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零碳城市建设论坛”成功举办

【⽇本⽣活报讯 撰⽂/李宗儒】在全球共同应对⽓候变暖问题的背景下,中国和⽇本两国分
别提出了2060年和2050年碳中和⽬标。城市占据了全球⼤约70%的能源消耗和温室⽓体排
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标的“主战场”。正值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近⽇由浙⼤城市
学院和⽇本⽴命馆⼤学共同主办的“中⽇零碳城市建设论坛”于线上线下同时举⾏，共议零碳城
市新课题，共商减排降碳新合作，共寻⾼质量发展新途径。⽴⾜国际前沿，加强中⽇城市合
作，开拓学术交流渠道，积极推进“双碳”⽬标实现。该论坛吸引了超2.2万⼈在线视听。

12⽉23⽇，由浙⼤城市学院和⽇本⽴命馆⼤学共同主办，浙⼤城市学院商学院、杭州“双
碳”研究中⼼、⽴命馆⼤学亚洲·⽇本研究所、⽴命馆⼤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共同承办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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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城市建设论坛”于线上线下共同举⾏。中⽇两国低碳、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及国际合作
等领域 的 权 威 院 ⼠专家 同 中 国驻⽇ 本 ⼤ 使 、 京 都 市 市长、 杭 州 市 副 市长等 政 府 代 表 共
聚“云”端，以“零碳城市建设”为关键词，秉着知⾏合⼀的理念，共同探讨零碳城市建设的内涵
与课题，分享低/零碳城市建设的先进案例,进⼀步深化两国城市合作和⾼校交流，携⼿国际社
会共谋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共创绿⾊发展新格局。

本次论坛分为“零碳城市建设学术研讨会”和“零碳城市范例实践论坛”两个部分。上午的“零
碳城市学术研讨会”由⽴命馆⼤学政策科学部宫胁升教授主持。

周玮⽣院⼠在论坛上发表题为《东亚的绿⾊振兴与零碳城市建设》的主旨说明
⽇本⼯程院外籍院⼠、⽴命馆⼤学教授、杭州“双碳”研究中⼼⾸席科学家周玮⽣院⼠以《东

亚的绿⾊振兴与零碳城市建设》为题为本次论坛以及⽴命馆⼤学亚洲⽇本研究所推进的“东亚的
绿⾊振兴与碳中和⽬标的实现”研究课题进⾏了主旨说明。

周院⼠指出，如今⼈类社会⾯对短期的新冠病毒疫情和长期的⽓候变化的双重危害时所
展现出的脆弱性警⽰我们：全世界的⼈类是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各国应携⼿合
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商讨应对⽅案。除此之外，他谈到东亚同时⾯临着经济发展
（克服贫困）、区域环境（克服公害）以及地球环境（地球温暖化等）的三重威胁。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背景下、⾯临经济复苏与⽓候变化的应对之际，需将这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反向弹
簧，将当代社会向“更强⼤、更绿⾊的社会”过渡，在实现⽓候⽬标的多层次结构（时间空间对
策与结果的四个优化）条件下，构建出以低碳、循环、智慧、安全、共⽣为特征的“五位⼀体”零
碳都市，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地憲治院⼠在论坛上发表题为《实现脱碳的措施和城市的课题》的基调演讲
⽇本学术会议院⼠、⽇本⼯程院院⼠、⽇本地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理事长⼭地憲治院

⼠发表了题为《实现脱碳的措施和城市的挑战》的基调演讲。
⼭地院⼠⾸先分享了关于全球变暖对策的最近动向，并利⽤模型分析的⽅法来分析⽇本

净零排放的路线图。他指出在模型分析中，对核电上限和⼆氧化碳储存潜⼒有⼀定限制。在环
境创新战略⽅⾯，⼭地院⼠从⼯业能源转换、运输、⺠⽣和农业等领域介绍了⾰新技术的构
成，并指出通过将⾰新技术应⽤于社会，不仅可以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且还有其他⺠⽣
好处。⼭地院⼠还提出，应对全球变暖的基本结构应为缓和政策、⽓候⼯程⽅法和适应对策相
结合，并指出产业和⺠⽣领域排放了⼤部分的温室⽓体。关于城市建设，由于⽇本在⺠⽣和运
输领域的技术⽔平⾼，可以为世界的脱碳化做出贡献，并期待电⽓化和数字化可以实现新的
节能。



