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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温室效应恶化，保持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出现了许多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其

中低碳社区作为低碳经济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并且也取得

了不菲的收获。本文对这些成果进行综述，阐述低碳社区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低碳社区概念的提出与

确定、低碳社区建设的影响因素、低碳社区的评估体系指标研究、低碳社区建设的案例研究等，以低碳

社区的概念界定和案例建设为中心任务，总结低碳社区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

局限性，并依此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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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global climate warming effect and maintain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low-carbon econom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ow-carbon economic urbanization, low-carbon commu-
ni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by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s also achieved 
considerable harvest. To review these results, the paper expounds all aspects of the low carbon 
community research,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low carbon community and determination, the in-
fluence factors of low carb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low carbon community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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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research, case study of low carbo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tc. To define the concept of low 
carbon community and case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ask,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low carbon community research, ana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xist-
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key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Low-Carbon Economy, Low-Carbon Community, Concept Definit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全球温室效应继续发展，极端恶劣天气频现，人类逐步意识到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性。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生存的重大挑战，研究表明，人类生产生活消耗大量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

是温室效应的主要成因。为了有效降低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世界各国都在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应对。以我

国为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重大战略

目标。美国做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英国则是计划在 2035 年之前减小 78%的碳排放并实现碳中

和等等，截止目前，已有大约 130 个国家承诺 21 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1]。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应运而

生，随之衍生出的低碳建筑，低碳金融，低碳社区等概念也相继而来。 
低碳社区将是未来低碳城市的建设重点，社区是城市的一个缩影也是城市的重要细胞，人们的生产

生活都要以社区为主要场所展开。当前我国正处于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上升期，其中对居住条件的

要求也在不断提高，那么如何在满足人民高水平生活的前提下更好地建设低碳社区，是当前重点要解决

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低碳社区的概念进行界定，对低碳社区的指标评估进行细化，对低

碳社区的建设方案进行对比，以此为据，为低碳社区的下一步研究明确方向。 

2. 低碳社区概念的提出与概念的界定 

“低碳”概念[2]最早是由英国贸工部 2003 年提出的，是指更低或者较低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社区”

一词来源于费孝通先生 1948 年发表的论文《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之后学者开始纷纷使用这一名

词，关于社区的定义众多，其中杨芸等[3]认为社区是涵盖了人和自然、社会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随着气候问题的日益显现，低碳社区逐渐受到学者关注。虽然低碳社区的概念出现是在低碳经济出现以

后，但是最早研究低碳社区的可以追溯到 1971 年的人与生物圈计划[4]。目前，低碳概念的官方概念在我

国是没有的，各个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不同的维度对低碳社区进行了阐述，辛章平等[5]认为低碳

社区是指将所有生产生活产生的碳排放达到最小，同时构建碳消耗的生态设施，达到碳排放最低或者零

的目标。黄文娟等[6]认为低碳社区是社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按照低碳经济的模式进行运作。李志英等[7]从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入手，认为低碳社区是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改变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从而达到减小碳

排放的目的。吴俊仪[8]以城市结构的细胞入手，指出低碳社区结构与密度按照城市的规模进行碳排放的

设置，以此进行低碳社区的建设。综合上述文献，本文认为低碳社区的概念是指：社区的生产生活碳排

放达到最低的前提下，也要构建消耗碳排放的生态设施，以此达到碳中和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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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社区建设的目标规定以后，还需要对影响低碳社区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相关学者的研究

如下：Mohamed 等[9]从政府领导对低碳社区建设的角度入手，使用 Spillane (2001)理论和 Gronn (2000)
方法来研究低碳社区建设中的政府领导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府领导与低碳社区建设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需要政府参与来加强社区参与。Mcanulla 等[10]以印度加尔各答的低碳社区为研究重点，探讨社会、

经济和气候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一致？研究结论认为：如果按照既定计划实行，到 2025 年，加尔各答的

能源账单可以减少 8.5%，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减少 20.7%；但是低碳社区的发展会增加社会运行成本，经

