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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2_E5_B9_

B4_E5_9B_BD_c26_649906.htm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

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

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

分100分。 2.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3.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填涂准考证

号。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

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

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

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

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

念的根本性转变，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直接

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

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0年“两会”期间，

代表建议、委员提案和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

多处提及低碳和新能源，“低碳经济”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政

府和民间广泛关注的时政热词。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研发

、工业设计、商务、节能环保服务等面向生产的服务业.大力

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要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 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新能源行业的振兴规划。规划将全面



提升和发展新能源行业，包括创新能力，产业应用。中国已

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风电、太阳能产业链，形成了产业的群

体，比如，光伏电池从最前端的硅材料，到生产多晶硅的原

料，到铸锭、切片，生产电池，到生产组件，到建立电站，

有完整的产业群，在政府宏观政策推动和市场机制的导向下

，我们的基础力量已经开始形成了。 但是，与此相对应，传

统行业的既有发展模式将遭到严峻挑战。除了传统的钢铁、

水泥、电力、铝业等排放大户外，航空业也可能遭受挑战。

鉴于全球航空业每年大约排放6.5亿吨二氧化碳的现实，欧盟

已经做出规定，在2012年以前，所有进出欧盟市场的全

球2000多家航空公司都必须承担减排责任。这意味着包括国

航、东航、南航在内的11家拥有欧洲航线的国内航空公司都

将付出巨额成本。 因此，我们需要打造新的低碳产业链来解

决这一问题。目前我国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是向资源型企业倾

斜的，低碳经济的发展将改变这一分布。 首先是缩短能源、

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所引申出来的产

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低碳化”.其次是调整

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在整

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

：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

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

济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的标准。 2.自2008年初，原

建设部与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联合推出

低碳城市以后，短短两年时间，低碳城市迅速升温，受到各

地追捧，炙手可热。许多城市纷纷高举起建设低碳生态城市

的大旗。低碳，成为当前最风行的词汇。目前，全国已有保



定、上海、贵阳、杭州、德州、无锡、吉林、珠海、南昌、

厦门等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构想，还有不少城市

正在加入打造低碳城市名片的行列。 我国城市目前的低碳实

践具有零散性和尝试性，尚未形成系统的低碳经济发展框架

。目前城市决策者对“碳减排”背后的气候变化及能源安全

的相关背景缺乏了解，缺乏对发展低碳经济紧迫性的认识，

对低碳城市的内涵、建设路径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没有准确和

充分的认识，往往是将低碳城市建设简单等同于循环经济、

节能减排等内容，仅停留在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层面，缺乏

系统性的安排。低碳示范项目眼下在各地热闹建设，一幢低

碳大楼耗资三四千万不足为奇，而附加了新风系统、外墙保

温、垃圾处理系统等节能技术的“低碳住宅”更是成为新一

代豪宅的代名词，看上去很美，运转维护成本却十分高昂，

成为“昂贵盆景”。 根据联合国统计，城市容纳了世界总人

口的一半以上，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到总量的75%，到了2050

年，中国预计将有4到6亿人口流向城市，相当于将欧洲所有

人口迁移到新的城市。一些专家认为，虽然大都市由于空间

狭窄、自然条件不足等，有其发展低碳的劣势，但换一个角

度看问题，密集的人口、居民的聚居，也使得大城市比低人

口密度地区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人均资源占有量以及能耗。

同时，大城市的管理架构，使其在政策制定、落实方面也有

更为强大的区域权力，从而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拥有优势。

而要让劣势真正转化为优势，关键是政府建立更为细致的法

规框架、寻求可行性经济模式以及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等。 

大都市的屋顶，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一直是一个提议很多

却实施困难的命题。以上海为例，上海屋顶面积大约占到整



个上海的3%左右，约200平方公里。早在6年前，上海就曾开

始过10万个太阳能屋顶计划的调研.在4年前，有部门提出建立

太阳能菜场示范工程，并让上海近千家菜场跟进.但这些项目

进展都十分缓慢，如今，太阳能屋顶在上海寥寥无几。 为什

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每个屋顶面积有限、并网不易，成本

难以降低，加之政府的补贴措施没有出台，谁来干这种“吃

力不讨好”的事。何况，一些屋顶不适合搭建太阳能电池板

或者大楼的业主坚决反对。其实，在中国的大城市，太阳能

的利用率远远低于西部农村和中、小城镇，于是，专家开始

把眼光从大楼的屋顶，转移到大楼的玻璃幕墙上。 专家们表

示，在大都市，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面积大、推广潜力大，

与过去搭建在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不同，应用了薄膜电池的

光电幕墙，可以取代建筑立面、屋顶、窗户等，成为建筑的

一部分，实现发电等功能与建筑结构功能的完美结合，如果

能够广泛应用，确实能够让上海“向太阳要电”的计划落到

实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