沈满洪教授在论坛上发表题为《⾯向脱碳的措施和课题》的基调演讲
浙江农林⼤学党委书记、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国家“万⼈计划”领军⼈才沈满洪教授做了

题为《创建零碳城市的路径与驱动》的基调演讲。
沈教授在演讲中主要谈及“创建零碳城市”的概念辨析、主要路径及根本驱动三个⽅⾯。特

别指出要科学界定零碳城市的内涵。零碳城市并⾮碳减排到零，⽽是碳净零排放（碳中和）；
零碳城市并⾮城市每个⾏业、每个部门都要碳净零，⽽是城市（区域）的整体碳净零；零碳城
市未必城市整体的碳净零，⽽是城市社会责任的“碳净零”。沈教授所提出的“提升⽣态系统碳汇
能⼒”的表述被引⼊“⼗四五”规划《纲要草案》。还强调要实现减碳源、增碳汇、碳交易的⽬标，
不仅需要⼤⼒推进零碳科技和制度创新，更要注重零碳思维创新，特别要坚持系统观念、养成
系统思维、掌握系统⽅法。

近本智⾏教授在论坛上发表题为《⽴命馆⼤学的可持续校园战略》的主题演讲



⽴命馆⼤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主任、⽴命馆⼤学理⼯学院近本智⾏教授以《⽴命馆⼤
学的可持续校园战略》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近本教授详细介绍了⽴命馆⼤学关于零碳校园建设⽬标的进展情况。他指出，⽴命馆⼤学
与⽇本⽂部科学省、环境省、经济产业省共同推进国家碳中和⽬标，作为⼤学碳中和联盟零碳
校园⼯作组的管理⼤学，⽴命馆⼤学通过使⽤太阳能等可再⽣能源和在校园进⾏⼆氧化碳回
收等举措，从削减电⼒和与⾃然环境的和谐配合等⽅⾯努⼒争取在2030年实现碳中和。在培育
学⽣节能环保意识的同时与20家企业合作以达到更好的脱碳效果。在⾄今为⽌的努⼒中，⽴命
馆⼤学的茨⽊校区已实现削减30%的⼆氧化碳排放量，亚洲太平洋校区预计将减少1270吨的
碳排放。⽬前⽴命馆⼤学正与浙⼤城市学院联合探讨零碳校园建设的⽅法论，从⼤学各校区⾄
附属⼩学皆为实现脱碳、零碳和碳中和⽬标⽽努⼒。

申⽴银教授在论坛上发表题为《居⺠⽣活视⾓的低碳城市建设》的主题演讲
浙⼤城市学院钱塘特聘教授、中华建设管理研究会创会会长申⽴银教授以《居⺠⽣活视⾓

的低碳城市建设》为题作了主题演讲。
申⽴银教授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标之上，建设低

碳城市、低碳⽣活形态，是我国可持续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申教授从低碳⽣活的“⾐、⾷、住、
⾏”四个⽅⾯全⾯阐述低碳⽣活的真实内涵，认为从传统⽣活转变为低碳⽣活需要注重科学管
理。并提出，实现低碳⽣活形态需要贯彻四个路径，详细规划低碳⽣活的形态，在实施低碳⽣
活的规划⽬标之时需要实时检查低碳⽣活的质量，进⽽通过反馈低碳⽣活的效果引导决策⽔
平的提⾼，使居⺠在低碳⽣活中获得幸福感、满⾜感。

