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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气候变化现象具有全球性的贡献和影响。科学家们一致认为，2°C 的全球变暖挑战可通过多

个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协调行动来应对。然而，由于许多不同变量的重叠，如不同地点的温度

和降水偏差，不同 RCP 和时间线下的温室气体情景，以及全球各地(特别是城市机构)正在尝

试的不同气候解决方案，地方气候治理充满了复杂性。这就需要开发智能工具，能够整合这

些广泛而复杂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以便城市政府在未来的气候倡议中做出基于证据的

决策。综合气候行动规划 2050 工具(ICLAP)就是这样一个工具，它是为亚太地区拥有 500 多

万人口的城市设计的，考虑了未来的气候变率和长期排放情景，同时系统地告知全球城市正

在寻求的气候解决方案。本研究对加强城市气候解决方案和国家城市政策以及促进国际和区

域间气候研究合作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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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ICLAP 工具为亚太地区 49 个 500 万以上人口城市而设计 
 考虑了未来城市温室气体、区域气候变率和全球最佳实践 
 该方法综合了文献计量学、统计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 
 使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城市机构能够以科学为基础制定政策 
 在能力建设和气候合作方面具有城市、区域和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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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整理的最新数据，2015 年至 2022 年是 1850 年以来最热的 8
年。2022 年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即 1850-1900 年的平均值)高 1.15(±0.13)°C 
(WMO 2022)。由于大气中吸热温室气体(GHG)达到创纪录水平，预计全球变暖和其他长期气

候变化趋势将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巴黎协定》呼吁所有国家根据切实可行的国家自主贡

献(NDC)，即各国减缓全球变暖的计划，通过协调一致的气候行动，争取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C 以内。而气候变化现象具有全球性的温室气体贡献和影响;科学家们高度一致认为，全

球变暖可以通过多个国家、部门和治理水平的一致行动来解决(UN 2015, UNFCCC 2015, IPCC 
2018)。亚太地区拥有世界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温室气

体排放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该地区还拥有世界上大多数低洼城市和脆弱的小岛屿国家。在

COP26 期间举行的 2021 年亚太气候周展示了该地区在实现全球气候目标方面面临的特殊挑战

(UNFCCC 2021)。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的强度和频率不断增加，在印度、巴基斯坦、日

本、中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引发了森林火灾、飓风和洪水。大量人口的流离失

所凸显了通过建设性和实用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该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

着三方面的挑战，即：确保经济发展以提高生活水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城市空气污染，

同时保护人口免受气候灾害的影响(Farzaneh 2019)。 
实际上，城市对自身气候状况的认知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变性和碎片化性

(Sethi et al, 2021)。作为本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回顾了七个亚太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

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 17 个城市(东京、大阪、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

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班加罗尔、金奈、新加坡、曼谷、马尼拉、悉尼和墨尔本)正在实

施的气候行动计划(CAPs)，评估了与气候变化和城市相关的政策解体和数据可用性(Sethi et al 
2022)。城市气候研究也充满复杂性，由于许多不同的变量重叠，如不同 RCPs 和时间轴下的

温度或降水偏差和温室气体情景，以及全球范围内正在尝试的不同气候解决方案和治理工

具，特别是地方一级的城市机构(Sethi et al 2021)。这就要求进行协调一致的调查，以获得能

够整合如此广泛复杂的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的决策工具，以便决策者制定基于实证的城市气

候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开发了一个综合气候行动计划(ICLAP)工具，该工具是专门

为亚太地区 500 多万人口的城市设计的，它考虑了长期气候变化和排放情景，并系统地告知

全球城市正在寻求的气候解决方案。在本文中，我们介绍了 ICLAP 工具的主要方法和分析框

架，重点介绍了其空间、统计和文献计量部分(第 2 节)。我们进一步展示了如何应用该框架

(第 3 节)来识别：(3.1)城市气候领域的全球实践；(3.2)城市层面的气候变率和未来温室气体路

径；(3.3)这些结果的区域含义；然后讨论(3.4)亚太不同城市的合理城市气候解决方案。本文

最后阐释了主要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第 4 节)，以促进亚太地区多层次的基于实证的气候治

