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能建筑为何只落在图纸上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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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3_BD_E5_BB_BA_E7_c57_613060.htm 我国究竟有没有真

正的节能建筑？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却没有那

么简单。 按照建设部今年1月18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的结

论，我国新建建筑已经基本实现按节能标准设计，节能建筑

的比例不断提高。 曾做过建筑师、现任WSP能源（中国）首

席代表的邹佳媛却有不同意见，“北京是中国建筑节能做得

最好的城市，但如果按严格的标准衡量，几乎没有一个建筑

能称得上节能建筑”。 建设部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

年底，各地建设项目在设计阶段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比例

为95.7％，施工阶段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比例为53.8％。 建设

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对媒体表示，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已累

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10.6亿平方米，但节能建筑仅占全国城镇

既有建筑面积的7％。 “目前国内对节能建筑的理解上有偏

差，很多人觉得给一个建筑尽可能地增加节能技术，这个建

筑就节能了。实际不是这样。”邹佳媛说，这种技术的简单

叠加使用，非但不能增加节能的效果，反而可能会使建筑物

增加能耗。 在邹佳媛眼中，建筑节能与否不单看某个单体建

筑，还要用综合环境等因素来考量，从一个区域的整体规划

考虑。“任何一个建筑都不是独立的，建筑与建筑之间是互

相影响的，建筑之间的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微环境。这个环

境首先就要节能环保。然后才是单体建筑的设计、施工是否

节能，最后是建设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材料是否节能。” 建

筑设计师、PTW中国地区董事黄文颢，曾经在澳大利亚工作6



年，2005年开始在北京常驻，参与了水立方、奥运村等项目

。他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建筑节能的规范，要求也相

当严格。如果能够完全执行这个规范，中国在节能上会有很

大的进步。 也有专家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建筑节能上的

差距并不在材料、设备、施工技术上，而是在设计和标准上

。 供暖、玻璃幕墙、装修是能耗的大头 据了解，在我国，建

筑能耗占所有能耗的27％以上，而且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

在增加。在建筑能耗中，采暖、制冷是最耗能的，占整体比

例的6成以上。有数据显示，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是气

候相近国家的2至3倍。 “我国建筑物的热环境需要改善。”

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研究中心总建筑师赵冠谦觉得，很

多设计单位对建筑的供暖上做出了节能设计，但只是针对供

暖的维护上做节能设计，而没有对热源的供应和输送过程进

行节能设计，在供应输送过程中就消耗了很多能量。 不仅供

暖，玻璃幕墙的使用也是备受争议。赵冠谦就觉得，公共建

筑比住宅能耗更多的原因就在于大玻璃的使用。 “玻璃幕墙

给建筑带来的问题是空调的大量使用，因为玻璃对光热有聚

集作用，光线穿过玻璃进入室内，其热度会越聚越多，尤其

是西晒的房间，人在里面会非常难受。”国内某知名建筑装

饰公司的一位项目经理不赞同大规模使用玻璃幕墙，建议改

用涂料。 然而，黄文颢却有不同意见，“如果一个建筑的玻

璃只是单片玻璃，那在节能上是有影响的，但玻璃幕墙不一

定就是不节能、不环保”。他说，现在玻璃的技术已经有很

大发展，能达到节能要求的玻璃品种也有很多，此外，还有

一些辅助的技术帮助玻璃达到节能的要求，比如在欧洲，玻

璃幕墙外一般都有遮光板。 此外，装修带来的浪费和能耗也



不容忽视。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由于我国的商品房

都是毛坯房，国内一年在装修上就要浪费3000亿元。 仇保兴

表示，节能建筑在成本上会高于非节能建筑，大概1平方米会

高出150元左右，但由于节约了暖气、空调、电等资源的使用

，用户一般5到7年就能收回这个“节能的成本”。 施工环节

缺少有效监督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欧洲已经开始着手建筑节

能的工作，而我国真正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则是在1998年。当

年，我国实施《节约能源法》。2005年之后，建筑节能工作

更是被提到了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建筑节能及相关标准的制

定、修订工作，开始得到发展。 在建设部今年二季度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该部标准定额司司长陈重曾这样介绍我国建

筑节能标准的现状：大量标准相继发布实施，填补了多项节

能标准的空白，民用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建设部提

供的资料显示，这几年，建设部先后批准发布了21项关于建

设节能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组织开展了27项有关标准的

制订和修订。民用建筑节能标准已经扩展到覆盖全国各个气

候区的居住和公共建筑设计。 今年7月2日，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公布了《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草案）》，该草案提到，房

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未向购买人明示所售商品房的能

源消耗指标、节能措施和保护要求、保温工程保修期等信息

，或者向购买人明示的所售商品房能源消耗指标与建筑实际

能源消耗不符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应该说，这几年关于

建筑节能的标准、条例出了不少，但陈重也承认，很多施工

单位并没有执行国家的强制标准，“图纸上有，施工上没有

”。 “西直门地铁站旁边的那3个像抛物线一样的建筑是典

型的耗能建筑，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查的。”赵冠谦



说。 在赵冠谦看来，目前国家对建筑的设计有节能要求和标

准，也有一个审查的机构，设计单位如果要获得节能的认证

，就必须接受审查。但在施工建造过程中，目前还没有一个

机构来监督。“也许很多不节能建筑，其设计都符合节能标

准，但在建造过程中，这些节能设计被舍弃了。没有机构来

监督，这是建筑节能问题上的漏洞。” 一般情况下，建筑行

业的业务链条上有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施

工单位要按照设计单位的设计进行工作，同时接受工程监理

单位的监督。按照现行的关于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工程监

理单位如果发现施工单位不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施

工，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改正；施工单位拒不改正的，工程监

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但

实际在节能这个环节上，真正能有效监督施工单位的并不多

。 尽管《能源法》也规定，建筑项目建成后，如果达不到合

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予验收。但实际上，

每年还是有很多不符合节能标准的建筑通过了验收。 “现在

房地产太火了，开发商盖房子根本不愁卖，哪里有心思去多

考虑节能。”邹佳媛说，给建筑增加节能设计，一次性投资

上肯定会有增加，这也是很多开发商不愿意考虑节能因素的

一个原因。 “中国的建筑大多数都是盖完就脱手，如果改出

售为出租，那么肯定就会更加关注节能的问题，因为在日常

的维护上，节能与否是会影响到成本的。”黄文颢说。 2006

年7月，建设部曾公开称要评选北京十大最不节能建筑，但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评选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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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