下午的“零碳城市范例实践论坛”由领导致辞与签约仪式、专题演讲和闭幕致辞三部分组
成。

领导致辞与签约仪式由⽴命馆⼤学研究部冈本慎也课长代理主持。⾸先由主办单位⽴命馆
⼤学校长仲⾕善雄教授、浙⼤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教授两位校⽅代表致辞。两位校长分别对本
次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祝贺，并向所有参会嘉宾表⽰感谢。致辞当中两位校长共同提及本次论



坛的举办既是两校携⼿国际社会、⾼校共同探索零碳城市建设与发展⽅案、共谋城市可持续发
展之路的重要举措，也是两校建⽴⼴泛、深⼊、可持续的战略合作关系的起点。

⽇本静冈县川胜平太知事也对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发来贺信。贺信由⽴命馆⼤学政策科学
部 来 ⾃韩国 的 留 学 ⽣赵顺延 代读。 川胜知 事 在贺信 中 提 到 ，东亚⽂ 化 中 ⾃ 古 就 有 有 重
视“天”“地”“⼈”三者调和的优秀传统，⼈类社会的脱碳化是反应这种思想的⼀个重要途径，也
是中⽇两国乃⾄全⼈类共同的使命。

京都市市长门川⼤作先⽣在论坛上致辞
京都市市长门川⼤作先⽣和中共杭州市委常委、杭州市⼈⺠政府副市长陈瑾⼥⼠两位政府

代表以录制视频的⽅式参加了此次论坛，并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祝贺。
门川市长指出今年是值得纪念的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对两校主办本次论坛予以⾼度

评价，并对京都市为零碳城市建设做出的努⼒进⾏了简要介绍。在视频中门川市长提到⾃⼰于
2014年访问杭州市的⾏程中，对杭州这座城市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京都市是《京都议定
书》的发源地，且于上个⽉被选为⽇本正在推进的“脱碳先⾏地区”，希望同杭州市⼀起努⼒共
同向碳中和⽬标迈进。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杭州市⼈⺠政府副市长陈瑾⼥⼠在论坛上致辞
陈瑾副市长指出⽓候变化是全⼈类的共同挑战，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城市是未来开展

碳减排⾏动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的主阵地。在视频中对杭州市作为全国⾸批低碳城市试点，
开展的系统性、多样化的减排降碳⼯作进⾏了简要介绍。并表⽰杭州市与京都市都具有丰富的
历史⽂化底蕴，⼀直以来也保持着友好的交流关系，希望两市以此次论坛的举办和两所⼤学
学术交流协议的签署为契机，深化合作，共同探讨在“双碳”⽬标下城市低碳化发展的路径，共
建⼈类命运共同体。

在领导致辞结束后，在“云”端举⾏了浙⼤城市学院—⽴命馆⼤学，和浙⼤城市学院商学院
—⽴命馆⼤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的学术交流协议签约仪式。



⽴命馆⼤学校长仲⾕善雄教授和浙⼤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教授于双⽅会场登台，代表两
校签署了浙⼤城市学院—⽴命馆⼤学学术交流协议，并合影留念。

⽴命馆⼤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主任近本智⾏教授和浙⼤城市学院商学院党委书记、副
院长王春波⼥⼠于双⽅会场登台，签署了浙⼤城市学院商学院—⽴命馆⼤学可持续发展学研
究中⼼学术交流协议，并合影留念。

下午的主题演讲和闭幕致辞环节由浙⼤城市学院商学院院长张雷宝教授主持。
中国驻⽇本特命全权⼤使孔铉佑阁下，三菱综合研究所理事长、东京⼤学前校长、⽇本⼯程院
前院长⼩宫⼭宏院⼠，国际欧亚科学院院⼠、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原国务院参事仇保
兴院⼠分别做基调演讲。京都市环境政策局地球温暖化对策室⽥中良平室长和杭州市发展和改



⾰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曾东城处长分别对两市零碳城市建设实践进⾏介绍，并进⾏
了现场问答。