济成本较大。但是居民若与政府配合的话，则会一定程度降低社会成本。Rashidi 等[11]提出现行的市场

经济体制之下，企业对于居民低碳行为的作用越来越强大，尤其是企业发布的一些低碳方面的债券等金

融产品对低碳行为的重要性也较大。国内方面，与国外类似，也是从政府、居民和企业的角度进行低碳

社区建设的影响分析，如纪晓岚等[12]认为企业补充了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企业本身具有的

低碳社区建设的技术而政府部门并不一定具有，企业拥有的物质和经济资源更能促使居民低碳行为的发

生。石龙宇等[13]指出政府出台的低碳行为政策对于居民的低碳行为具有指引作用，但是问题出在现有的

政府政策并不完善，无法有效的促使居民的低碳行为。景璨等[14]以斯德哥尔摩皇家海港为例探讨了政府

主导下城市棕地向低碳社区转变的历程，认为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整合政策和制度和创新三方面的

优势，更好的促进低碳社区的转变。陈泽宇[2]拓展了原有的政府、企业对居民低碳行为的影响，认为居

民本身才是低碳社区转变的主体，更加关注居民本身行为对低碳社区建设的影响。综合上述文献，本文

认为低碳社区的建设的主导应该是政府，主体是居民本身，企业补充政府的作用起到中介作用，三者共

同合力影响低碳社区的建设，三者协调一致才能更好的促进低碳社区的建设。 

3. 国内低碳社区研究的整体情况分析 

在知网上将“低碳”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截止到 2022 年 2 月 17 日，共有期刊为 119052 条，将“低

碳社区”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截止到 2022 年 2 月 17 日，共有期刊为 668 条，占比约为 0.5%。接着把

2006~2021 年作为研究年限进行检索，年度发表篇数见图 1。 
 

 
Figure 1. Number chart of annual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Low carbon Community” sub-
ject retrieval study from 2006 to 2021 (Photo source: CNKI) 
图 1. 2006~2021 年“低碳社区”主题检索研究年度发表篇数图(图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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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1 可以看出，关于“低碳社区”研究的发表趋势图自 2006 年开始到 2011 年呈现逐年上涨的

趋势，之后 2012、2013 两年逐年下降，到了 2014 年达到发表的最高峰，达到 80 多篇，之后逐年下降，

虽然 2017 年略有上涨，但是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 2006 年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逐

步提升，生活质量上正在实现从量到质的变化，低碳社区的研究逐步成为热点问题；而 2014 年达到巅峰，

可能是因为 2012~2013 年的国内雾霾天气频频出现，导致人们对于低碳社区有了新的想法，出现了研究

的高峰。之后逐步回归理性常态化的研究。为了深入的再了解“低碳社区”的研究范围，基于上述的分

析结果，再对“低碳社区”为主题进行分类检索，研究与低碳社区相关的各个领域，从结果来看，与其

相关联的主题多达 20 个，其中低碳社区建设、低碳城市、低碳经济与低碳理念位于前列。低碳社区的研

究集中在国内的北京、南京以及广州等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偏少，说明低碳社区的研究上，发达省份

的研究意识强烈，但是欠发达省份的研究不强，这可能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4. 低碳社区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关于低碳社区的评估指标研究，国外的研究与政策颁布先于国内，无论哪个国家的低碳社区评估指

标研究，都注重政府、社区与居民对于低碳社区的导向作用。现就国家颁布的评估指标体系和学者们的

研究两类进行分析：国家颁布的评估指标体系① 英国建筑物环境评估体系是覆盖全球 40 多个国家的绿

色建筑评估体系[15]，2009 年又发布了针对社区的版本，简称为 BREEAM-Communities，该体系坚持社

会、经济和环境的均衡发展原则，具体内容项包括环境与资源、经济评估等五个方面，其中能源方面的

要求最高，严格设置社区碳排放量低于 40 kg/m2年。最后按照五个方面的综合得分划分为不通过到杰出

六个层次[16]。② 美国的《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是世界范围内商业化最成功的低碳社区评估指标体系，

