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不可再生能源 

1. 关于碳封存及利用以下正确的是 

A:可以长期减少大气中 CO2的浓度 

B:由于碳可以封存，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空气中 CO2的增加 

C:碳封存不需要消耗能源 

D:碳的工业利用不需要消耗能源 

答案:A 
2. 碳封存的方式有 

A:玄武岩矿石固存 

B:地质封存 

C:海洋封存 

D:工业利用固存 

答案:ABCD 
3. 核聚变通过消耗很少的物质质量而产生大量的能量且并不排放 CO2，所以

人类可以永久利用核聚变能量（ ） 
A:对 

B:错 

答案:B 
4. 现在可以利用 CO2人工合成蛋白质、淀粉等，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空气中

CO2的增加（ ） 

A:错 

B:对 

答案:A 
5. 我国在青藏高原发现了名为“可燃冰”的环保型新能源，“可燃冰”属于化石燃

料，主要成分是（ ）。 
A:甲烷 

B:乙醇 

C:乙烷 

D:甲醇 

答案:A 

新型可再生能源 

1. 垃圾发电主要利用垃圾中的 

A:金属 

B:热值 

C:细菌 

D:塑料 

答案:B 
2. 垃圾发电，有哪些好处 

A:处理了废物 



B:发电 

C:改善生活环境 

D:污染环境 

答案:ABC 
3. 水能是兼有一次与二次能源双重功能的优质能源。（ ） 

A:错 

B:对 

答案:B 
4. 海海洋能的主要利用形式有潮汐能，波浪能，海水温差能及盐差能等（ ）。 

A:错 

B:对 

答案:B 
5. 关于海洋能源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海水运动能源无污染，可再生 

B:海水温差能主要分布在高纬海区 

C:海水运动能量巨大，易开采 

D:海水中的能量都来自太阳能 

答案:A 

弃风弃光是能源多了吗？ 

1. 我国的风电发展迅速，体量很大，往后不仅要注重装机容量，更加需要注重 

A:并网容量 

B:海上装机容量 

C:海上风力发电容量 

D:陆上风机容量 

答案:A 
2. 有人说因为内蒙大力发展风电，将北京的风都挡住了，所以才有北京的雾霾，

你认为有理吗？ 
A:对 

B:错 

答案:B 
3. 由于风电及光电存在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动，会造成电网的波动，所以没有办

法大力发展这两种能源（ ） 
A:错 

B:对 

答案:A 
4. 北京奥运会广泛应用了节能减排技术，成为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成功典范．下列措施中，不属于节能减排的是（ ） 
A:奥运村生活热水全部来自 6000m2 的太阳能集热器 

B:奥运村内建筑物顶部装有风力发电机 

C:奥运村内车辆应减速慢行 



D:国家体育场装有 l00kW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答案:C 
5. 我国目前弃风弃光的主要原因在于（ ）。 

A:电网并网技术及容量不足，智能电网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B:当地由于经济不发达，电力消纳能力不够 

C:风电及光电是垃圾电 

D:可再生能源过剩 

答案:AB 

身边的低碳 

1. 什么是低碳生活？ 

A:节约能源 

B:低碳就是刻意要过节俭的生活，尽量过原始的生活方式 

C:绿色出行 

D:低碳生活并不一定需要高科技，只要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到不浪费，同样

能过上舒适的“低碳生活” 

答案:ACD 
2. 低碳生活只是要求大家节约能源，不涉及水资源的节约，这种观点是（） 

A:对 

B:错 

答案:B 
3.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广电动汽车，但是有人说电动汽车虽然不排碳，但是还

是需要用电，而电大部分是由煤炭发电来的，所以电动汽车只是将碳排放的

地方转移而已，这种观点是（） 
A:错 

B:对 

答案:A 
4. 如何解决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 ) 