理。 

2. 方法 

综合规划气候行动模型早在巴黎协定（UNFCC 2015）和 UNFCCC’s AR5 Report (IPCC 
2014)中就被认证。城市区域的气候变化呈现出高度复杂的模式，需要系统性的方法评估内在

的联系。在大约过去十年前，在城市气候工具和模型的准备与运用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

步。例如，在欧洲，市长契约中 30 多亿城市人口被 10774 位参与者代表。这些城市通过一个

记录了城市特征、案例研究、已完成的项目等的影像的实践型数据库，共享气候倡议（2021
年市长契约）。这个数据库对决策制定者和政策规划者传播其他城市的气候行动信息来说，

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全球范围内看，可持续发展的当地政府组织（ICLEI）为城市气候规划提

供了一些智能工具（ICLEI2021）,例如清洁空气和气候保护软件（CACP）、适应性数据库和

气候规划工具（ADAPT）和 HEAT+。最近，C40 城市开发了小型工具，支持城市更好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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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气候适应和减排在共同减缓气候引起的风险。开发实用的、多方面的城市气候评估工具是

一项高度复杂的任务。用于综合引领城市气候决策的工具必须是涵盖了跨职能部门和科学方

法的。 
方法上，城市背景下基于证据的气候规划有三种不同的方法（Sethi et al.2021）：（1）

案例分析或文献计量，包括特定背景或相似实践中的深入定性评估。（2）依赖于人口统计或

经济预测的统计分析，为低碳发展提供政策建议的能源或温室气体预测。（3）灾害管理、识

别气候适应性和弹性需求中评估气候变化和脆弱性的空间方法。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

ICLAP，一个结合了空间、统计和文献计量方法的决策制定模型，连接气候减缓、气候适应

和数据科学（APN2021）。模型采用集成的方法，采用高度系统化、透明、易使用的数字化

界面，考虑降尺度的温度和降水的气候变率（2030，2050，2080）、人为的减排情景以及城

市减排方案的后期结果(Sethi et al. 2022)，如下所示： 
1. 空间-降尺度气候情景&变率的 GIS 可视化：为了预测城市-地区规模水平的气候变率，降

雨和温度相对于常规水平的偏差会被从全球 /地方的 2030、2050 甚至是 2080 年的

MICROC6 情景 SSP245(RCP4.5)和 SSP(RCP8.5) 降尺度，最终在引领适应性的可替代选择

方面十分严格。 
2. 城市指标的趋势分析与温室气体预测：基于 2030 和 2050 年人口、经济、能源使用（交

通、农业/土地利用好、废弃物和相应的温室气体）的城市数据画像的温室气体预测（基

准情景，设定上限和下限）(for business-as-usual, with upper and low limits)将被用于支持气候

减缓目标（Fujimori et al.2014）。这对识别气候减缓措施非常重要。 
3. 文献计量——来自案例研究证据的元分析：数据抽取和机器学习被用于系统性回顾当地气

候行动的 644 个全球案例。采用谷歌学术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在

此之前，对关键政策解决方案进行元分析（Sethi 等 2021，Lamb 等 2018，Lamb 等

2019），同时对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能源、工业、交通、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

化，废弃物等）、其相对效率和实施治理模式（联合国人居署 20111 年）如法规、使能机

制、经济工具和自愿措施，进行了编码。 
对于城市人口，我们采用标准数据库，世界城市化前景：人口的 2018 年修订版

（UNDESA 2109）。土地面积、绿化面积、建筑面积、GDP 等城市数据来自全球人类居住层

城市中心数据库（Florczyk 2019 年）。对于不同城市的温室气体数据，来自全球大气研究

（Crippa 等 2018 年）排放数据库的人为温室气体记录（1970-2012）。这涵盖了来自不同生

产活动的 NOx, CO2, SO2，这些活动遵循标准行业代码/定义(IPCC 1996)，自下而上地进行，

确保一致性和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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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综合气候规划 (ICLAP) 模型 
 

