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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月1日起施行■ 既有民用建筑节能改造任务艰巨建议居

民负担15-20%改造费用盛夏时节，如果你关闭屋内的空调，

即使门窗紧闭，几分钟后就会感到酷热重来。然而家住大阪

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在日本，把公寓内的空调关闭后，即使

出去购物，回来屋内依旧保持一片清凉这就是节能建筑的神

奇之处。今年8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并将于10月1日起施行。 这个《条例》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怎样的变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司巡视员武涌昨天

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政府网的专访，并与网友进行了交流

。立法保证新增建筑节能很迫切本市每年新开工的建筑面积

就相当于整个欧盟新开工的建筑面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

市场，我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高达18亿－20亿平方米。武涌

表示，目前，建筑能源消耗已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27.5%。

而在1978年所占比例是10%，可见增长速度之快。随着我国城

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再过20年，建筑能耗可达到社会终端

总能耗的40%左右，民用建筑领域节能潜力巨大。“因此迫

切需要通过立法确立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对民用建筑节能在

补贴、金融、税收方面采取激励措施，降低民用建筑使用过

程中的能源消耗。”据武涌透露，去年进行的专项检查显示

，我国建筑项目的节能建设标准在设计阶段已经达到97%，

在施工阶段只有71%，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既

有建筑的节能改造任务艰巨。全国可以分为3个气候区：北方



采暖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各地区都需设计不

同的节能标准。就北京地区来看，以房屋围护结构保温隔热

性能为例，外墙的传热系数是1.2，外窗3.5，屋面是0.7。“而

跟它同处一个气候带的柏林，外墙是0.5，外窗是1.5，屋面

是0.22；日本的北海道外墙是0.4，外窗是2.3，屋面是0.23；美

国纽约，外墙是0.4，外窗是2.0，屋面是0.19，这意味着同样

条件下，我们的房屋散失热量的速度比国外建筑快得多。” 

房产商要明示商品房能耗指标为保证进入市场的新建筑是节

能型的建筑，《条例》明确了规划、设计、施工等环节中建

设、设计、施工单位等相关主体的责任，并列出了相应的惩

罚措施。“在房屋销售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购买人

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源消耗指标、节能措施等信息，并在商

品房买卖合同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载明”

，一旦建筑的节能指标不符合标准，消费者可以利用《条例

》维护自身的权益。一些绿色小区和建筑开始出现在住宅市

场，太阳能热水器、地源热泵系统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始应

用，各种新型节能材料也不断出现。可用顶部加层租售筹措

改造资金国务院已提出“十一五”期间要完成1.5亿平方米的

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对于既有建筑的节能改

造，资金该如何筹措呢？《条例》针对不同产权类型的建筑

明确了改造资金筹措渠道和责任主体。其中“针对居住建筑

和教育、科学、文化等公益事业使用的公共建筑”，规定节

能改造费用“由政府和建筑物所有权人共同负担”。武涌表

示，由于建筑物产权过度分散，节能改造费用回收期较长，

居民可能缺乏出资改造的积极性。借鉴国外的实施经验，居

住建筑节能改造费用一般由政府承担较大比例。但节能改造



后，可以给使用者带来改善居住环境、节约使用能耗等收益

，因此居住建筑和公益事业使用的公共建筑的所有人及使用

人也应承担部分改造费用，但分担的比例应考虑居民的承受

能力，根据调研和问卷调查的结论，建议居民个人负担改造

费用的15%-20%。不过，居民个人可承担的比例毕竟有限，

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资金需求量又很大，无法全部依靠财

政资金，因此政府也会鼓励社会资金投入，通过分享节能收

益的形式回收资金。“例如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在建

筑物顶部加层，加层的租售收入可作为该建筑物节能改造的

资金来源；还可以鼓励有资金实力的节能服务公司出资改造

既有建筑，国家可给予其在税收政策或金融政策上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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