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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摘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建筑节能概念就被正式提

出。建筑节能的核心是减少建筑耗能，提高建筑中的能源利

用效率。同时，建筑节能需以不影响人们感觉舒适度为前提

，即室温冬季不低于18摄氏度，夏季不高于26摄氏度。时

隔30年，石油与能源问题再次上升为“国际事件”。而我国

的能源问题更是显露无遗：石油消耗量仅次于美国、燃煤紧

张、拉闸限电、北方冬季供暖受阻、成品油价格一涨再涨⋯

⋯我国正面临一场真正的能源危机，建筑节能迫在眉睫。 关

键词：建筑节能 一、国际能源危机加剧 1.能源储量减少，石

油仅供开采41年 目前，石油、煤炭、天然气这三种传统能源

占能源消费约90%以上，其中石油占一半以上。然而2004年世

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石油总储量为1.15万亿

桶，仅供开采41年；全球天然气储量为176万亿立方米，仅供

开采63年。日本权威能源研究机构也申明，全球煤炭埋藏

量10316亿吨，可开采231年。 当然，核反应原料铀在地下和

海水中的储量比较大，但由于目前的利用成本高，且存在安

全利用隐患。 结论是，目前全世界最为依赖的能源石油与天

然气，到21世纪中叶，就将日趋枯竭。因此，如果现在不考

虑建筑的节能，总有一天建筑物将没有能源供应以维持正常

运转，非节能建筑物也就淘汰。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建筑节

能措施，采用可再生新能源，才能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2.能源需求不断增加，价格无法下降 根据美国能源部能源资



讯署2002年3月出版的报告，19992020年全球能源消费形势如

下： *全球能源总消费量将增加60%，其中亚洲及南美洲发展

中国家将增长1倍。 *石油：石油预计增长59%（年增长率

为2.2%）。此外，石油将维持占全球能源总消费量40%以上

的比例。 *可再生能源（包含水力）：预计将增长53%.但由于

现阶段数量过少、成本高、能源密集度低且供应不稳定，所

以占全球能源总消费量的比重将由9%下降到8%.不过预计更

远的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比重将上升较快。 可见，由于

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性迟迟无法实现，石油、天然气的

需求量仍会不断增加，但能源储量是有限的，这种供需关系

导致了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不会下降。 二、我国所面临

的能源挑战 1.人均储量少，能耗效率低。 我国能源总量丰富

，但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可采储量

居世界第41位，而一旦平均到个人消费量，就非常之低了。 

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目前国内能耗高，能源效率低。2001

年，我国终端能源用户能源消费的支出为1.25万亿元，占GDP

总量的比例为13%，而美国仅为7%.同时，我国单位产品的能

耗水平较高，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

先进水平高47%. 2.我国成为能源消耗大国，进口依赖度提高

。 2003 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

国。全年原油消费量达到2.5亿吨以上，其中进口原油8900万

吨，分别占世界石油需求增长总量的 41％、32%.去年以来，

我国的原油消费需求仍以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

年，我国石油需求量为4.5亿吨，年均递增12%.我国对海外能

源的依赖程度将达到55%以上。 可见，我国能源消耗需求旺

盛的同时，进口依赖度提高，这使得国内经济受国际形势的



牵制增大。 三、建筑节能要求十分紧迫 1.建筑能耗约占社会

总能耗的1/3 我国建筑能耗的总量逐年上升，在能源总消费量

中所占的比例已从上世纪70 年代末的10%，上升到近年

的27.45%.而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建筑能耗一般占全国总能耗

的33%左右。以此推断，国家建设部科技司研究表明，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我国建筑耗能比

重最终还将上升至35％左右。如此庞大的比重，建筑耗能已

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 2.高耗能建筑比例大，加剧能

源危机 直到2002 年末，我国节能建筑面积只有2.3亿平方米。

目前，我国已建房屋有400亿平方米以上属于高耗能建筑，总

量庞大，潜伏巨大能源危机。正如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仅到2000年末，我国建筑年消耗商品能源共计3.76亿吨标准煤

，占全社会终端能耗总量的27.6%，而建筑用能的增加对全国

的温室气体排放“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5%.因高耗能建筑比

例大，单北方采暖地区每年就多耗标准煤1800万吨，直接经

济损失达70亿元，多排二氧化碳52万吨。如果任由这种状况

继续发展，到2020年，我国建筑耗能将达到1089亿吨标准；

到2020年，空调夏季高峰负荷将相当于10个三峡电站满负荷

发电能力，这将会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量。 据分析，我国目

前处于建设鼎盛期，每年建成的房屋面积高达16亿至20亿平

方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年建成建筑面积的总和，而97%以

上是高耗能建筑。以此推算，预计到2020年，全国高耗能建

筑面积将达到700亿平方米。因此，如果现在不开始注重建筑

节能设计，将直接加剧能源危机。 因此，与当前发达国家建

筑能耗已经大大降低的情况相比，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

耗是发达国家标准的3倍以上，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



而对于美国而言，全球石油资源的战略布局以及石油的开采

区域和运输线路等关键点的调整工作已基本完成，我国却没

有那样强有力的能源后盾支持，在这样的国情下，建筑节能

水平的改善实际上应该比发达国家更为紧迫。 随着市场的发

展，房地产市场已逐步进入了“买方市潮，重新考虑市场需

求问题已经摆在每个开发商面前。事实上，北京、南京、上

海、广州等城市，已经有多个节能建筑的成功范例，并受到

市场的热烈追捧。只有不断创新才是创造市场商机的原动力

。顺应建筑节能大潮，实现节能建筑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双赢

，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是每个有责任的开发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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