3. 结果与讨论 

3.1 全球城市气候实践：通过机器训练的文献计量分析对最佳实践进行系统性的回顾发现

了世界各地城市正在实施的几种气候解决方案。在 644 项研究中，41 种解决方案中的 88 个案

例提供了估算温室气体减排潜力的定量数据。我们对减缓气候变化的需求侧潜力进行了排

名，以每项研究中定义的基准情景(BAU)为基准。结果从 5.2 到 105%不等，因此我们分四组

(从最低到最高的减排潜力)进行报告。 
最低潜能(高达 26.25%)：建筑信息系统、绿色建筑、智能电表/智能控制/恒温器、城市形

态、设计、规划、被动式太阳能设计、监测、生物质、生物质气化、能效措施、智能交通系

统(ITS)、生物柴油/乙醇、遮阳篷或窗户玻璃、热电联产或三电联产(仅限冬季)、燃料或技术

转换、无车城市、光伏太阳能、屋顶花园(高纬度地区)、能源储存-电池。植树造林和绿化扩

展，智能电网，冷屋顶（高太阳反射率和高热发热率），区域供热/供冷。 
中等潜能(26.25-52.5%)：风能、公共交通扩建、建筑、能源和交通组合解决方案

(B+E+T)、热电联产或三电联产(城市或城区)、余热回收、地热热泵、热舒适和隔热、交通导

向开发、堆肥和废物生物处理、旧建筑改造、冷屋顶、屋顶花园(低纬度地区)、组合墙/屋
顶、生命周期评估、DSM 优化、调峰/剃峰、出行需求管理优化机动性。潜力较大(52.5-

气候减缓和适应行

动的结果的机器学习和

元分析 
 

2030、2050 年 49

个亚太城市的当地能源

和温室气体预测情景 

 

空间分析: 

人口 500 万以上的

49 个亚太城市的气候场

景 

2030、2050、2080

年 RCP4.5、8.5 情景下的

降尺度的气候变率 

2030、2050、2080

年的当地降雨量和温度

异常的 GIS地图(50 km 

x 50 km 网格) 

Maps/ Shp 文件及

相关数据结构 

统计建模 

人口 500 万以上的

49 个亚太城市的人口、

经济、能源、温室气体

概况 

2030、2050 年不同

城市的增长情况预测 
 

图表&数据/CSV 文

件 

文献计量&机器学习: 

全球案例研究的系

统性回顾 
 

关键词、部门和政

策模式的范围界定与最

终确定 

元数据 & 信息/ 
CSV 文件 

基于 GUI 和 CSV 接口的数据结构整合 

ICLAP 工具：基于网络的通用平台，展示 49 个拥有 500 多

万人口的亚太城市的气候变率、当前和未来的温室气体概况，并

以全球案例研究中的现有可行解决方案为证据提供支持 
 

为评估和模拟设置的标准可定制功能 

综合气候行动规划 (ICLAP) 模型 



 
 

 

DRAFT SCIENCE BU LLETIN 

78.75%)的解决方案包括太阳能三联产 CPVT、EE + PV、PV 热能、私人和公共交通、综合废

物管理、EE + RE + EV。潜力最高的(78.75-105%)解决方案包括一些最有效的城市气候解决方

案，包括公共和私人车辆中的电动汽车(EV)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HEV)、净零排放建筑

(NZEB)、废物产生的能源(WtE/EfW)或废物转化能源。 
 
3.2 亚太地区 49 个城市气候变率与温室气体排放路径 

利用 ICLAP 模型，我们分析和报告了 49 个人口超过 500 万的亚太城市样本的气候变率

和温室气体排放路径。每个城市的结果表展示了最新数据，包括温室气体贡献、历史温室气

体路径和基于 BAU 的 2030 年、2050 年(2 种情景)的未来温室气体预测，以及分别基于中等温

室气体情景(SSP245)和高温室气体(SSP585）的 2030、2050、2080 年(2x3=6 个情景)的平均温

度和平均降水偏差的空间结果。因此，每个城市除目前的情况外，在 2030-2050 年期间出现

了 2 种温室气体情景、6 种温度情景和 6 种降水情景。简单起见，在本节中，我们分享了孟买

市的三种温度变率、三种降水变率和两种温室气体路径(在中等 SSP245 情景下)的结果。接下

来是整个亚太城市样本的类似结果列表。 
孟买:1975 年，孟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53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1990 年上升到 1020 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2015 年上升到 247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2015 年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部分来

