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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目前交通运输是能源消耗量最大，能源消耗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全国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

之一。"十一五"期间全国交通能耗累计为13.5亿吨标准煤。与2005年相比，2010年交通能耗增

长了75%。随着资源环境对交通运输建设和发展的约束日益强化，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

展之路刻不容缓。

    2013年国家铁路能源消耗折算标准煤1816.1万吨，比上年下降0.5%，单位运输工作量综合能

耗4.54吨标准煤/百万换算吨公里，下降3.0%；国家铁路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2107吨，下

降1.7%，二氧化硫排放量为3.5万吨，下降6.6%。2013年公路班线客运企业每千人公里单耗11.6

千克标准煤，下降0.4%；远洋和沿海货运企业每千吨海里单耗5.9千克标准煤，下降5.8%；港

口企业每万吨单耗2.9吨标准煤，下降3.8%。

    我国交通节能减排的成就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2011-2012年我国交通节能减排项目得到

专项资金的支持，金额分别为2.5亿、4.3亿，其中公路行业节能减排占较大份额。并且为了交

通节能减排更好的发展，我国连续发布资金管理相关办法及规范第三方机构等政策。2013年

第三季度财政部下达2013年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根据资金安排总表，总共有326家公

司相关项目入选，下达资金总额为6.712亿元，比上年扶持力度大。

    交通运输部制定了《交通运输行业贯彻落实&lt;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行动方案&gt;的实

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15年，交通运输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用能结构得到改善，交

通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绿色交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与2013年相比，公路运输、水路运输单位周转量能耗分别下降4.7%、4.6%，港口生产单位吞

吐量综合能耗下降4.9%。与2010年相比，化学需氧量（COD）、总悬浮颗粒物（TSP）等主要

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20%。

    艾凯咨询网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交通节能减排市场分析预测及投资策略报告》共十一

章。首先介绍了交通节能减排的宏观环境、国内交通行业的经济运行情况，然后具体分析了

国际国内交通 节能减排现状、交通细分行业节能减排情况、交通节能减排的发展热点。随后

报告对交通节能减排的CDM项目开发、融资环境、投资及前景做了细致分析。最后分析了中

国交通节能减排的政策监管及规划。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2013-2014年交通节能减排的宏观环境分析



1.1　经济环境

1.1.1　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回顾

1.1.2　2013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1.1.3　2014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简况

1.1.4　绿色经济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2　社会环境

1.2.1　我国居民环保意识普遍提高

1.2.2　我国低碳环保工作开展走上新征途

1.2.3　中国低碳城市建设步入快车道

1.2.4　国家启动节能减排全民实施方案

1.2.5　我国将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全民健康水平

1.3　生态环境

1.3.1　中国生态环境现状

1.3.2　2012年我国环境质量状况分析

1.3.3　2013年我国环境质量状况浅述

1.3.4　2012-2013年中国废气废水排放情况

1.4　能源环境

1.4.1　2013年我国能源经济运行概况

1.4.2　2014年上半年能源经济运行状况

1.4.3　我国能源需求形势预测

1.4.4　新能源产业发展形势分析

1.4.5　新能源产业崛起下中国的考量

 

第二章　2013-2014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分析

2.1　2013-2014年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现状

2.1.1　国内交通运输方式优先发展的战略模式和重点

2.1.2　我国交通运输相关政策取向

2.1.3　2012年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综述

2.1.4　2013年中国交通运输行业运行分析

2.1.5　2014年1-8月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现状

2.2　2013-2014年中国公路运输市场分析

2.2.1　我国重点客运市场区域的分析



2.2.2　2012年中国公路运输量分析

2.2.3　2013年中国公路运输量分析

2.2.4　2014年1-8月中国公路运输量分析

2.2.5　中国公路货物运输业的变革与发展

2.3　2013-2014年中国铁路运输行业发展概况

2.3.1　民营资本推动中国铁路运输业的发展

2.3.2　中国铁路运输企业SWOT分析

2.3.3　铁路运输企业发展联合运输及运输代理的作用

2.3.4　我国铁路重载运输模式浅析

2.3.5　解决铁路公益性运输问题的战略

2.4　2013-2014年中国水运行业发展状况

2.4.1　水路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4.2　2012年中国水运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2.4.3　2013年中国水运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2.4.4　2014年上半年中国水运行业经济发展现状