被应用到全球 114 个国家。该体系强调以人为本，关注社区环境与社会学和生态学等的协调效应，分指

标包括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内容，进而按照重要性赋予不同权重，最后以 46 分为合格分数进行判定[17]。
③ 日本建筑物综合环境性能评价体系于 2008 年颁布，以环境和社区的关系为重心，但是该体系的覆盖

指标较多，操作性也较差，市场占有率也较低[16]。而我国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国家发改委在 2014 年

颁布的《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工作的通知》是一项政策层面的具体指导，在此指导下，低

碳社区的试点工作开始推进。学术研究层面，赵思琪[16]将国内外相关低碳社区评估体系进行类比分析，

综合判断，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形，构建出符合我国情形的低碳社区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基于“人–建

筑–环境”三层次，依据专家咨询选择最有代表性的 15 个指标，确定指标权重，该方法可行性强，指标

制定合理，具有一定的推广性。董锴等[18]在探讨低碳社区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三个一级指标和十六个

二级指标的低碳社区评价体系表，并且运用多层次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天津外壳假日风景社区进行了实

证，得出该小区属于低碳 II 级的结论。付琳等[19]构建包含低碳理念等四个一级指标，32 个二级指标的

低碳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方法，采用社区问卷调查法对该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完善和验

证，并对如何应用提出建议。综合上述文献发现，低碳社区水平的评估的指标体系学者们多有涉猎，具

体细节存在些许差异，但是均设计人与自然与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在具体实证环节，由于数据

的难以量化，导致有些指标体系操作较难，那些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结论虽然不一定精准，但是也能为

低碳社区的评估提供思路，为建设低碳社区提供参考。 

5. 低碳社区研究的热点分析 

低碳社区建设的案例分析是低碳社区的热点问题，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点：王芳等[20]通过对

英美两个低碳社区成功建立的案例进行分析，从中发现基层组织在成功构建低碳社区的重要性，文章认

为根据具体情形，将基层组织行动能力和生态责任和社区能力有机融合在一起，有助于增强低碳社区的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2045


张瀚予 

 

 

DOI: 10.12677/sd.2022.122045 416 可持续发展 
 

成功建立。赵杰红[21]总结了上海闵行推进低碳社区的经验，归纳为行政主导、科学规划、营造氛围和创

新管理四个方面的经验，此外，志愿者的重要作用也不难忽略，引导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可以

充分发挥居民的主体地位，深化低碳行为。陈凯芳等[22]分析了英国最具有代表性的 LCCC 项目，进行

案例研究，分别就公众参与度、具体实施模式以及新兴配套技术三个成功经验层面进行研究，但是也就

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文章最后谈到了 LCCC 项目对我国的相关启示。朱雪梅等[23]就广州居住区碳

排放的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单位访谈和入户调查，得到第一手数据，得出广州社区的电耗碳排放

比例最大，其次是交通和食物。文章通过掌握碳排放的数量现状以及结构特征，使得低碳社区的建立更

具有针对性，对广州同类型的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吴丽娟等[24]对瑞典哈路滨湖城、德国弗班

社区、英国贝丁顿社区和丹麦太阳风社区进行案例分析，就政府和居民的参与程度进行区分，总结其成

功经验，从目标设置、建设规划以及管理运行等方面对我国的低碳社区建设提供思路。付琳等[25]分析了

我国北京、上海的低碳社区案例，从低碳理念等六个方面，梳理了我国在低碳社区试点建设方面的行动

与做法，提出了缺乏减排效果评估等三类问题，提出国家做好顶层设计等建议。郭应军等[26]梳理了中国

南方石漠化地区 8 种典型农村低碳社区模式，运用投入产出法评价低碳社区的经济和生态效益。文章认

为，中国南方石漠化地区的低碳社区建设无法形成统一模式，各地区的低碳社区建设应考虑当地的产业

结构与人口分布等具体地区因素，不能搞一刀切模式。最后提出了从中央政府到社区农户 5 个层面的低

碳社区建设建议。通过分析上述文献，我们发现，各地低碳社区的案例分析结论和关注点少有区别，随

着研究的深入和计量方法的进步，案例分析也从研究报告类型的文章转到具体量化的经济和生态效应，

在下一步研究的时候应该综合以上方法的优点，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最后进行完整分析报告。 

