”规划对未来5-15年的双碳布局做出安排，强化全面绿色转型

•双碳牵头单位由生态环境部改为国家发改委

•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

•加快制定“1+N”政策体系

•目标控制范围不断扩大，能源活动二氧化碳，全口径二氧化碳(包括工业过程)，非

CO2温室气体控制

•启动全国碳市场

•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

展

•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积极反馈，有关政策文件先后发布



我国双碳承诺的内涵

我国采取的定义与解读

• 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30年前达峰2030碳达峰

• 2060年前争取实现CO2 or 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吸收
量平衡2060碳中和

9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
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
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
“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碳达峰碳中和的部门行动

生态环境部

• 碳达峰行动纳入
环保督察

• 抓紧制定《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
行动方案》

• 2021年1月9日，
《关于统筹和加
强应对气候变化
与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工作的指导
意见》

• 2021年2月1日，
《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试
行）》正式施行

国家发改委

• 2021年1月19日，
发改委举行2021
年首场新闻发布
会，从产业、能
源、能效、技术、
机制、碳汇六方
面提出举措实现
3060目标，积极
推动经济绿色低
碳转型和可持续
发展

• 2021年2月22日，
国务院关于加快
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资委

• 2020年12月24-
25日，召开中央
企业负责人会议，
央企要带头履行
社会责任，促进
生产方式绿色转
型，积极参与
“碳达峰”“碳
中和”行动，发
挥带头示范作用

• 国资委将3060目
标作为2021年重
点工作任务之一

工信部

• 2020年12月28-
29日，工信部部
长肖亚庆在全球
工业和信息化工
作会上提出，要
围绕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节点，实
施工业低碳行动
和绿色制造工程，

• 制定钢铁、水泥
等重点行业碳达
峰行动方案和路
线图

• 布局发展新能源
汽车

央行

• 2021年1月4日，
中国人民银行工
作会议要求

• 将“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重大决策
部署”放在十项
重点工作的第三
位

• 引导金融资源向
绿色发展领域倾
斜，逐步健全绿
色金融标准体系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保障体系总体概况

十一五 十二五 十三五

目标 能耗强度、森林覆盖率
碳排放达峰目标、碳强度
能耗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森林
覆盖率、森林蓄积量

碳排放达峰目标、碳强度
能耗总量、能耗强度、非化石能
源占比、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
量

管理体制
发改委气候司
领导小组

转隶到生态环境部

法律
可再生能源法
节约能源法

能源法（征求意见）

考核 节能目标责任制 碳排放强度目标责任

试点示范
低碳省市试点

碳排放交易试点

市场机制&财
税政策

碳排放交易试点 全国碳市场
可再生能源补贴 补贴退坡

气候投融资
MRV GHG统计核算体系

国际合作 南南合作 一带一路

 以约束性目标为引领，抓大放小，突出重点行业和地区，构建了包括规划、法律、行政命令、

试点、市场、财税等多方面的政策保障体系



取得的成效

指标 2020年目标 2030年目标-
2015NDC

2030年目标-
2020NDC

2020年实际
完成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
下降比例

40-45% 60-65% 65%以上 48.4%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

15%左右 20%左右 25%左右 15.9%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
增加

13亿立方米 45亿立方米 60亿立方米 51亿立方米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

无 无 1200GW以上 530GW



碳中和目标下的全面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 全面绿色转型或绿色低碳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高质量发展

✓ 一是加速能源结构转型。引导化石能源有序退出，发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体系，安全发展核

电，积极生产和利用绿色氢能、开发氢能产业，提高全经济社会过程特别是终端用能的电气

化水平，加强能源系统与数字信息技术的结合，实现能源体系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 二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产业的绿色低碳化，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加速投资效率低

下、高碳行业的退出，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扶持发展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

服务业和提升其水平，构建绿色供应链和发展循环经济，不断挖掘高质量增长的潜力。

✓ 三是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变革。实现低碳、零碳技术转型对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在新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力，也有助于获得未来

新型气候环境友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碳中和以及碳总量目标对经济社会发展并非仅有约束，而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倒逼整个经

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因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和发展思路，主动寻求经济、社会、能源、环境和