中国驻⽇本国特命全权⼤使孔铉佑阁下就零碳城市建设策略进⾏了基调演讲
孔佑⼤使就中国的⽓候对策，零碳⽬标以及中⽇合作进⾏了基调演讲。
他指出，实现⼈与⾃然和谐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积极应对⽓候变化、⾛

绿⾊低碳发展道路是中⽇双⽅实现“双碳”⽬标的重要举措。中⽇双⽅在脱碳领域都作出了许多
探索和突出成效。中国在战略部署、结构⽅⾯，提出了相应政策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国际
上，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和实施、发布《昆明宣⾔》、绿⾊“⼀带⼀路”建设。此外，浙江在各地
的实践探索中，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作⽅⾯⾛在了前⾯，为探索城市脱碳发展模式提供
了参考。⽇本制定碳中和⽬标，制定低碳緑⾊战略和产业政策，出台⼀系列政策⽀持措施，积
极开展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布局。中⽇间在脱碳这⼀课题上有不少的共同之处和值得相
互借鉴的经验。孔⼤使强调中⽇应携⼿合作，为实现两国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应对⽓候变化作
出更⼤贡献。



⼩宫⼭宏院⼠发表以《实现“零碳社会”》为题的主旨报告
三菱综合研究所理事长、东京⼤学前校长、⽇本⼯程院前院长⼩宫⼭院⼠，以《实现“零碳

社会”》为题作了基调报告。主要内容围绕“⼈类历史转型期”、“展望‘⽩⾦社会’”和“实现‘零碳社
会’”三个部分展开。

他指出，第⼀产业、能源产业、循环型产业的发展转型与“零碳社会”密切相关。在“零碳社
会”的理念中，⼈们可以利⽤可再⽣能源满⾜家庭、商业以及制造、运输等⾏业的能源需求，并
且通过海陆造林、CCS（碳捕集与封存）、DACS（⼤⽓中碳捕集技术）等⽅式对CO2进⾏收集
与储存。⼩宫⼭院⼠还强调，从“地下资源⽂明”到“循环⽂明”是⼈类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零
碳社会”的实现需要政府、企业和个⼈的共同努⼒。他以⾃⾝为例，介绍了20多年前对⾃宅进⾏
节能、新能源导⼊改造的具有先见性、整体性和具体性的⾏动，展现了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双
碳”⽬标落实的途径和风貌。

仇保兴院⼠发表题为《城市共性三领域减碳路径分析》的基调演讲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原国务院参事仇保兴院⼠发表了题为

《城市共性三领域减碳路径分析》的基调演讲，从理想碳中和路线的五个特征出发进⾏阐述。



他指出⽬前有多个理由⽀持实施以城市为主体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通过将城市分为五
个模块，从城市之间具有的共同板块，能源，交通，建筑出发分析了中国具有较⼤的发展空
间及中国未来的发展⽅向。仇院⼠详细介绍了⽓候适应性建筑，正能建筑等绿⾊建筑，以及社
区“微电源”，“鱼菜共⽣”的“综合碳汇”等建筑系统，就废弃物处理回收利⽤提出的“城市矿
⼭”概念，分析了不同建筑，不同系统的应⽤场景与现状实例，优势与⾯临的挑战。最后仇院
⼠指出我们有信⼼通过分三步⾛，⼈均碳达峰阶段，电⼒系统碳中和关键期以及交通与产业
碳中和决胜期，向2060年达成全国碳中和⽬标稳步迈进。