2.5　2013-2014年中国航空运输行业发展分析

2.5.1　中国民航运输业总体发展形势分析

2.5.2　中国民航主要运输生产指标统计

2.5.3　"大交通"环境下我国航空运输业的不足与对策

2.6　中国交通运输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2.6.1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2.6.2　制约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因素解析

2.6.3　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2.6.4　促进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几大措施

 

第三章　2013-2014年交通节能减排发展分析

3.1　交通节能减排必要性

3.1.1　节能减排有利于交通运输的结构调整

3.1.2　交通行业是能源消耗及碳排大户

3.1.3　交通减排是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

3.2　国际交通节能减排发展经验借鉴

3.2.1　世界积极推行绿色交通



3.2.2　国际大都市低碳交通的发展比较

3.2.3　国际发展低碳交通的经验借鉴

3.2.4　美国航空节能减排浅析

3.2.5　美国低碳交通的政策借鉴及启示

3.2.6　日本交通节能减排经验借鉴

3.2.7　欧洲绿色交通发展的经验借鉴

3.3　2013-2014年中国交通节能减排现状分析

3.3.1　我国交通节能减排的主要成就

3.3.2　我国交通节能减排规模状况

3.3.3　我国交通节能减排措施分析

3.4　中国交通节能影响因素分析

3.4.1　公路运输

3.4.2　水路运输

3.4.3　港口生产

3.5　中国低碳交通发展分析

3.5.1　低碳交通的界定

3.5.2　城市低碳交通发展的主要方式

3.5.3　RFID在低碳交通的应用分析

3.5.4　中国区域低碳交通评价指标体系探析

3.5.5　不同规模城市低碳交通发展的措施

3.5.6　推进我国低碳交通发展的建议

3.6　2013-2014年中国典型交通节能案例借鉴

3.6.1　水运节能

3.6.2　施工船舶节能

3.6.3　集装箱船节能

3.6.4　道路客运节能

3.6.5　轨道交通节能

3.7　中国交通节能减排技术分析

3.7.1　交通节能技术状况

3.7.2　温拌沥青混合料技术

3.7.3　"油改电"节能减排技术

3.7.4　汽车交通节能减排技术状况



3.7.5　生物燃料技术成交通减排热点

3.7.6　清洁柴油技术发展前景分析

3.8　中国交通节能减排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3.8.1　监管方面的问题

3.8.2　节能方面的问题

3.8.3　节能减排政策建议

3.8.4　低碳交通的发展对策

 

第四章　2013-2014年交通细分行业节能减排发展分析

4.1　公路行业

4.1.1　道路交通节能减排需求分析

4.1.2　高速公路隧道节能减排探析

4.1.3　中国公路工程节能减排状况

4.1.4　道路交通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分析

4.2　水运行业

4.2.1　水运节能发展概况

4.2.2　政府在水运节能减排的角色

4.2.3　港口节能减排发展状况

4.2.4　港口企业节能减排发展模式

4.2.5　专项资金在港口节能减排的运用

4.2.6　港口节能减排评价指标体系

4.2.7　水运节能减排发展动态

4.2.8　水运节能减排发展展望

4.3　铁路行业

4.3.1　中国铁路节能减排成效状况

4.3.2　中国高速铁路节能减排分析

4.3.3　高速铁路与其他交通方式节能减排对比

4.3.4　高速铁路节能环保效应及效益分析

4.3.5　中国铁路工程节能减排状况

4.3.6　中国铁路节能减排发展建议

4.3.7　我国铁路节能发展前景分析

4.4　城市轨道交通业



4.4.1　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必要性

4.4.2　城市轨道交通能耗特点分析

4.4.3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节能发展概况

4.4.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节能减排分析

4.4.5　城市轨道交通节能降耗措施

4.4.6　城市轨道交通节能技术发展趋向

4.5　航空行业

4.5.1　中国航空节能减排发展概况

4.5.2　航空重点企业节能减排分析

4.5.3　中国航空节能减排发展动态

4.5.4　中国民航节能减排发展目标

 

