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庄严承诺。在全球尺度上，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为双支柱的国际共

识文件为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广泛、统一且具体的国际支撑。

然而，随着 CO2、CH4 等温室气体引发的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冰川融化等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

峻，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影响。因此，亟需从地球系统科学视角，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及技术，开展

“双碳”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研究。本期《地球环境学报》刊登的 16 篇论文，呈现了“双碳”

目标与可持续发展在不同空间格局、时间序列及组织层次上的发展规律、作用机制以及情景模拟、政策

调控、区域实证等方面的新见解和新观点，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气候、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理论依据与科学支撑。

我国是全球主要的 CO2 排放国之一。为了控制碳排放，认识大气 CO2 的来源和全球碳循环过程十分

必要。曹佳璐等认为氧同位素异常（Δ17O）是研究 CO2 相关问题的新兴示踪工具，其详细阐述了Δ17O在

估算平流层向对流层输入的 CO2 通量和全球生产力以及区分大气 CO2 不同来源方面的应用，可加强人们

对大气 CO2 不同来源过程的认识，对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理论支撑。

人为 CO2 排放导致的气候变暖严重威胁着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等，是当今人类面临的

重大全球性挑战。控制以 CO2 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越来越得到国家、社会和相关企业的重视。其中，行

业作为碳排放的基本单元，是开展碳减排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刘亚莉等通过梳理与总结不同行业碳排放

的现状，对行业进行碳排放量测算和影响因素分析，探索出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和增加碳汇及对居

民低碳消费倾向的引导和培养为导向的碳减排路径。工业生产作为我国的主要碳源，如果工业企业能主

动承担碳减排任务，披露碳排放信息，这将为我国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强大助力。郭四代等以制

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客观评价了制造业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发现 2018 — 2020 年我国制造业企业

的碳信息披露质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偏低且不同企业间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存在

较大差异。火电行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源头之一，还面临着削减大气污染物的任务。李方一等对安徽省

现役火电机组的计划退役与有序退役方案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有序退役方案使安徽省火电机组退役时间

平均提前约 5 a，在 2060 年碳中和之前可实现现役机组全部退役。交通运输作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预

计 2030 年其碳排放量达到 41%。谭叶拓等对江西省 11 地市公路行业碳排放的空间差异与关联进行分析，

发现江西 11 地市公路运输碳排放整体上呈空间随机分布，不存在全局的空间聚集性，且局部空间聚集特

征不断变化。农业作为第二大碳排放源，其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已达到全球人为温室气体总量的 30%。

冯颖等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发现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陕西省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

长趋势，且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是陕西省农业碳减排和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张丽

华等以浙江省台州市为研究区，评估台州市及其分区水稻田温室气体排放的构成、分布及其变化趋势，

发现台州市三种类型水稻单位面积碳足迹均有上升趋势，但不同地区稻田温室气体排放有所差异。旅游

业碳排放作为全球人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具有较强的可调控空间。陈南羽等研究发现旅游活动低

碳化已成为全球旅游可持续及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根本要求，其从国家 — 政府机构 — 旅游者三个不同

维度解析低碳旅游内涵。

推动低碳城市建设、低碳乡村建设是现阶段“双碳”目标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从不同视

角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对探寻低碳治理路径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刘贤赵等从城市空间形态视角出

发，通过梳理与总结近年来城市空间形态与碳排放的关系，指出未来还应编制规范的城市层面碳排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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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以提高测算精度、拓宽城市形态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尺度。徐月萍等从村落视角出发，通过识别邑西

里村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要素，构建村落尺度上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核算框架，发现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

于居民生活，其次分别为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和畜禽养殖。肖金存等从边坡防护工程视角出发，提出了

适合黄土边坡防护工程的“三层次、四阶段”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评价体系，并构建了黄土边坡防护工程

的碳排放评价模型。杨阳等从土壤碳储量视角出发，系统总结了黄土高原土壤碳储量与固碳效应的研究

进展，同时概括了土壤碳储量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黄土高原土壤碳汇效应在我国的碳平衡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贾玉婷等从生计视角出发，在辨明农户生计转型路径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

的人均家庭碳排放存在差异，且农户生计转型能够降低人均家庭碳排放量。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 CO2 排放国，从不同尺度识别能源消费来源，探寻控制能源消费

总量、提高资源城市转型效率的可行路径，对于实现碳减排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意义。付博

等从市域尺度出发，基于工业、生活、交通及农业四个方面对潍坊市的能源消费进行计算，发现能源

总消费量在各区域间具有差异性，呈现不同的热点分布特征，且核心城区的能耗需求强烈。李宏庆等从

村域尺度出发，对河南省和山东省的农村地区能源使用量、结构和环境效应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居民

家庭的能源消费特征显著，各调研村主要以商品性能源为主，还发现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和炊事供暖是影

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方杰等通过探讨陕甘宁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发现

2011 — 2020 年陕甘宁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具有显著的时间和空间差异。

希望本期专辑的出版，能让更多读者了解我国“双碳”目标下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问题，吸

引更多学者为未来碳减排、低碳化发展建言献策。最后，衷心感谢本期文章的所有作者和审稿专家，有

你们的热情付出才有本期的出版！

特邀编辑：苏  芳，西北大学

薛  冰，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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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简介

苏 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智库专家、

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地球环境学报》 青年编委、 中国地质学会人类世研究分

会委员、西安市知识产权智库专家、西安市科技专家等。主要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中国科学》 《中国软科

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农村经济》，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Energy 等

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 3 部， 曾获陕西青年科技奖、 陕西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项。

薛 冰，理学博士，洪堡学者，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产业生

态研究组组长，辽宁省环境计算与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主任。以“人地关系分析与区域发展

治理”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兴趣包含城乡物质循环与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协同效应

以及多源数据驱动的城乡人地系统分析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课题 20 余项以及来

自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等国际项目 10 余项。先后获国家软件著作权 22 项，合作发表文章 

230 余篇（SCI / SSCI 收录 81 篇，SCI 他引 1200 余次）。 曾获“2019 年度中国地理学会科学

技术奖——青年科技奖”等多项奖项。

牛振川，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杰出青年，兼任陕西关中

平原区域生态环境变化与综合治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副站长。主要从事 14C 环境示踪

和大气污染物相关研究，14C 示踪碳排放的研究引起国内相关部门关注，先后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4 项，并作为核心骨干参与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2 项，在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Environmental Pollution、Atmospheric Environment、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和

《中国科学院院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获实用新型专利 4 项。

文 琦，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干

旱区分会副主任委员、宁夏乡村振兴智库首席专家、宁夏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议评审专家等学术职务。主要研究能源贫困与资源优化

配置，乡村人口、资源与环境、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

省部级项目及国家乡村振兴局、宁夏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委托的项目 40 余项，在《地理学报》

《生态学报》《地理研究》，Journal of Rural Studies、Land 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30 余

篇，出版专著 2 部，曾获宁夏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宁夏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三等奖等。

石 磊，工学博士，南昌大学特聘教授，流域碳中和研究院院长，中国生态学学会产业生态专

业委员会主任，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副主编。曾任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联合

主编兼亚洲办公室主任， 第十届产业生态学国际大会主席（2019）。 主要从事产业生态学研

究，研究兴趣包括工业生态系统复杂性、流域碳中和与生态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