气候相互协调的内生增长动力，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路径与保障

来源：2020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探索迈向碳中和之路

q 全球软性商品绿

色价值链

q 可持续追源采购

协议

q 零毁林智能认证

q 南南合作支持可

持续转型

q 适应气候变化长

期战略

q 适应风险评估

q 适应技术研发与

应用

q 适应气候变化的

科普

q 扩大低碳产品和

服务供给

q 加强绿色采购

q 低碳消费基础设

施

q 引导社会公众建

立低碳消费意识

q 制定全温室气体

减排目标

q 加强非二减排突
破性技术研发和

应用

q 协同治理非二、

CO2及空气污染

q 碳排放分配考虑
区域发展差异

q 优化产业链空间
布局

q 增加自然保护
地，提升碳汇

q 成本有效的基于
自然解决方案

q 调整交通运输结
构，增水运铁路

q 公交优先，慢行
交通，共享交通

q 电动车发展
q 燃油车退出时间

表

q 有序退煤

q 提高电气化水平

q 高比例可再生能

源

q 氢能及氢基产业

q 工业部门优化

升级提质增效

q 低碳建筑

q 循环经济

q 提升服务业比

重

2060前实现碳中和
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总体战略和目标

近期（十四五） 中期（2025-2035） 远期（2035-2060）

• 碳排放增长逐渐进入平台期

• 部分东部发达省市、电力、钢铁、水泥等高碳行业

率先达峰

• 能源结构：煤炭消费占比降到50%左右，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占比超过20%

• 探索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 推动碳排放尽早达峰

• 全国所有省市碳排放都实现达峰，交通建筑等部门也

相继达峰

• 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

• 2030-2035年，一次能源消费量实现达峰，整体能源

结构呈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的格局

• 注重以结构调整和系统创新促绿色转型

• 2050年之前，构建形成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供给和
消费体系，通过负碳技术部署，努力争取实现二氧化

碳排放中和

• 2050年后，通过碳汇、负排放技术、非二氧化碳排放

控制等措施，争取向温室气体排放中和迈进

• 绿色循环低碳经济体系建成，绿色消费意识养成，形

成可持续消费方式

法律体系 管理体制 总量目标 目标分解 技术支撑 市场制度 气候投融资 国际合作

• 以应对气候变
化法为核心的

法治体系

• 碳总量控制制
度为核心的制

度体系

• 碳中和标准体

系

• 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和节能减排工
作领导小组统筹

协调作用

• 制度化对外交流

渠道和对等机制

• 地方能力建设

• 碳总量为核心，
碳强度和能耗强

度双降

• 目标制定反映经
济、能源、环境

全面发展状况

• 中央和地方协商

• 考虑经济、能源

技术、环境因素

• 考虑区域间电力

转移和人口转移

• 目标执行评估和

调整机制

• 中长期低碳科技

创新规划

• 关键共性技术和
前瞻性战略性技

术的研发和推广

• 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低碳技术融合

• 加快全国碳市场
建设，扩大行业

范围

• 碳定价规则

• 为开征碳税预留

政策窗口

• 贯彻落实《指导

意见》

• 气候投融资试点

• 气候投融资产品

和工具创新

• 多元资金治理结

构

• 坚持多边机制

• 与美国开展多渠

道对话

• 深化中欧绿色合

作伙伴关系

• 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第三方合作

经济体系 能源结构 低碳消费交通结构 国土空间 非二 适应 国际贸易

目

标

路

径

保

障



报告内容

1. 碳达峰碳中和起源、概念与进展

2. 我国双碳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区域低碳发展规划编制的思路与建议

4. 延吉低碳发展规划项目设计



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规划编制框架

编制区域温室
气体排放清单

结合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
对区域碳排
放进行预测

对碳减排各项技术、
具体政策进行碳减
排效果、成本-效益
分析

向政府相关部门提
交低碳规划报告(低
碳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低碳发展规划分析系统

➢中国低碳发展规划分析系
统，是“自下而上”的低
碳政策统筹分析模型，由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
研究院和美国气候战略中
心联合开发

➢该套低碳规划工具已被美
国33多个州政府采用，制
定了《能源与气候行动方
案》，覆盖全美2/3的经
济规模与人口、涉及美国
约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