A: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B:克制欲望，珍惜自然资料 

C:善于抓主要矛盾。 

D:发挥意识对事物的促进作用 

答案:B 
5. 为了践行身边的低碳生活，我们应该（  ） 

A:电脑不用就关机，手机不要频繁打开 

B:看到水龙头滴水不管 

C:以车代步 

D:平时吃不完的东西就扔掉 

答案:A 



如何助力“碳达峰”与“碳中和”早日实现 

1. 我国早日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为（  ）。 

A:发展碳汇（生态吸碳）及 CCUS技术 

B:城市的智慧化－混合格局设计 

C:碳交易市场 

D: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答案:ABCD 
2. 虽然碳排放的高峰规律不可逾越，但是不同高峰之间经历的时间可以缩短、

不同高峰的峰值可以降低。 
A:对 

B:错 

答案:B 
3. 根据 2020 年 12 月全球碳项目发布的《2020 年全球碳预算》报告估计，陆

地和海洋大约吸收全球 54% 的碳排放，那么全球减排一半就可以实现碳中

和了呢？  
A:对 

B:错 

答案:B 
4. 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正确描述是（  ）。 

A:对人类整体的影响是弊大于利; 

B:对人类整体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C:2020-2021 年冬天我国很多地方出现了极寒天气，全球气候变暖是骗人

的;  
D: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不会再出现低温事件. 

答案:A 
5. 根据 2018 年 IPCC的结论，要实现《巴黎协定》的 1.5度目标，则要求全

球（  ） 
A:2030 年比 2010 年减排 25% ，在 207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B:不需要特别采取措施，维持现在的排碳水平就可以实现。 

C:能量是守恒的，所以地球不会变暖。 

D:2030 年比 2010 年减排 45% ，205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无论如何全球碳

排放度应该在 2020-2030 年尽早达峰。 

答案:D 

绪论单元测试 

1. 我国是在哪一年的气候大会上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

变化治理机制》的讲话？ 
A:2014 
B:2012 
C:2015 



D:2013 
答案:C 

第一章测试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核心的原则是 

A:公平原则 

B: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C:可持续发展原则 

D:无悔原则 

答案:B 
2. 在—–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象会议上，科学家们将全球变暖问题提上科学研

究的日程。 
A:哥本哈根 

B:巴厘岛 

C:日内瓦 

D:多伦多 

答案:C 
3. 哥本哈根会议后，国际社会日益达成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是 

A:发展低碳经济 

B: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C:发展第三产业 

D:发展循环经济 

答案:A 
4. —-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A:《马拉喀什协定》 

B:《京都议定书》 

C:《蒙特利尔议定书》 

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答案:B 
5. 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历史责任，因此不需要减少碳排放。 

A:错 

B:对 

答案:A 
6. 不属于实现“APEC蓝”所用的超常规手段的是 

A: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B:全面停止污染性工业活动 

C: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执行汽车单双号限行 

D:停止重污染行业，多家企业实现停产与限产 

答案:A 
7. 下列属于不可再生能源的是 

A:化石能源 



B:核能 

C:生物质能 

D:水能 

答案:AB 
8. 判断题：生物质能是不可再生能源（ ） 

A:对 

B:错 

答案:B 
9. 判断题：降低碳排放量会影响生产力进步（ ） 

A:错 

B:对 

答案:A 
10. 依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 2030 年左右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的比重将提高至（ ）左右。 
A:20 
B:10 
C:30 
D:40 
答案:A 

第二章测试 

1. 温室气体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能源消耗的结果。 

A:错 

B:对 

答案:B 
2. 气候变化问题是科学事实，没有不确定性。 

A:对 

B:错 

答案:B 
3. 气候变化是由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 

A:错 

B:对 

答案:A 
4. 以下选项能反映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是 

A:《马拉喀什协定》谈判阶段 

B:《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文本谈判阶段 

C:哥本哈根谈判阶段 

D:《京都议定书》谈判阶段 

答案:BCD 
5. 工业革命以后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 

A:农业活动 



B:能源活动 

C:地壳运动 

D:自然灾害 

答案:B 
6. （ ）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A:《蒙特利尔议定书》 

B:《马拉喀什协定》 

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D:《京都议定书》 

答案:D 
7. 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是（ ） 

A:美国的《低碳经济法案》 

B:欧盟的《气候与能源综合法令》 

C: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 

D:英国的《气候变化法》 

答案:D 
8. 在（ ）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象会议上，科学家们将全球变暖问题提上科学

