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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达不到设计要求的问题。从测试结果发现：按节能50%

标准建造的建筑，实测节能只有 37%；按节能30%标准建造

的建筑，实测节能只有7.2%. 另外，按同一节能标准设计建造

的建筑，实际能耗差异也很大。据该报告分析认为原因有二

：一是由于施工质量差和使用保温材料不合格等所造成。二

是有些建筑因为室温过高后居民频繁开窗，造成了大量热能

的损失。报告还反映出：约有四分之一的住户感觉节能建筑

热或较热，说明节能建筑对人体感观效果明显，温暖舒适度

普遍提高；约98%住户坦承有过开窗记录；约三成的住户认

为室内温度过高，要通过开窗来达到降温效果。其中更有个

别住户室内温度被测试达到34℃的记录，迫使用户不得不开

窗，致使节能建筑不节能，甚至引发一些用户的不满和抱怨

。 二是节能建筑计量收费明显不合理的问题。调查显示：

近50%的用户认为应按热表计费合理；约近三成的用户认为

应按面积和热表综合考虑收费合理。报告也提出了实施热计

量收费的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外围护结构达到节能保温要求

，二是供热系统的运行中楼宇或室内温度可调控，三是邻室

间的传热处于节能设计的范围内。 报告还认为，若能实施计

量收费，将会有88%住户主动节能（控制室内温度，不开窗

等），节能预期效果更好。 以上信息，对促进建筑节能和加

快供热体制改革是一个主要启示，迫使我们应尽快从政策层

面加以引导，必须要做并且不得不做。为此建设要突破以下



三道难题： 一、设计建造节能与检测验收节能相一致的问题 

经过去年一年全国范围大规模推进节能省地型建筑工作，新

建建筑在设计阶段，都基本上达到了建筑节能的标准。但是

，在建筑的施工过程中，随意更改节能设计图纸，不按要求

进行施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现象还时有发生。所以，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要在继续抓好建筑节能设计阶段的

同时，加大对建筑节能施工和验收的工作力度。严格市场监

管和监督，建立完善的验收标准体系和验收办法，并贯彻实

施。当前应进一步加强建筑节能的设计、施工和验收环节的

政策引导。加大建筑节能的工作力度，使节能建筑的设计、

施工、使用与节能要求相统一。 设为首页 二、检测验收节能

与实际运行节能必须相一致的问题 抓紧研究和推进供热计量

收费改革工作。做到节能与节省费用相统一，避免出%考/试

大%现节能建筑不节能和节能不节省开支的局面。 政策层面

上，要抓住两点：一是要明确供热体制改革的主体，使其真

正成为推进供热体制改革并实际运行节能的主要责任方面。

供热商是供热系统的实际运行主体，必须承担起供热体制改

革并实际运行节能的主体责任。由于当前供热市场对供热商

没有实际运行节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供热的多少对其自身

没有影响，消耗热量越多，其收入就越高，明显不合理，而

且与运行节能宗旨相悖。如何通过政策使供热商主观上和客

观上都能够成为运行节能的主体是应认真加以研究的。二是

应加快对供热收费政策的研究。理论上，50%的节能建筑每

年理应为用户节省20~30%的采暖费用。而实际上节能建筑不

节省开支的现象已经存在。应对现行的供热收费标准进行改

革，探索出符合我国供热方式现状且有利于节能的供热收费



办法。开展对热计量收费前提条件的政策研究，为居民的行

为节能提供保障。应当强调，在现有条件下，宜采取稳妥、

渐进的方式实施供热计量改革工作；如在既有楼宇的热力入

口安装总热量表和控制阀或平衡阀，使楼宇总热量可调控；

在此基础上，有条件时可实施分户热计量。也就是以楼宇温

度可调控为基础，住户按面积或用热量收费为原则，简单易

行又节能。实现上述方法的前提条件是供暖楼宇或室内的温

度能否进行控制，这是进行供热计量收费改革的关键，也是

提倡居民自觉节能所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居民若能自行控

制调节温度，就不会再开窗降温。 技术层面上，也要抓住两

点：一是对新建建筑，在继续完善设计、施工、验收和检查

的基础上，应当全面推行双管系统和分户计量收费，并抓紧

热计量收费政策的研究。继续抓好设计这个龙头，加大对施

工的监督，严把验收环节，为全面推行双管系统和分户计量

收费做好基础。在热力系统的运行和管理环节上，应稳妥推

进热计量收费的管理办法，使得节能建筑既节约能耗，又节

约开支。 二是对既有建筑，应当制定相关改革政策，在进行

墙体和门窗外保温的基础上，推广循序渐进的、客观理性的

、适度合理的热计量收费办法。比如在楼宇入口处安装热计

量总表，以此对楼宇内各户实施按建筑面积与实际热消耗统

筹兼顾的收费办法。必须充分意识到，既有建筑双管和分户

热表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切不可推行简单"

一刀切"的办法，否则，将会出现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

，对既有建筑的热计量改革，更应慎重，一定要先找到简单

、易行、合理的收费办法后，再进行实施。实现供热的计量

收费，一是可减少能源消耗；二是可节约居民的供热开支；



三是可减少大气污染；四是可减轻供热系统的负荷，提高城

市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 三、如何运用市场机制调控超标准

用能问题 我国北方当前的供热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近二十多年来，虽然也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改革和探索，由于

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进展始终不大，难以适应全面推进发展

节能省地型建筑工作的要求，当前的供热体制和采暖收费办

法已经成为要突出加以解决的问题，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

步。如何运用市场机制，对集中供热实施热计量收费，同时

研究制定民用建筑的采暖用能标准，对用户采暖用能超过节

能标准的部分实施能源加价制度，充分运用经济杠杆来助推

建筑节能，应当是又一项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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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