模型框架

G D P 人口产业结构
资源能源禀

赋

工业 建筑 交通 农业

规模量/活
动水平

活动结构
能源利用效

率

生产技术/节
能减排技术

生活方式/
消费模式

一次能源

能源开采技术

能源加工转换

能源加工转换
效率

能源结构

生产技术/节
能减排技术

终端能源需求

煤
炭

石
油

天然
气

电力 热力 其他

能源供给

平衡

工业过程

农业管理

废弃物管理

规模

结构

技术

排放因子

二氧化碳排放

社会经济

非能源燃烧排放

核算 预测 政策/技术评估



中国低碳发展规划分析系统

➢共包括7个大部门，26个子行业，244类排放源（产品） ，其中：

• 能源工业：7个行业，61类排放源

• 工业：5个行业，69类排放源

• 建筑：2个行业，27类排放源

• 交通：4个行业，19类排放源

• 农业：5个行业，31类排放源

• 林业：1个行业，11类排放源

• 废弃物：2个行业，26类排放源

➢深入工艺过程

➢区域特定排放因子



模型工具特点

⚫ 实现了数据库、政策库、工具库的相互响应。

⚫ 区别于宏观尺度的情景分析，该方法可对低碳技术和政策组合

的微观减排潜力和成本进行细致的模拟分析，得到的碳排放峰

值和达峰路线图有行业层面微观政策以及地理信息的支撑，更

具操作性。



模型扩展--引入空间因素

SCAG Models IPMCAS ModelsLocal Review

Scenario Planning 
Model

Land use/ Growth 
Forecasting Models 

RTP/SCS Scenario 
Land Use Plan

Local Land Use Plans

Regional/Small Area 
Socioeconomic Data; List 
of Synthetic Population 

and Household Attributes

Co-Benefits; 
Transportation, Energy, 

Water, Fiscal, Health

Transportation
Models

Transportation 
Activities and Spatial 

Impedance

固定源
Criteria Pollutant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ransportation 
Performance 

Measures

Transportation
Air Quality Model

移动源
Criteria Pollutant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社会活动和产业生产
活动模型

宏观经济CGE模型

宏观经济影响：GDP、
CPI、就业

基于GIS的空
间可视化

固定源空气质量和
GHG排放模型

社会活动和产品生
产成本和能耗

能源、产业
政策规划



模型扩展

以深圳国际低碳城为试点研究对象，分析能耗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基于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分析现状及未来不同情景下的交通出行量。

基于交通出行量和交通低碳政策，计算移动源碳排放、低碳交通政策碳减排潜力及空间分布。

研究问题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深圳国际低碳城
发展现状分析 经济社会现状

能耗现状
移动源
碳排放

道路交
通碳排
放

小
汽
车

公
交
车

人口

就业

土地

出行目的

文献调研
实地调研

二氧化碳
排放核算
方法

交通工具

燃料结构

燃油效率

道路交通
PM2.5排放

深圳国际低碳城
未来发展分析

政策建议

移动源碳排放

敏感性分析

基于混合
土地利用
的出行预
测模型
（MXD）

PM2.5排
放核算方

法

关键参数调整

政策及规
划目标

基于混合
土地利用
的出行预
测方法

小汽车碳排放

公交车碳排放 情景分析
方法

基准情景

基准情景排放量

政策情景排放量

政策减排潜力

PM2.5排
放核算模

型

二氧
化碳

PM2.5

排放
核算

出行里程



模型扩展

传统的交通碳排放核算方法存在
局限性。

◆GDP、人口等宏观经济指标

和燃油结构、效率等能源指
标，没有考虑土地利用对交
通出行碳排放的重要影响。

本项目采用土地混合开发模型
(mixed-use developments，MXD)。

◆源自美国南加州区域规划署
(SCAG)在南加州完善开发应
用的经验，并结合国情实际
在中国推广。

◆该模型基于混合土地利用开
发类型分布来预测机动出行
量，进而核算交通碳排放量。

◆将出行需求严格建立在空间
供给属性即土地利用类型的
基础上，降低了误差，具有
更好的准确性。



模型扩展

多种土地利用规划政策情景的交通碳减排空间差异

◆土地利用混合开发有利于减少出行需求，扩大减排空间范围

在各类规划中，减排空间范围最广的情景为普通公交导向开发情景，有
88.24%的交通出行分区减排量为正值。

◆土地利用混合开发有利于协调交通设施，实现减排量最大化

快速公交导向开发情景的减排比例最高(17.17%)，在土地开发模式上与交通
设施衔接较好。其后依次为轨道交通导向开发情景(12.82%)、普通公交导向
开发情景(11.87%)、现有规划情景(5.79%)。

