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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引子 发展对自然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而

能源，既是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保障，又是重要的污染来源

。对中国而言，能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十分突兀的难

题。本文对建筑节能所提出的视野期望，是基于以下一种认

识：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在“可持续性

”（Sustainability）的文化语境中却遭遇到了亟应澄清的问题

；从时间上讲，建筑节能事业从未像今天这样急需投之以更

多的关注、获得强有力的表达、付诸于雷厉风行的行动 一、

可持续发展使命与建筑节能 过去一百年间，人类最深刻的警

醒莫过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从蕾切尔卡森《寂静

的春天》（1962）这部划时代的“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作品

，到保罗埃利希写的《人口大爆炸》（1968）的出版所引起

的轰动，以及1969年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地区一油井井

喷，再次成为环境运动的导火索：这些带有新行动主义色彩

的现代环境运动，无一例外地使我们回归在现代文明中丧失

到令人震惊之地步的一个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要相互

融洽。 然而，这一股股绿浪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寂静。在建

筑领域，“有机建筑”、“节能建筑”和“自持续建筑”等

带有生态特征的设计，早在赖特、阿尔托、柯布西耶、富勒

等人的作品中就已初露端倪；到20世纪60年代初，P.索勒里创

建“城市与建筑生态学”理论，意在倡导一种新的城市模式

和节能建筑；到70年代，建筑师E.R.舒马赫在《小即是美》



（1974）一书中提出的一整套生态设计方法，尤其是他所倡

导的采用非高科技的、非高能耗的“中间技术”手法，设计

非宏伟型建筑的思路，对建筑设计有很深的启示作用。80年

代的“盖娅运动”和90年代关于建筑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运动，表现了当代西方人一种强烈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

它们是人类对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真正意味深远的惊醒。 确实

，20世纪是所谓理性主义胜利进军的世纪。现代科学和工业

革命也果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现代工业

生产活动以非再生性、高消费性和高污染性为典型特征的经

济发展模式，是以环境变化和生态失衡为代价的。对于20世

纪的大多数人来说，自然是人类随时可以开掘和挥霍的资源

。但令人遗憾的是，工业文明发达以巨大的开拓性力量使自

然界日益萎缩和衰败，人类自身盲目征服的、分散的、个别

的行为造成了地球上整体的恶果。 社会心理学家弗罗姆在《

占有或存在》（1976）一书里指出：“人类文明是以人对自

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个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就

走向了极限。”对于这种积极控制自然增长无极限和经济优

先的发展模式，“罗马俱乐部”敲响了警钟，梅多斯等人指

出：“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越是接近于地球承受这

种活动的能力的限度，权衡取舍就越是明显和无法解决”，

“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

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

后的一百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 在《增长的极限》中所

发出的警告启发了后来者。从70年代开始，最早见诸卡森《

寂静的春天》中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词，逐渐成为流行的概念。1992年6月，在里约的地球分会



上，这一概念被提到了“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的高度。 

建筑节能是关乎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近年来，我国建筑规模迅速扩大，每年新建房屋1718亿平方

米（城镇居住建筑45亿平方米，公共建筑45亿平方米，乡村

居住建筑78亿平方米）。现在一年建成的房屋建筑面积，比

所有发达国家一年建成的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还要多。本世

纪头20年内，建筑业仍将迅速发展。预计到2020年底 ，全国

房屋建筑面积将达686亿平方米，其中城市为261亿平方米。

如此巨大的建筑规模，在世界上是空前的。 房屋在约100年左

右的使用期间内，需要不断消耗大量的能源。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建筑能耗增长迅猛。建筑能耗是指建筑使用能

