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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E_E9_A2_86_E5_c57_243665.htm 节能减排是党和国

家的一项战略决策。近年来，建设部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的

统一部署和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

下，加快推进建设领域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工作，推动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城镇建设，取得明显进展。本报从今日

起，特设“重视节能减排，实现科学发展”栏目，对建设系

统节能减排工作进行系列报道，以期进一步推进该项工作的

深入开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

作方案的通知》，建设部制定了落实实施方案，明确了节能

减排的工作目标、总体要求和主要工作措施。 建设领域节能

减排目标进一步明确 建设部提出，到“十一五”期末，建筑

节能要实现节约1亿吨标准煤的目标。其中：加强新建建筑节

能工作，实现节能6150万吨标准煤；深化供热体制改革，对

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实施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实现节

能1600万吨标准煤；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节能运行管理与改造，实现节能1100万吨标准煤；发展可再

生能源应用在建筑中应用，实现替代常规能源1100万吨标准

煤；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可节约4亿升燃油的目标，主要通

过调整出行结构，提高交通效率等工作实现。 建设部提出，

到“十一五”期末，全国设市城市和县城所在的建制镇均应

规划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国设市城市的污水处理

率不低于70％，新增城市污水处理能力4500万吨。缺水城市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新增城市中水回用量35亿立方



米。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 进一步强化新

建建筑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的监督管理 建设部要求，对达不

到节能标准的建筑，不得办理开工和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不

得销售使用。建立行政审批责任制和问责制，按照“谁审批

、谁监督、谁负责”的原则，对不按规定办理开工和竣工验

收备案手续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要着力抓好《建筑

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落实。新建商品房在销售时

，要在买卖合同、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等文件中载明耗

能量、节能措施等信息。大型公共建筑建成后，必须进行建

筑能效专项测评，达不到节能标准的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备案

。 北方采暖地区将启动1.5亿平方米的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

及节能改造 建设部将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

出的1.5亿平方米的改造任务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并要求进一步分解到各城市（区）。将会同财政部研究利

用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这项工作。要求各地要对本地居住建筑

的建筑状况、能耗等进行统计，以降低采暖能耗，节省居民

热费支出。以改善群众居住热环境质量为目标，制定改造规

划和实施计划，并与城镇供热体制改革相结合，由城市人民

政府组织，在充分尊重产权人意愿的基础上，尽可能结合建

筑修缮和城市及区域性热源改造开展。 建立大型公共建筑节

能监管体系 建设部提出，将在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

庆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

、四川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石家庄市、

沈阳市、济南市、西安市、郑州市、武汉市、长沙市、成都

市、南京市、福州市、深圳市、厦门市、唐山市、三亚市、

绵阳市、鹤壁市、常州市等32个省市开展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统计、能源审计工作，公示一批国家

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基本能耗情况。在此基础上，

研究制定用能标准、能耗定额和超定额加价、节能服务等制

度。这项工作将获得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建设部还将会同

教育部进一步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工作。 积极推广绿色

建筑和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 建设部提出，要开展

更低能耗建筑示范和推广绿色建筑工作，今年启动30个示范

项目。要实施绿色建筑评估认证制度。将召开第四届国际智

能、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览会。 建设

部提出，今年将启动200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推广项目

。在示范基础上，形成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一体化、成

套化应用的技术体系和相关技术标准、配套的政策法规，带

动产业发展，调整建筑用能结构，减缓建筑用能的持续增长

。 加快实施水资源节约项目和水污染治理工程建设 建设部提

出，到2010年，要基本完成对运行超过50年以及老城区严重

漏损的供水管网的改造，全国设市城市供水管网平均漏损率

不超过15％。要在城镇全面推广生活节水器具，到2010年，

新建住宅和公共建筑全面普及节水器具，现有住宅节水器具

普及率达到70％。力争北方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污水

处理量的20％，南方沿海缺水城市达到5%～10％。 强化城市

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和监督 建设部提出

，将建立并完善污水处理厂主要污染物（COD）削减量绩效

评估制度。对列入国家重点环境监控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

行情况，实行上报制度，限期安装在线监控系统，并与建设

部门联网。建立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数据库。对未按规

定和要求运行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城市公开通



报，限期整改。 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 建

设部提出，将指导县级以上城市建立健全垃圾收集系统，逐

步配套实施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全面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体系建设，充分回收垃圾中废旧资源，实现垃圾减量化。

鼓励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2008年前，在全国372个

垃圾填埋场，选择一批开展建设生活垃圾填埋气体发电利用

项目，实现垃圾资源化。积极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设施建设，防止垃圾渗滤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对于未达

到无害化标准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要求在2008年底前全部整

改达标，实现垃圾无害化。建设部科技司司长 赖明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