轨道交通导向开发情景减排比例分布

快速公交导向开发情景减排比例分布

普通公交导向开发情景减排比例分布

现有规划情景减排比例分布

2035年不同情景下减排比例大于0的分区

占分区总数比重

2035年不同情景下相对于基准情景的减排比例



报告内容

1. 碳达峰碳中和起源、概念与进展

2. 我国双碳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区域低碳发展规划编制的思路与建议

4. 延吉低碳发展规划项目设计



延吉市地理区位概况

延吉市位于吉林省东部，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城市，也是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

交通的中心城市。

延吉市是联通东北亚国家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重要门户。市区到俄罗斯直线距离约70余公里，

到朝鲜直线距离约20余公里。

延吉市地形以丘陵和盆地为主，地势北高南低，三面环山，西面开阔，盆地内地势平坦，是

城区所在地。
延吉市的地理位置 延吉市的地形分布



人口构成

2020年末户籍人口55.78万人，城镇人口48.20万人，乡村人口7.58万人，女性略多于男性

包括汉族、朝鲜族、满族、回族、蒙古族等，其中朝鲜族达到30.79万人，占总人口的55.2%



经济运行情况

2020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314.5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39亿元，第二产业增加

值108.1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02.01亿元。

1.40%

34.40%

64.20%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卷烟工业 食品工业 旅游业

医药工业 装备制造业 建材工业

产业结构 六大支柱优势产业



延吉市低碳行动

延吉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多次开展了节能低碳宣传活动。延吉市在低碳工业园区试点、绿色低碳技术

等方面也成果显著，为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5年延吉市高新区正式成为首批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根据中国社会

科学院财经院报告显示，延吉市园区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县市第三名，成为

全国园区经济发展最强县（市）。

2016年延吉市的车用燃油清洁增效技术成功入选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15年《国

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预计年碳减排能力能达到792万tCO2，是吉

林省唯一入选的节能低碳技术成果。

近日，亚洲开发银行批准一项1.175亿欧元的贷款，用于在延吉市建设气候适应性低碳健康城市发展项目。

该项目拟在东北建立首个快速公交换乘系统，将改造或扩建人行道、自行车道，建设绿色景观步道以及河岸

绿廊，打造河边绿地等，以改善城市生活，提高公共健康水平，减少碳排放。



项目设计

研究目标：

本研究拟以延吉市为研究对象，从能源、交通、工业、建筑等部门展开分析，分析核算延吉市碳

排放现状，预测未来延吉市各部门的碳排放情况，为未来延吉市的低碳政策规划制定和调整提供

参考，并为其他城市的低碳发展提供借鉴。

研究内容：

1.碳排放及低碳发展的现状分析。通过收集延吉市的碳排放和低碳发展的相关数据资料，分析延

吉市的碳排放现状。

2.未来碳排放预测和低碳规划政策情景分析。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收集延吉市的低碳发展政

策规划文件，预测未来延吉市各部门的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等低碳发展的相关指标，评估其

未来低碳规划政策情景的预期绩效。

预期产出：完成关于碳排放现状分析和未来低碳发展情况评估的研究报告，提出低碳发展方案和

政策建议。



项目设计

数据和信息需求：

本研究以延吉市为整体研究对象，进行数据搜集和分析研究。具体包括：

1.地理信息数据。涉及部门：延吉市自然资源局。

2.经济和产业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数据。涉及部门：延吉市发展改革局，延吉市统计局。

3.人口现状及规划数据。涉及部门：延吉市发展改革局，延吉市统计局。

4.能源相关数据。涉及部门：延吉市发展改革局，延吉市统计局。

5.工业相关数据。涉及部门：延吉市工业局，延吉市发展改革局，延吉市统计局。

6.建筑相关数据。涉及部门：延吉市住建局，延吉市发展改革局，延吉市统计局。

7.交通相关数据。涉及部门：延吉市交通局，延吉市发展改革局，延吉市统计局。

8.低碳政策现状及未来行动设想。涉及部门：延吉市发展改革局，延吉市工业局，延吉市住建局，

延吉市交通局。



敬请批评指正！

gubaihe@casisd.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