第五章　2013-2014年交通节能减排发展热点分析

5.1　新能源汽车

5.1.1　新能源汽车渐成交通节能减排主力

5.1.2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概况

5.1.3　中国新能源汽车规模状况

5.1.4　中国新能源汽车竞争分析

5.2　智能交通

5.2.1　智能交通促进交通节能减排的发展

5.2.2　中国智能交通产业链分析

5.2.3　中国智能交通建设规模

5.2.4　中国智能交通竞争格局

5.2.5　智能交通发展前景分析

5.3　ETC联网工程

5.3.1　ETC促使交通节能减排效益明显

5.3.2　国内外ETC系统市场规模分析

5.3.3　中国各地积极建设ETC系统

5.3.4　未来ETC系统发展趋势分析

5.4　LNG车辆

5.4.1　LNG混合动力船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5.4.2　LNG车成交通节能减排重点



5.4.3　LNG车市场规模状况

5.4.4　LNG车项目发展动态

5.4.5　LNG车发展前景分析

 

第六章　2013-2014年交通节能减排重点区域分析

6.1　北京

6.1.1　北京交通节能减排概况

6.1.2　北京低碳交通发展状况

6.1.3　北京绿色交通发展建议

6.2　上海

6.2.1　上海交通节能减排发展成就

6.2.2　上海交通节能减排发展现状

6.2.3　上海交通节能减排项目进展状况

6.3　深圳

6.3.1　深圳交通碳排放特征

6.3.2　深圳铁路节能发展动态

6.3.3　深圳低碳交通发展措施

6.3.4　未来深圳绿色交通发展展望

6.4　湖北

6.4.1　湖北交通节能减排获财政支持

6.4.2　湖北低碳交通发展概况

6.4.3　湖北ETC助力交通节能减排发展

6.4.4　湖北襄阳大力发展新能源公交

6.4.5　湖北十堰大力投资低碳交通

6.4.6　湖北交通节能减排经验借鉴

6.5　辽宁

6.5.1　2013年辽宁交通节能减排动态

6.5.2　辽宁大连交通节能减排发展状况

6.5.3　辽宁交通节能减排发展问题及对策

6.6　山东

6.6.1　山东交通节能减排成就回顾

6.6.2　济南交通节能减排发展状况



6.6.3　青岛交通节能减排现状分析

6.6.4　2013年日照交通节能减排获资助

6.7　江苏

6.7.1　江苏交通节能减排发展势头佳

6.7.2　江苏省低碳交通发展概况

6.7.3　江苏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发展展望

6.8　其他地区

6.8.1　宁夏交通节能减排发展状况

6.8.2　湖南交通节能减排获资简况

6.8.3　陕西西安加快低碳交通发展

6.8.4　安徽蚌埠低碳交通建设动态

6.8.5　四川成都交通节能减排推进状况

6.8.6　甘肃交通节能减排获财政支持

6.8.7　河南交通节能减排发展分析

 

第七章　2013-2014年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与清洁发展机制

7.1　清洁发展机制（CDM）基本概述

7.1.1　CDM简介

7.1.2　CDM项目开发模式和程序

7.1.3　CDM项目的交易成本

7.1.4　CDM项目的风险

7.2　2013-2014年节能领域CDM项目的开发

7.2.1　清洁发展机制发展现况及趋势

7.2.2　中国CDM项目发展情况简析

7.2.3　政策东风助力我国CDM项目发展

7.2.4　阻碍节能领域CDM项目开发的主要因素

7.2.5　挖掘中国CDM项目开发潜力的对策

7.3　2013-2014年CDM项目在交通行业的发展

7.3.1　交通领域CDM项目开发途径

7.3.2　快速公交系统CDM项目的实践及成效评析

7.3.3　交通领域CDM项目动态

7.3.4　交通领域CDM开发的风险分析



7.3.5　交通领域CDM项目发展趋势

 

第八章　2013-2014年交通节能减排的融资环境分析

8.1　"绿色信贷"内涵及发展解读

8.1.1　中国绿色信贷的发展进程

8.1.2　中国绿色信贷业务发展现状分析

8.1.3　中行出台指引政策推进绿色信贷

8.1.4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建设的注意事项

8.2　交通行业绿色信贷的发放情况

8.2.1　高污染行业绿色信贷发放状况

8.2.2　国有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政策及发放现状

8.2.3　交通路灯节能项目融资受金融机构青睐

8.2.4　国外汽车企业节能车技术贷款情况

8.3　交通行业节能减排的资金来源及建议

8.3.1　国家财政鼓励交通节能减排项目

8.3.2　中国节能减排领域的资本困境分析

8.3.3　实施节能减排应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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