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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舟山城市低碳生活的
现状分析

（一）能源消费结构和生活用能分析
1.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从舟山的产业

结构来看，2015年到2019年，产业结构相对稳

定，在GDP构成的比重中，第一产业占比合理，

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且保持平稳。2020年

后，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且比例呈上升趋势。20

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所占比重都超过了60%，而2022年舟山的第二

产业占比从之前30%上升至48.7%，这表明第

二产业的比重相对来讲仍比较高，而第二产

业所需能源量则是最高的。能源消费仍呈上

升趋势且增量巨大。舟山市从2015年的能源

消费总量 520.7万吨标准煤增长至 2020年

2853.6万吨标准煤，增幅达到448%，虽然煤炭

消费从2015年的占比22.79%下降至2020年的

17.8%，但煤炭消费总量依然较大，虽然天然

气和可再生能源消费得到了快速增长，其年

均增长分别达到9.18%和35.69%，但总体占比

依然很低。

2.居民生活用能持续增加。近年来，舟山

社会用电量持续大幅度增加，且增速位列第

一。同时，城乡居民生活用电也在持续稳步增

长，2022年用电13.8亿千瓦·时，同比2021年

增长18.2%。近年来随着空气净化器、扫地机

器人、空气炸锅等新型家用电器消费种类和

数量的不断增长，居民生活改善衍生的碳排

放量也在持续增加。

（二）支撑出行的“低碳交通”系统分析
低碳交通是指以降低交通运输行为的温

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低能耗、低排放的交通

运输方式，坚持公交优先、慢行交通优先、减

少交通需要原则，是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一

种实现方式。

1.舟山公共交通网络不断优化。2015年

以来舟山全面启动绿色交通城市创建工作，

目前共有73家运输企业，其中公交车有 961

辆，公交车营运线路共168条，且新建约 600

个智能化公交候车亭，基本实现舟山市建成

区和本岛行政村全覆盖。持续优化公交线

网、快速公交一号线，提高公交站点的覆盖

率，实现数据共享及线上支付全覆盖来打造

绿色公路慢行系统等措施，以减少对生态环

境的污染。

2.舟山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低。近十年

舟山市小型汽车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

2021年达到了21.23万辆，小汽车出行占机动

化出行的比例也逐渐增加。但这也是公交乘

坐率持续下滑、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低的重

要诱导因素之一。

3.新能源车比例较低。随着低碳理念的

日益深入，目前新能源车已经走进岛城居民

的生活，截至2021年底，舟山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约4400辆，仅占全市汽车总保有量的1.6%。

建成公共充电站 140座，公共充电桩约 1500

个，但分布区域以政府、医院、图书馆等相对

集中公共区域为主。

（三）绿色建筑推广情况分析
绿色建筑作为现代城市低碳发展的显著

标志，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

健康、舒适和高效的使用空间。舟山自2015年

开始绿色建筑项目数量得到快速发展，“十三

五”期间累计实施绿色建筑面积1611.6万平

方米，但高星级绿色建筑总体占比仍较低，与

宁波等地差距较大。

（四）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的认知与行为模
式分析

本课题设计了调查问卷，从低碳认知入

手，针对居民低碳生活方式改变的总体意愿，

最后归结到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的行为模

式，探究居民低碳生活方式改变意愿的影响

因素。本次调查采用线下调查，共收集有效问

卷354份，覆盖新城、定海、普陀、岱山、嵊泗区

域内各职业各年龄阶层的居民（各年龄段分

布均匀；男 /女：40%/60%；各职业均有分布），

样本结构基本符合调查需求，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

1.认知和改变意愿调查。数据表明舟山

居民对低碳概念的总体认知程度较高，但在

“碳达峰碳中和”和“低碳生活”这两个概念上

差别较大，选择“没有听说过”的占比分别是

32%和10%。居民低碳生活方式改变意愿调查。

数据表明居民改变生活方式的态度较积极，

在回答“您会积极响应低碳生活吗”时，绝大

多数（90%）居民都愿意使自己的生活方式

朝低碳方向转变，这一数据与认知调查数据

相近。

2.低碳行为模式调查。表示“完全愿意”

或“愿意”选购低碳服装（麻、棉、丝等天然面

料制成的衣物）的人数占比约89%。仅65%左右

的居民选择“愿意”和“完全愿意”在用餐时自

备餐具，相当一部分居民仍以方便为由使用

一次性餐具。在问及是否愿意“在家里准备

‘一水多用’的提桶”时，有约 81%的居民选择

“完全愿意”或“愿意”。“愿意”和“完全愿意”

