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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8_8A_82_E8_c57_614720.htm 在北欧一些发达国

家，节能型建筑的比例已达到了40%。而在我们这样一个资

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对于建筑节能的问题不仅要有“时尚意

识”，更要有“危机意识”。 新颁建筑节能法规将出台 建设

部有关负责人透露，近日，建设部将出台“关于加强新建建

筑执行节能标准”的文件，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作出关于建筑节

能的补充要求；在《建筑法》、《节约能源法》和《规划法

》中明确关于建筑节能的内容，同时，争取在国务院立项加

快制定《建筑节能管理条例》，通过一系列建筑节能法律法

规，在全国全面实施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实施最严格的审查

制度，采取最严厉的处罚措施，从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

、建立、检测、验收的所有环节执行节能建筑强制性标准。

这预示着，我国的房地产业将开始全面走向节能建筑时代。 

新老建筑节能迫在眉睫 根据建设部和国家建材局2000年的统

计，目前我国建筑能耗按广义能耗的统计，约占全社会总能

耗的42%左右，其中，建筑在使用中因采暖、空调、照明、

家电、炊事及高档建筑换新风所用能耗占27.45%；建筑在建

设中的能耗占13%。 如果仅从人均能耗上看，我国的人均能

耗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得很远，只是美国的1／6。 但是，我国

正处于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每年新增建筑面积20亿

平方米，而新增建筑中超过80%的房子是高能耗的建筑，目



前我国的400亿平方米既有建筑中，节能建筑面积仅有3.2亿平

方米，而95%以上属于高能耗建筑，普遍存在着维护结构保

温隔热性能差，采暖系统热效率差等问题，单位建筑面积采

暖能耗为同等气候条件下的发达国家的2倍到3倍。 据建设部

的统计，既有建筑的能耗中，采暖的能耗占建筑使用能耗

的65%，而在这样的数字之下，实际上我国仍有大量使用空

调和采暖设备的房屋，冬天的采暖室温达不到基本要求的18

度，夏天的室温则超过25度。随着城镇化水平和居住舒适度

的提高，目前，国内空调的增长每年都在50%以上，流行于

发达国家的、高品质高能耗的具有换新风功能的建筑也会越

来越多地在我国建设，建设部有关部门预计，到2020年，我

国还将新增建筑面积约300亿平方米，建筑能耗最终将占全社

会总能耗的50%以上，新老建筑节能问题已迫在眉睫。 既有

建筑热改牵动人心 今年2月份，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宣布，我国要在2010年使全国新建建筑