耗，包括采暖、空调、通风、热水供应、照明、炊事、家用

电器等方面的能耗，其中采暖、空调能耗占60%70%。根

据1999年估算的数据，中国建筑用商品能源消耗已占全国商

品能源消费总量的27.6%，接近发达国家的39%40%。如果浪

费能源的房屋建得越多，遗留下来的能源消耗的负担就越发

沉重。建设部等相关部门制定了建筑节能管理办法，编制了

一批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一些省、市根据建筑节能标准已大

批建造节能建筑。但是，从总量上看，到目前为止，不仅既

有的400多亿平方米城乡建筑中的99%为高耗能建筑，新建的

数量巨大的房屋建筑中，95%以上还是高能耗建筑。由于建

筑的保温隔热差，采暖系统效率低，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

能耗是相同气候条件下世界平均值的3倍，一些严寒地区城镇

建筑能耗已高达当地社会总能耗的一半左右。中部夏热冬冷

地区（过渡地区）冬季电采暖夏季空调，以及南方夏热冬暖

地区（炎热地区）夏季空调越来越普遍。以家用空调器为例



，2001年全国新增的装机容量1600万kw，已超过三峡竣工后

的发电总装机容量，造成夏季电力高峰时供电十分紧张。 问

题相当严重，情况十分紧迫。为此我国建筑节能专家涂逢祥

呼吁“如果国家从现在起就下决心抓紧建筑节能工作，对新

建建筑全面强制实施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并对既有建筑有步

骤地推行节能改造，到2020年，我国建筑能耗可减少3.35亿吨

标准煤，空调高峰负荷可减少约8000万千瓦（约相当于4.5个

三峡电站的满负荷出力，减少电力建设投资约6000亿元），

由此造成的能源紧张状况必将大为缓解。如果再加大工作力

度，要求2020年建筑能耗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末的水平，则

节能效果将更为巨大。但如果继续放任自流，错过当前的大

好机遇，不采取坚持有效的措施，则将长期大大加重国家能

源负担，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对能源

安全和大气环境造成重大威胁”。 总之，建筑用能已逐步成

为中国能源消费的主体之一。建筑能耗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必

须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我国学者付祥钊在谈到当前，一些

地方能源相对过剩的情况时，仅用寥寥数语，来说明事情的

真相：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现象。与美国2.7亿人口，每年

能耗34亿吨标准煤的水平相比，我们的用能水平还相当低下

，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 “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这一现

象并没有留给人们多少可以盲目乐观和高枕无忧的东西。中

国要走出能效利用率低水平状态的探索之路还很长：我们的

求索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未来20年将是追求经济高速

发展的动机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不断显现的过程。动机

愈强烈，矛盾愈显现，可以轻言“过剩”的能源就愈少。这

就是为什么人们希望通过对节能潜力的有效挖掘，以较少的



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以及为什么在能源供应不紧

张的情况下世界建筑节能浪潮持续高涨的基本原因和目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和资源保护怀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呢？付祥钊这样写道： 可持续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

人类文明的延续，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察，都是新千年全世

界面对的最重要的中心问题之一。尽管某些地方能源供应出

现了低水平的过剩，即使我们所掌握的能源开采技术能为我

们提供充足的能源供应，满足我们传统的、不断增长的能源

消费需求；即使我们的后代有能力在石煤、石油、天然气耗

竭之时，开发出新的能源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没有任何

理由和权利，不管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而继续过去的能源消

费方式。 毫无疑问，这样凝重的笔触，确实昭示了一种忧思

和诚实，是一种负责之思。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们能否扭转破

坏的趋势。坦白地说，我们现在还无法做到。因为经济学家

已将“最大化”的潘朵拉之盒打开。我们正处在拔根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价值存在的真实图景，除非一些负有

责任的地方政府机构在克服官僚作风和“增长癖”的道路上

有所作为，把关注的重心从单一的GNP/GDP增长真正转移到

“可持续发展”上来；除非经济学界少谈点主流经济，少研

究些“最大化”，多承担一点即便是非主流的社会伦理责任

；除非我们许多人不止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敢于向那种不顾

生态和环境不断恶化的掠夺式的生产模式叫板，敢于对社会

上那种恣意挥霍能源的现象大声地说“不”！如果我们不改

变，那么世界最终会无法承载自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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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