自能源部门(48%)和工业部门(36%)，其次是住宅部门(9%)和运输部门(9%)。根据 ICLAP 模型

的估算结果(图 2)，排放量将以每年 3.9%的速度增长，到 2030 年将达到 3070 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到 2050 年将达到 394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孟买气候变率的结果表明，与中等温室气体

(MIROC6_SSP245)排放路径对应的情景在 21 世纪 30 年代(高于 1980 年基线温度)增加 0.5℃，

在 21 世纪 50 年代增加 0.7℃，在 21 世纪 60 年代达到峰值 1.0℃，并持续到 21 世纪 80 年代

(图 3，顶部)。与此同时，孟买的降水变化在长期内表现出很高的变化率，从 21 世纪 30 年代

的 200 多毫米(高于 1980 年基线降雨量)到 21 世纪 50 年代的 370 毫米，在 21 世纪 60 年代再

次下降到 200 毫米，此后在 21 世纪 70-80 年代稳定在 360 毫米左右(图 3，底部)。 
 

 
 
 
 
 
 
 
 
 
 
 
 

图 2:ICLAP 对孟买 2030 年和 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算结果(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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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等(SSP245)温室气体情景(上图)下平均温度变异的空间结果(左上顺时针:当前、2030、2050、

2080 年)；中等(SSP245)温室气体情景(下图)下平均降水变率的空间结果(左上顺时针:当前、2030 年、2050
年、2080 年) 

 

在 SSP245 情景下对整个样本的结果进行制表后(表 1)，可以观察到亚太城市的 GHG 偏差

在-0.3%(福冈)到+7.9%(上海)之间大幅度变化。所有城市的年平均温度偏差均为正，证实了该

地区的全球变暖，但其幅度从 0.011 摄氏度(雅加达)到 0.29 摄氏度(曼谷)不等。 
 

表 1:SSP245 情景下 49 个城市温室气体、温度和降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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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GHGs 
(Inc/ Dec) 
温室气体

（lnc/Dec） 

温度（中度情

景）TEMP 
med (Inc/ Dec) 

降水（中度情

景）PPT 
medium (Inc/ 

Dec) 
1 德里 5.6% 0.022 1.520 
2 孟买 3.9% 0.014 3.234 
3 班加罗尔 4.9% 0.016 0.730 
4 加尔各答 4.7% 0.021 4.246 
5 钦奈 6.3% 0.017 2.205 
6 海德拉巴德 4.6% 0.014 2.160 
7 艾哈迈达巴德 5.2% 0.018 1.372 
8 苏拉特 5.2% 0.015 1.119 
9 普恩 5.6% 0.015 3.088 

10 新加坡 4.5% 0.012 3.326 
11 曼谷 7.0% 0.029 -1.827 
12 达卡 5.5% 0.028 0.427 
13 东京 1.4% 0.021 0.705 
14 悉尼 1.3% 0.015 0.099 
15 墨尔本 1.1% 0.012 1.042 
16 北京 6.0% 0.018 0.560 
17 上海 7.9% 0.019 0.222 
18 天津 5.1% 0.020 -0.191 
19 深圳 6.0% 0.015 4.068 
20 广州 6.0% 0.017 4.672 
21 马尼拉 2.4% 0.016 -0.600 
22 雅加达 6.8% 0.011 4.115 
23 胡志明市 7.8% 0.022 -2.221 
24 吉隆坡 5.1% 0.014 2.791 
25 仰光 7.5% 0.018 2.674 
26 卡拉奇 4.9% 0.021 -1.012 
27 重庆 3.4% 0.023 1.290 