全部达到节能与绿色建筑设计标准，争取1／3以上的既有住

宅基本实现节能改造，全国城镇建筑总能耗实现节能50%，

到2020年，绝大部分既有建筑实现节能改造，新建建筑全部

实现建筑节能65%的总目标，经济发达的地区要争取实现更

高的节能目标。这与今年中央强调的要建设节约型社会高度

一致，高能耗的建筑无节制地消耗着大量能源，已引起社会

的关注。 两会期间有不少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就建筑节能和

供热体制改革的问题递交了提案，仇保兴表示，我国400亿平

方米建筑中，有1／3的建筑需要做节能改造，而推行热改是

建筑节能的第一步。研究酝酿多年的既有建筑热改已箭在弦

上，这已成为广大的既有住宅的居住者当前非常关心的事情



。 热改的核心是要把热变成商品，通过合理的热价和收费系

统达到供热节能的目的，建设部科技司赖明司长说，传统的

按建筑面积分摊供热费用的方式有很多弊端，由于用户用热

多少与用户付费无关，用户很少关心供热能耗问题，使用户

对节能没有积极性，另外，用户没有温度调节手段，气温高

了就开窗，这既影响了人们生活的舒适度，也不利于建筑的

持续发展。据建设部科技司方面介绍，在约400亿平方米既有

房屋建筑面积中，采暖地区【淮河秦岭以北】城镇住宅面积

有40亿平方米。 2000年，建设部已发布《民用建筑节能管理

规定》，其中要求，从 2000年10月起，所有采用集中供热的

新建住宅推行温度调节和户用热量计量装置。按这样的规定

在管道设计上已按分户计量建设的既有建筑，在热改时只需

增加计量表等热计量装置，增加的成本不是很大。 而房改房

等很多旧有住宅的热改每平方米平均需要投入20元-30元，并

且需要解决房屋施工入户影响业主装修等许多现实问题，是

一项难度相当大的工作。据了解，建设部最近与德国建立了

国际合作关系，决定借鉴东西德合并后，德国政府对东德大

量就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的成功经验，在今年选择唐山、哈

尔滨、沈阳等北方城市进行热改试点。 通过抓示范项目，为

全方位热改政策的制定作准备。据建设部的暖通专家介绍，

热改需要考虑由于建筑户间墙体没有保温层而产生的户间传

热的影响，也要考虑供热设备及管网的年折旧费、固定资产

的投资利息以及维修费、建筑公用面积的耗热量，除了解决

热量的正确计量，还要解决热费的收费方法，技术性、政策

性很强。 我国其实从2000年起已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通过

一些试点项目对热改的热价和收费办法进行了研究，已经有



了多种方案，但还不够成熟，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今年

启动热改试点城市，可以重新评价并进一步完善前期的成果

，以便于大面积推广。 很多人关心热改后的购房成本和居住

成本是否会大幅增加。 据赖明司长介绍，如果达到建筑能耗

节能50%，新建建筑在热改上增加的投入需要在后期节能运

行3到5年拿回成本；既有建筑改造的投入，需要8到10年的时

间通过节能拿回成本。计量供暖既可以提高居住的舒适度，

也节省了居住成本。 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20年，如果城镇

建筑全部达到节能标准，每年可节省3.35亿吨标准煤，空调高

峰负荷可减少8000万千瓦时，约相当于1998年到2002年5年间

新增电力装机容量的总和，相当于4.5个三峡大坝的发电量，

相当于国家每年可以减少电力建设投资约1万亿元。40亿平方

米的城镇既有住宅如果实现50%节能，可节约0.5亿吨标准煤

，减少二氧化碳排量1.06亿吨，于国于民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 不节能过度视觉化建筑须慎行 虽然此前我国已先后颁布实

施针对严寒、寒冷、夏热冬冷三个气候区的节能50%的设计

标准，但据建设部的统计，目前各地并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

规定，由于缺少激励政策，监管力度不够，既有建筑中只有

约5%的节能建筑。 与此同时，近几年，在提高生活水平的愿

望和房地产开发利益驱使下，在豪华、美观的概念下，市场

上出现简单模仿西方高耗能模式的“过度视觉化建筑”，把

特异的“视觉冲击”作为追求目标，很多建筑扩大玻璃墙面

积，忽视自然通风，忽视能耗节制，造成使用者的高成本负

担。 赖明司长表示，在本月有关节能建筑的标准及相关管理

规定出台后，建设部将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在相

应的激励政策下，对新的建设项目实施最严格的审查制度，



采取最严厉的处罚措施，今年下半年要对房地产市场全面开

展节能专项检查，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 建设部副部长仇

保兴近日也表示，从今年起，建设部要对新建建筑严格执行

已经出台的强制性建筑节能标准。设计、审批、建造、监理

、验收等与执行节能标准有关的各环节都将在监督、处罚的

范围，对于不执行政府强制性建筑节能标准的企业，将按规

定罚款50万元。 据了解，建设部正在加紧研究和完善推进建

筑节能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经济政策。 业内人士认为，

“大锅饭”式的供热体制，使目前人们购房多关注的是产品

本身的价格，而对关系到长期付费的房子的节能性很少问津

。节能建筑新政策的执行力度将会影响房地产开发和购房消

费的走向，建节能建筑、买节能住宅的观念将会从今年在市

场上普及开。不节能的房子、过度视觉化、过度装潢的建筑

将在人们消费认识的转变中失去吸引力。 各国节能建筑一览 

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资源永续利用的问题，建筑节能在很

多国家已经被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提出75% 的建筑

节能标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也颇为

重视建筑节能。在一些发达国家，有机建筑、自持续建筑、

零能源建筑纷纷涌现。 德国的“三升建筑” 德国路得维希港

的“三升建筑”是一座建造于20世纪70年代的民用住宅，该

住宅经过外墙保温、3玻塑料窗、外窗外遮阳保温等节能改造

后，冬季采暖用油【德国冬季多用燃油采暖】从过去的每年

每平方米20升减少到3升，仅是改造前用能的15%，相当于每

年每平方米建筑用标准煤3.7公斤，因此被称为“三升建筑”

。这一成功的旧房改造已成为许多国家既有房屋改造的样本

。 英国的“零能源住宅” 英国诺丁汉大学有一座“零能源住



宅”。这所住宅主要采用屋顶的纸纤维保温、低辐射玻璃、

外墙维护保温和太阳房的设计。“零能源住宅”告诉人们，

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合理的设计完全可以使我们的建筑达到

理想的节能标准，资源永续利用是可以实现的。在很多发达

国家，良好的外墙保温、外窗遮阳、阻热玻璃、太阳能等节

能技术已经被普遍应用于各类建筑中，此外，有利于环保的

可回收、再生或循环使用的麦草板、旧新闻纸板、骨料、炉

渣作为原材料的混凝土材料也越来越多的被用在建筑中。这

为我国的新建筑与既有建筑改造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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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