6. 存在问题 

1、国家低碳社区试点建设的实施主体。低碳试点社区的工作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分布，如多数

试点社区在低碳宣传活动、倡导绿色出行、节能改造、改善交通配套设施、建设雨水回用收集设施、开

展餐厨垃圾处理、拓展社区绿色空间、美化社区环境等方面参与度和行动深度较高，但在碳排放评估和

碳盘查、制定低碳改造方案和低碳发展目标、能源计量改造等方面的行动却鲜少开展。其中，参与度较

低的工作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工作实用性较低、缺少减碳效果评估、工作任务超出社区工作能力。 
社区试点主要面临着低碳认知不足、基础能力不足、缺乏长效资金支持、缺乏有效指导等问题。其

中，低碳认知不足，表现在社区工作者对低碳发展和低碳理念的理解还不够准确，导致实际碳减排效果

不明显。基础能力建设不足，表现为多数试点数据统计能力薄弱、基础数据缺失，工作人手不足且缺乏

系统培训。长效资金支持机制缺失，制约着相关创建工作的开展，并削弱了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持续

性。缺乏有效指导，主要原因包括国家顶层设计不充分、尚未建立试点工作评价考核机制，评价标准和

技术导则缺失等。 
2、省级低碳社区试点主管部门。部分省(区、市)没能充分利用低碳试点先行先试、引领低碳建设的

大好机会，也丧失了国家创建试点的意义。例如，大部分地区并未大胆先行先试，制定地方层面的试点

建设指南和评价方法，缺乏对试点降碳工作的量化分析，导致省级示范遴选工作进度严重滞后。部分地

区未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削弱了试点社区的工作积极性，提升了低碳工作推广难度。多数社区没有建立

起社区碳排放管理体系，未能对社区碳排放进行跟踪评价，导致社区降碳措施针对性不强、降碳效率低。 
3、国家低碳社区试点主管部门。国家对于低碳社区试点建设的目标、评估、考核、示范的政策设计

尚不清晰，缺乏 2020 年后的长期政策考虑，导致省级层面无法进行中长期工作部署，降低了工作积极性。

国家缺乏对社区试点建设时间节点的引导与把控，导致各省(区、市)的试点启动时间分散分布在

2014~2018 年，差距大，不利于后期示范社区的遴选和经验推广。国家尚未形成试点申报、试点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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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示范评选、国家示范评选、经验推广的低碳社区试点工作机制，试点建设的技术目录和细则、评价

标准等支撑性政策也尚未出台，制度设计尚需与其他类型低碳试点相协调。 

7. 推动低碳社区建设工作的建议 

1) 国家主管部门应做好顶层设计，规范引导试点建设。加快低碳社区评价标准和技术导则的制定出

台，加强对社区在低碳技术、低碳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培训。加快研究制定低碳社区相关评价标准、

技术导则、社区示范遴选的相关指导性文件，开展国家或者省级社区低碳建设技术培训，明确社区层面

适用的低碳技术种类、范围与实施细则要求。加快制定社区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构建社区碳排放数据

统计核算体系和常态化的碳排放数据统计机制。探索建立社区碳排放统计核算的方法学，明确社区能源

消费和碳排放量的温室气体种类、测算边界、能源利用类型，合理设置碳排放因子，规范数据来源，明

确数据提供单位的职责分工。探索建立常态化的碳排放数据统计机制、动态监测、控制社区碳排放情况，

探索形成降碳减排的长效机制。 
发挥国家主管部门统筹协调的积极作用，注重与有关政策的融合协调。国家主管部门应充分发挥部

门间协调统筹作用，通过出台相关指导文件给予必要的支持与指导。加强国家低碳试点城市与低碳社区

试点在建设规范、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等方面的协调，加强国家低碳社区试点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的协调。建立完善的低碳社区试点工作评价考核制度。完善试点遴选、监督、考核验收、经验推广