28 成都 5.2% 0.021 2.731 

29 南京 6.5% 0.019 0.696 
30 武汉 6.4% 0.016 3.825 

31 西安 3.6% 0.021 0.335 

32 杭州 5.7% 0.020 2.694 

33 香港 5.3% 0.015 4.032 

34 东莞 6.0% 0.016 4.308 

35 佛山 6.0% 0.016 5.145 

36 沈阳 4.8% 0.020 0.114 

37 苏州 7.1% 0.020 0.246 

38 哈尔滨 5.9% 0.023 -0.019 

39 青岛 6.5% 0.016 2.016 

40 大连 7.0% 0.019 0.989 

41 济南 5.3% 0.017 1.547 

42 郑州 7.2% 0.017 0.522 
43 首尔 3.3% 0.017 1.253 
44 名古屋 0.5% 0.021 -0.042 
45 德黑兰 6.0% 0.023 -0.299 
46 福冈 -0.3% 0.019 0.352 
47 吉大港 5.7% 0.020 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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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各城市的温室气体、平均温度和平均降水同时如何变化进行比较和长期展望，我

们计算了这三个指数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图 4 显示了截至 2080 年的年度增长/下降(以百

分比计算)。其中，49 个亚太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年增长 5%。谁引领了这一变化？

平均来看，除了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少数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1.1-1.2%外，增幅最大

的主要是东南亚(5.9%)和中国(5.8%)的发展中城市，其次是亚洲其他地区(5.5%)和印度

(5.1%)。 
 
 
 
 
 
 
 
 
 
 
 
 
 
 
 
 
 
 
 
 
 
 
 
 
 
 

图 4:SSP245 情景下亚太 49 个城市的平均温度、降水量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年变化(in %) 
 

3.3 结果的区域含义 
不同亚太子区域的结果有很大差异。气候变率的中级温室气体情景（SSP245）下（如表

2），49 个亚太城市的平均气温预计每季度升高 0.018℃（1.4%）。相比于澳大利亚

（1.3%）、中国、日本和韩国（1.0%），东南亚（1.9%）和印度（1.7%）的城市更倾向于全

球变暖。同时，观测到的平均降水量与正常值的偏差为每季度+1.518mm。与中国（1.8%）和

澳大利亚（1.4%）相比，印度的降水量最有可能增加（2.3%）。另一方面，日本、韩国

（0.8%）、东南亚（0.5%）和亚洲其他地区（-1.3%）的降水量增加值可忽略不计。简要地

说，在亚太地区，印度城市对年气温和年降水量的敏感性始终较高，而日本城市对年气温和

年降水量的敏感性较低。当然，季度/月度，每日和短期的评估结果可能不同。 
在 SSP585 情景（表 3）下，气候变率预计有较大的提升，温度（0.45℃）和降水量

（2.95mm）都会升高。除了中国（1.8%）、日本和韩国（1.7%），所有子区域都会有温度升

48 拉合尔 5.6% 0.025 0.654 
49 大坂 0.5% 0.021 0.103 
 均值: 5.0% 0.018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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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2.8-3.3%）。同时，中国（1.8%）、印度（2.6%）日本、韩国(1.9%)及亚洲其他地区

(1.8%)的城市降水将显著增加，而东南亚(1.2%)和澳大利亚(-0.9%)的城市降水可以忽略不计。 
 

表 2： 中等温室气体情景下亚太子区域的结果分类 
洲 温室气体 温度 温度变率 降水 降水变率 

澳大利亚 1.2% 0.014 1.3% 0.571 1.4% 
中国 5.8% 0.019 1.0% 1.757 1.8% 
印度 5.1% 0.017 1.7% 2.186 2.3% 

日本，韩国 1.1% 0.020 1.0% 0.474 0.8% 
东南亚 5.9% 0.017 1.9% 1.180 0.4% 

亚洲其他地区 5.5% 0.024 1.9% 0.631 -1.3% 
范围 -0.3-7.8% 0.8-3.4% 1.3-4.4% 

平均值 5.0% 0.018 1.4% 1.518 1.3% 
 

表 3： 高温室气体情景下亚太子区域的结果分类 

洲 温室气体 温度 温度变率 降水 降水变率 
澳大利亚 1.2% 0.051 3.2% -0.433 -0.9% 
中国 5.8% 0.048 1.8% 3.400 3.4% 
印度 5.1% 0.040 3.3% 3.535 2.6% 