选择“短距离出行优选步行、骑行”的占比高

达93%。但表示“愿意”和“完全愿意”选择“通

勤出行优选公共交通”的比例则明显下降

（72%）。超过 92%居民表示“愿意”和“完全愿

意”执行主动把夏季的空调温度调到26℃以

上，不用电器的时候会主动切断电源等低碳

行为，表明节能意识已深入人心。超过 88%居

民表示“愿意”和“完全愿意”外出自带水杯，

购物自备环保袋，邮寄重复使用快递箱。

（五）城市低碳环境建设分析。建设低碳
环境的核心是加强生态建设。近十年来舟山

城市园林绿地和公园绿地面积呈逐年稳步上

升趋势，2019年荣获国家园林城市，2022年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1.78%，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16.7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在

90%以上，有效增加了城市碳汇水平。

二、舟山构建低碳生活存
在的现实困境

（一）公众低碳生活观念与行为实践的非
一致困境

构建低碳生活方式的最终目的并非止于

认知层面，而是引导人们将已形成的绿色健

康文明的认识和观念转变为稳定的行为习

惯，实现由“知”向“行”的转换。然而，在实践

中人们的低碳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行为选择

却存在脱节的情况。本次调查显示相较于舟

山居民低碳生活概念认知（90%）来讲，在部分

衣食住行上表现出的实际低碳行为则比较一

般。同时不少学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公众在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中还存在全方位性不足、自

觉性比较低和参与度较低等问题。可见，认识

与实践并不具有天然的统一性，受到经济发

展水平、利己主义价值观、制度约束等因素的

影响，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也不具备完全指

导和掌控公民绿色实践的能力。

（二）以高碳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及观念难
以转变困境

近十年来，舟山人均GDP处于全省乃至全

国前列，居民可支配收入也逐年提高。一方面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社会生活节

奏的加快以及电气化、机械化、自动化技术的

发展，日常生活更加依赖高能耗、高排放的动

力技术系统，有研究表明，我国居民年人均生

活用电量仅为美国的17%、欧盟的33.2%、韩国

的54%，在居住和出行领域还有较大的电气化

潜力，家庭能源消耗还会增加。另一方面岛城

居民生活更加倾向于以便利为目的，形成了

以高碳消费偏好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如：叫外卖

次数不断攀升、餐桌上肉食比例较高、频繁更换

电子产品、短距离私家汽车代步频率高、纸巾使

用量大等，诸如此类广泛存在并且高碳的生活

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

（三）城市低碳生活方式的制度支持薄弱
困境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生活方式的形成与发

展，还是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供给和需求，都离

不开特定制度框架所形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虽然实现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但在相应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方面缺乏必

要的支撑和扶持。地方政府不仅是区域内经济

增长的责任人，还是生态环保的监管主体，面对

“双碳目标”，政府存在一些相互冲突和矛盾的

目标激励，特别是在像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绿

色转型更是受到了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严重掣

肘。另外，作为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主要政策工

具，财税和金融的激励支持也亟待健全和完善。

当前舟山现有的政策指导和限制多数规范了政

府和企业的行为，但并不适用于一般公众，对居

民落实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

机制，导致低碳生活方式没有普遍被居民自愿、

主动接受并养成习惯。

（四）低碳生活方式的供需发展滞后困境
从供给来看，近年来舟山清洁能源不断发

展，“十三五”期间，舟山天然气消费快速增长，

可再生能源消费增长了3.6倍，但2020年末两者

之和所占比例仍不超过2%。要在2060年实现碳

中和目标，清洁能源所占比重必须大幅提高。从

目前看，清洁能源技术发展仍面临一系列困境，

从供给侧角度看，舟山低碳之路还有很长。从需

求侧来看，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对于能源的消

费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近年来能源使用效率

在不断提高，但能源需求量却有增无减，尤其是

以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为代表的高耗能产业。舟

山高城市化率、私家汽车的高保有量以及新能

源车的低比重带来的能耗以及碳排放量势必不

断上升，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将是很大的挑战。

三、“双碳”背景下舟山低碳
生活路径建议

作为海岛城市，既应考虑碳减排和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双重目标，首先坚决破除“低