的工作流程，建议研究发布低碳社区试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制定试点评价考核工作方案，鼓励

先进、督促后进，对于符合评价标准的授予“国家示范低碳社区”称号。搭建交流平台。围绕低碳社区

建设工作，开展片区或点对点地方培训，对低碳社区建设意义与实际做法进行宣传普及。及时总结现有

各省(区、市)在组织低碳社区试点创建、推进低碳社区试点工作、社区建设与运营等方面的好的经验做法，

促进经验分享和交流，加强指导。 
2) 地方主管部门应完善配套政策，做好社区低碳建设支撑工作 
创新投融资机制，精准支持低碳社区建设。省级相关部门应明确“给予低碳社区建设相应资金支持”

或“优先考虑低碳社区试点”的政策支持。提倡相关社会资金的适度灵活使用。鼓励省级、市级相关部

门设立低碳社区建设专项资金，或将相关资金用于低碳社区建设，以财政补贴、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

方式加大对低碳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提倡与金融机构共同探索构建适应社区工作特点的投融资机制。

创新投融资机制，精准支持低碳社区建设。省级相关部门应明确“给予低碳社区建设相应资金支持”或

“优先考虑低碳社区试点”的政策支持。提倡相关社会资金的适度灵活使用。鼓励省级、市级相关部门

设立低碳社区建设专项资金，或将相关资金用于低碳社区建设，以财政补贴、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

式加大对低碳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提倡与金融机构共同探索构建适应社区工作特点的投融资机制。 

鼓励试点先行先试，鼓励地方领先于国家出台适用于本地区的地方评价标准、技术导则，协同推进

各类低碳试点建设工作。鼓励省级主管部门开展有关评价标准、建设技术导则的研发、制定和发布工作。

鼓励有条件的省域探索开展辖区内低碳城市试点、低碳园区试点、低碳小城镇试点与低碳社区试点建设

的协同推进。适当发挥对建设资源的调配作用。地方主管部门应及时跟进社区试点建设进展，充分了解

社区工作的难点和需求，加强对相关建设资源和资金的引导与信息分享，在充分协调沟通、了解试点需

求的前提下，适当考虑试点间资源的调配和互换，提升试点相关资源的利用效率。 
3) 试点社区应因地制宜推进工作，勇于探索创新 
充分认识社区低碳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升工作积极性。结合《关于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工作的通知》

和《低碳社区试点建设指南》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低碳理念融入社区规划、建设、管理和居民生活的深

度，正确认识低碳社区试点建设对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探索控制碳排放水平的有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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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努力提升社区工作进展与成效的量化水平，充分挖掘各项社区工作的“低碳元素”，以“低碳”引

领相关工作的开展。以“低碳社区试点”创建为契机，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实现“居民自治”的良性循

环。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我们发现低碳社区的相关研究理论和内容均十分丰富，为本文以及以后的研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得到改善。结合国家最新提出的“双碳”目标，

本文下一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继续完备和修改低碳社区概念，内容上包含低碳社

区的具体表现，内涵上包含低碳社区的理念，并且经过专家反复讨论，斟酌，最后确定低碳社区概念。

第二，继续完善低碳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考虑科学性、完备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构建最优化的低

碳社区评价指标系。第三，深入分析低碳社区成功案例，从创立的源头到具体的实施到低碳社区的效果

评价，逐步进行详细分析对比判断，在低碳社区试点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成熟的指标体系。切实围绕“因

地制宜、量力而行”的试点创建要求，避免低碳技术的盲目引进。试点地区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和条件，

在充分论证可行性与预期实施效果的前提下开展相关建设工作，避免开展不适宜在本地区开展的建设活

动，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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