日本，韩国 1.1% 0.045 1.7% 3.525 1.9% 
东南亚 5.9% 0.039 3.1% 2.421 1.2% 

亚洲其他地区 5.5% 0.050 2.8% 1.606 1.8% 
范围 -0.3-7.8% 1.5-5.1% 4.8-6.2% 
平均值 5.0% 0.0451 2.4% 2.954 2.4% 

 

 
3.4 不同亚太城市的可行气候解决方案 
通过 ICLAP 的文献计量和机器学习，我们回顾了全球城市气候中的最佳实践案例如何应

对城市气候变率和将产生的温室气体。基于增长的温室气体和变化的温度与降水，原则上出

现四种情况（表 4）。情况 1 是温度和降水同时变化。情况 2 反映温度的增加和降水的减少。

情况 3 表明温度和降水均减少，情况 4 温度降低但降水增加。我们观察到情况 3、4 不存在于

我们亚太城市的样本中。 
情况 1：随着气温和降水的上升，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城市(49 个城市中的 42 个)容易出现

年高温、强降雨和洪水，这对人类和城市基础设施都是危险的。这些城市在中国、日本、印

度、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地方都有。随着极端气候事件的降水强度增加，强降水可能导致一些

密集的居住区发生城市洪水。这对城市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建筑、电力和交通有很大的危害。

减少或避免这类影响需要合适的面向城市规划和治理的气候适应性解决方案。例如，在地

方、城市和区域层面整合绿蓝基础设施，促进屋顶花园、道路周围软景观、城市湖泊和森林

的复兴、地下水补给等。 
情况 2：在 49 个城市中，约有 7 个城市出现降水减少和气温飙升的情况，这会阻碍空调

负荷和城市能源需求，特别是在夏季。曼谷、天津、马尼拉、胡志明、名古屋、德黑兰、拉

合尔等城市的降雨水平不断下降，因此需要在水利基础设施、饮用水系统的高效管理、需求

方管理和消费者意识、电力系统和交通的弹性、耐热性、节能建筑、控制城市蔓延和碳足

迹、以交通运输为导向的发展、城市农业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过度取水对环境、社会和经

济都有严重的影响，包括社会纠纷和水资源紧张、水黑手党的统治、地下水的干扰或开采、

地面沉降等等。因此，这些社区或市政府需要采取气候适应措施，聚焦废水回收、雨水收集

和恢复自然含水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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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未来不同温度和降水的亚太城市样本的影响和可行性措施 

案例 

 

预计温度 

（中度情

景）

(Med) 

预计降水

（中度情

景）

(Med) 

观测数量 城市 影响描述 可行方案 

1 上升 上升 42 新德里、孟买、加尔

各答、班加罗尔、金

奈、海得拉巴、艾哈

迈达巴德、苏拉特、

浦那、新加坡、达

卡、东京、悉尼、墨

尔本、北京、上海、

深圳、广州、雅加

达、吉隆坡、 仰光、

卡拉奇、重庆、成

都、南京、武汉、西

安、杭州、香港、东

莞、佛山、沈阳、苏

州、哈尔滨、青岛、

大连、济南、郑州、

首尔、福冈、吉大

港、大阪 

热负荷(空调)的增加

（特别是季风期

间）、能源消耗、城

市洪水、抽水能源和

排水成本的增加、洪

水期间电力系统和运

输路线的淹没、预防

性停电 

绿色建筑、智能电

表、DSM 调峰设

备、雨水收集、地

下水蓄水层的补

充、地表水体的恢

复、建造屋顶花园

和软景观、以促进

更大的渗透、具有

抗洪能力的流动性

替代品 
 

2 上升 下降 7 曼谷、天津、马尼

拉、胡志明、名古

屋、德黑兰、拉合尔 
 

地下水耗尽、热浪、

城市热岛、环境干

旱、空调使用增加

（特别是夏季）、抽

水能源和供水成本增

加、电力电缆/装置的

熔化和变形、电力和

地铁系统的短路、减

载等 
 
 