碳生活意味着要过‘苦行僧’日子降低生活品

质”观念，再次不为实现“双碳”目标而牺牲人民

生活质量，更多通过理念引导、技术进步、政策

体系等手段，统筹处理降碳和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关系。

（一）以低碳目标为导向支持产业转型
1.大力推进能源结构清洁化。针对能源的

使用现状，采用行政手段限制煤炭的使用量和

降低标准煤耗率，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一方

面高效发展清洁煤电，同时加快推进智慧电厂

建设，鼓励其耦合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加快布

局建设天然气发电，因地制宜开展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站建设。

2.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全面发挥舟

山自然资源禀赋，打造百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

地，推动建设海上风电+海洋能+储能+制氢+海

洋牧场+陆上产业基地的示范项目。深挖太阳能

资源潜力，推进县区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重

点发展集中式光伏电站，利用滩涂、养殖鱼塘等

资源建设渔光互补、农光互补等复合式光伏电

站。继续推进潮流能发电，加快氢能推广应用。

3.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政府应当从两方面

出发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一是通过适当的税

收减免政策让企业主动投资和直接参与研发；

二是以政府为主体直接资助和控制研发，企业

参与合作。

（二）以低碳生活消费理念构建新的价值
导向

1.社会公众宣传的角度。充分利用现代传

媒载体，生动、立体化地进行绿色低碳生活宣传，

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易于接受的语言，将绿色低

碳生活方式理念灌输到公众的心里，通过全民生

态文明线上知识竞赛奖励活动和志愿者招募，发

布科普宣传动画，将思想意识转化为动力，使群

众重新审视生活习惯，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大众化的文艺、文旅作品，

制作文创产品和公益广告，持续做好世界地球

日、世界环境日、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

全国生态日等主题宣传，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更加

深入人心。

2.政府引导的角度。要积极宣传推广相关低

碳政策和借鉴国外低碳社区相关经验推行低碳

社区生活试点扩大其影响力。舟山可先推行低碳

社区试点，形成由政府引导，企业和居民积极参

与的一种示范性效应；充分调动企业与市民参

与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由试点拓展到全市，形成

全民低碳。该试点可以从社区建筑的改造，节能

灯具的使用到出行的交通方式，再到社区居民的

低碳意识理念等多方面出发来构建，让人们从生

活中去感知低碳。

（三）以低碳社会为蓝图构建城市基础设施
1.构建多样化公共交通体系。加快运输装备

新能源化，在港口和机场服务、城市公共交通、物

流配送、邮政快递、环卫等领域率先使用新能源

车辆，力争到2025年新增社会车辆新能源比例达

到20%，到2030年将在40%。

2.加快充电设施建设。支持居民区、能源服

务站按需配建充电设施。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信息

智能服务平台，鼓励采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监管

手段，保障充电桩计量准确，布局广泛系统合理，

满足群众放心充电需求。开展加氢站试点，探索

氢能汽车示范。

3.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低碳化。推进既有交通

设施低碳改造，推广环保节能设备材料、可再生

能源的应用，打造绿色公路、绿色机场、绿色港

口。加强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大力发展自行

车等慢行交通，以及网约车、共享单车、汽车租赁

等共享交通模式，力争到2025年城市主城区公共

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在40%以上。

4.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推进既有民用建筑严

格落实建筑能耗定额制度，减少低效用能设备设

施使用，提高建筑用能电气化水平。新建建筑全

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提高节能绿色低碳设计

标准和节能率。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广装配

式装修，推广绿色建材应用及绿色施工。大力推

广新建住宅太阳能光伏发电建筑一体化技术产

品、太阳能光热技术产品与空气源热泵热水技术

产品。

（四）以低碳行为规范化建立激励惩罚机制
1.建立数字化碳普惠激励机制。碳普惠大数

据平台将使用者每日登录、步行积分、骑车出行、

夜间加油、公交出行、光盘行动等绿色生活积分

载入APP积分系统，累计碳积分通过兑换现金、抵

扣共享单车骑行费用、享受点餐优惠、兑换优惠

券或电影票、购买打折商品等形式，给予绿色生

活激励回馈。通过数字化碳普惠的带动作用，引

导公众开启低碳生活，逐步培养低碳生活习惯，

从根本上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使之成为公众

自觉主动的选择。

2.建立不合理消费严惩机制。坚决制止餐饮

铺张浪费行为，制定出台《餐饮反食品浪费行为

规范》等相关惩罚标准，组织志愿者成立“光盘

行动小组”，对餐厅进行不定期检查，发现浪费现

象，采取曝光、通告和罚款等方式予以惩戒，对

“光盘行动”消费者，给予合理优惠。餐饮经营者

不得设置最低消费额，不得诱导消费者超量点

餐；外卖平台明确标准餐品规格、参考分量、口

味、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推广小分量、多规格餐

品或套餐。对水电煤阶梯价格机制进行适当调

整，逐步培养节水节电生活习惯。

舟山市环境科学学会《海洋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的舟山实践与思考》课题组

“双碳”背景下城市低碳生活路径研究
———以舟山为例

当前，碳排放量日益增加与不断累积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已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存造成深刻影响。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

CO2排放国，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CO2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

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有研究表明，城市在带来就业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全球80%的温室气体排放和75%的能源消耗，城

市居民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城市的形态与面貌，也成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