研究的日程。 
A:日内瓦 

B:巴厘岛 

C:哥本哈根 

D:多伦多 

答案:A 
9. 气候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 ） 

A:自然灾害 

B:能源活动 

C:农业活动 

D:地壳活动 

答案:B 
10. 哥本哈根会议后，国际社会日益达成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是（ ） 

A:发展循环经济 

B:发展低碳经济 

C:发展第三产业 

D:发展低碳技术 

答案:B 

第三章测试 

1. 低碳经济首次出现的官方文件是 

A:2003 年英国发表的《能源白皮书》 

B:2007 年英国出台的《气候变化框架战略》 

C:2006 年英国发表的《斯特恩报告》 



D:西班牙学者乌恩鲁 2000 年发表的《能源政策》 

答案:A 
2. 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是 

A:美国的《低碳经济法案》 

B:欧盟的《气候与能源综合法令》 

C: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 

D:英国的《气候变化法》 

答案:D 
3. 发展低碳经济不需要额外的成本。 

A:错 

B:对 

答案:A 
4. 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是一个矛盾体，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是以能源的快速消耗

为代价的。 
A:对 

B:错 

答案:B 
5. 低碳经济就是节能减排。 

A:错 

B:对 

答案:A 
6.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 ） 

A: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限制能源使用数量 

B: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 

C:创建清洁能源结构和限制能源使用数量 

D:创造清洁能源结构和改变能源使用属性 

答案:B 
7. 低碳经济最早由（ ）提出： 

A:英国 

B:美国 

C:中国 

D:日本 

答案:A 
8. 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

出。（ ） 
A:对 

B:错 

答案:A 
9. 西藏的碳排放很少，因此西藏已经实现低碳经济。（ ） 

A:对 



B:错 

答案:B 
10. 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

球性革命。（ ） 
A:错 

B:对 

答案:B 

第四章测试 

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是 

A:建设资源节约型、能源创新型社会 

B:建设科技开发型、能源创新型社会 

C: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D:建设科技开发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答案:C 
2. 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消费比例最大的能源是 

A:天然气 

B:水电 

C:石油 

D:煤炭 

答案:D 
3. 从终端用能角度看，能源消费最大的三个部门是 

A:交通、农业和建筑 

B:工业、交通和建筑 

C:交通、工业和农业 

D:工业、农业和建筑 

答案:B 
4. 随着经济发展，碳排放水平一定随之上升。 

A:对 

B:错 

答案:B 
5.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的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 

A: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 

B: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C: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D: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 

答案:ABCD 
6. 当前中国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建筑领域（ ） 

A:对 

B:错 

答案:B 



“低碳经济”是以减少碳排放为主要目标，构建以低碳技术、低碳产品

为竞争手段的新型低碳市场及其贸易规则与财税体系（ ） 
A:错 

B:对 

答案  

8. 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适应变暖的趋势，其中碳减排

又是重中之重（ ） 
A:错 

B:对 

答案:B 
9. 预计到 2030 年，化石能源占世界一次能源的比重将会降至 50% 以下（ ） 

A:对 

B:错 

答案:B 
10. 根据（ ），我国在国际谈判中坚持作为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

则 
A:《马拉喀什协定》 

B:《京都议定书》 

C:《蒙特利尔议定书》 

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答案:B 

第五章测试

1. 碳生产力是单位 GDP 产出的碳排放，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效率水平。 

A:错 

B:对 

答案:A 
2. 低碳转型的推力，包括 

A:实现可持续发展 

B:避免碳锁定效应 

C:提升国际竞争力 

D:保障能源安全 

答案:ABCD 
3. 国际大都市的低碳城市建设的共同经验有 

A:整合不同政策，全方位减排 

B: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 

C:制订减排目标，方向明确 

D:决心应对气候变化 

答案:ABCD 
4. 为什么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选择?  

A:能源约束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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