植树造林和绿化、

绿色建筑、智能电

网、屋顶太阳能光

伏安装、建筑循环

水和雨水收集、需

求管理系统或建筑

信息系统、智能电

表、地热热泵、耐

热电网、运输系

统、工业、办公室

和家庭在减负荷期

间的备用电源 
 

3 下降 下降 - 未观测到 - - 

4 下降 上升 - 未观测到 - - 

 

除了这里讨论的案例之外，不同地理气候、经济和政策条件的亚太城市有一系列有前景的城市气

候解决方案可供选择。一些最有潜力的解决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如以交通为导向的发展、电

动交通、净零排放建筑、废物转化为能源、雨水收集、绿色屋顶等。考虑项目的技术经济可行性、环

境和社会影响以及基层实施的治理机制等当地因素，这些方案可以被进一步应用。 
 

4. 结论与建议  

ICLAP 工具使气候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城市机构能够平等地了解缓解和适应目标，并根据自

身情况（基于事实数据和全球案例研究）评估可能的政策替代方案。它促进了数据集成的过程，确保

决策变得更加科学、现实和可验证。最后，我们建议将 ICLAP 应用于多层次城市气候政策治理的短期

和长期影响，突出其在城市层面气候规划和监测、区域气候行动、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力发

展和环境合作方面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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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气候规划和监测：有效的气候规划和管理需要制定战略、评估计划和监测框架，以实现城市

整体发展目标中的城市气候议程。ICLAP 中使用的可测量指标提供了关于基线条件和计划行动的可量

化信息。ICLAP 整合了来自三个不同知识领域的数据集——区域气候变率(温度、降雨量等)、温室气

体排放和捕获世界各地城市气候实践的事后研究。利用这样一个智能监测框架，城市可以根据其气候

目标来调整城市战略。这使得在规划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反馈循环，地方利益相关者和决策机构拥有可

验证的数据，以评估其气候行动的成果并影响未来的目标。因此，ICLAP 凭借其很强的实用性，不仅

可以直接应用于城市规划，还可以直接应用于国家城市政策和财政举措，以帮助有关利益相关者评估

目标、总结和确定行动的优先次序。 
区域气候行动：ICLAP 直接促进了亚太网络正在进行的第五个战略计划的目标，即研究、能力发

展、科学-政策互动、社区参与(APN 2015)和为创新的循证决策工具确定的相关问题(APN 2019)，包括

改善气候预测以应对多层次的影响、与季风有关的极端事件、提高当地社区对气候影响的抵御能力，

开展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政策研究以及促进能源效率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减排政策。特别是，

ICLAP 的应用与印度(GNCTD 2017)、泰国(ONEP 2015)和中国(国家发改委 2007)等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的亚太国家当前的环境、气候减缓、适应和城市发展计划密切相关。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ICLAP 在支持实施若干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 年大会)方面具有全球相关性，主要是目标 7、

10-13 和 17，以及《新城市议程》(联合国人居署 2016 年)，有目的地指导地方发展战略。例如，此工

具展示了可控的城市化、紧凑的城市发展、土地利用-交通一体化和城市绿色发展如何有助于减少当地

污染物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因此， ICLAP 的成果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世界

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城市联盟、世界资源研究所、ICLEI-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等多个国际组织/网
络的计划有关，并与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和各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的国家自主贡

献报告直接相关。 
发展跨学科的知识和能力：最后，综合模型为跨学科专家和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为知识交流提供了平台，最终可以为技术和地方治理过程建立能力。从长期来看，与 ICLAP 类似的指

标和工具可以作为基于科学的政策在多层次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工具，鼓励公众参与和与私营部门的

合作。由于气候变化现象具有全球性的因果关系，ICLAP 与城市气候工具一样，促进了城市间的比

较，以及与洲际城市论坛、科学界、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公众的互动。在这方面，各国政府、区域和

国际科学机构(如本例中的 APN)有潜力支持具有重大实际适用性的综合协作科学工具，以应对全球气

候挑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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