京都市环境政策局地球温暖化对策室⽥中良平室长，对京都市零碳城市建设情况，作了
题为《京都市2050年碳中和的挑战》的报告，并进⾏线上问答。

⽥中良平先⽣⾸先对京都市的概况及京都市⽓候变化政策制定的过程进⾏了简要介绍。报
告中指出，京都市积极开展零碳城市建设，⼴泛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前在减排降碳⼯作
中已经取得以下成绩。2000年⾄2021年，垃圾排放量连续21年减少并实现减半；市⺠出⾏的
公共交通利⽤率较2000年增加30%；能源消费总量较碳达峰时已减少30%；太阳能发电导⼊
量达到10年前的两倍。针对⽓候变化问题的具体对策主要分为减缓与适应两⽅⾯，在减缓对策
中，京都市去年制定的《地球温暖化对策计划2021-2030》特别强调通过能源结构、商业模式、
⽣活⽅式、交通⽅式四⽅⾯的转换，推动零碳城市建设。在适应⽓候变化⽅⾯，主要涉及以往
的⽓候变化相关法条进⾏修订，建⽴“⽓候变化适应中⼼”来对⽓候变化影响进⾏数据收集、整
理、分析等具体措施。

在进⾏案列介绍之后，⽥中良平先⽣对线上观众的两个问题进⾏了回答。对“市⺠在零碳
城市建设过程中有什么好的参与⽅式”这⼀问题，⽥中先⽣指出京都市⿎励市⺠对⽣活⽅式进
⾏转变，通过采⽤节能设备，节约资源，选⽤低碳环保商品等具体⾏动，从⾝边⼩事做起，
⾃主积极的做好⼒所能及的事情。对“如何协调不同区域的零碳建设”这⼀问题，⽥中先⽣特别
强调了通过城乡合作，对各个区域进⾏资源的协调和⾼效利⽤，建⽴良好资源循环的重要性。

杭州市发展和改⾰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处曾东城处长于线上参会，对杭州市零碳
城市建设介绍并进⾏线上问答。

曾东城先⽣指出，杭州市能源低碳化程度⼤幅提升，经济结构低碳化转型已取得显著成
效，服务业占⽐提⾼到68%左右，接近全球发达城市⽔平。此外杭州的绿⾊低碳建设已经涌现
了⼀批低碳典型案例，提供了相当宝贵的经验。曾处长还介绍了杭州市落实“双碳”⽬标的六个
重点并对相关案例进⾏说明，其中着重提及在城市可再⽣能源回收领域，杭州市与资源回收
企业共同合作开发“⼀键回收”数智低碳应⽤，建⽴互联⽹+再⽣资源回收链条体系，已覆盖25
万居⺠，⽇均回收居⺠⽣活⼲垃圾350吨以上，年累计实现碳减排1.1万余吨。

在进⾏案列介绍之后，曾处长回答了⽇⽅代表近本教授提出的 “杭州市是怎样实现历史⽂
化与绿⾊低碳发展的平衡的？”的提问。曾处长指出,中国⼀直在推进“⼭⽔林⽥湖草沙”空间要
素综合开发的绿⾊发展理念，杭州的历史⽂化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和空间资源、⼈
的⽣活⽅式等系统的治理，共同为城市低碳建设做出贡献。

⼤会最后由⽴命馆⼤学亚洲•⽇本研究所（AJI）所长⼩杉泰教授和浙⼤城市学院副校长、
杭州“双碳”研究中⼼主任韦巍教授于双⽅会场登台进⾏闭幕致辞。双⽅共同对此次论坛的主办
⽅、与会的各位专家、领导和参会者表达了由衷的感谢，对浙⼤城市学院—⽴命馆⼤学学术交
流协议和浙⼤城市学院商学院—⽴命馆⼤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学术交流协议的成功签署
表⽰了祝贺。双⽅共同希望以此次论坛的举办和两校、两机构的学术交流协议签署为契机，继



续深化交流与合作，将零碳城市建设领域的研究成果⼴泛应⽤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实践
中。



喜欢此内容的⼈还喜欢

1968年，⽑主席、周恩来等检阅⾰命战⼠的情景，全场激情澎湃
四史宣传教育学习平台

致开创新时代的家长
⽹⼩丑

关于公号⽂章，⼥⼉语不重⽽⼼长
李未熟擒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