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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一、全球性的能源危机 1．国际能源趋势 目前，世界范

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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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最新权威数据显示

，世界石油总储量为1．15万亿桶，仅供人类开采约40年；石

油与天然气，在21世纪的前半，就将日趋枯竭，高能耗的建

筑终有一日会因为没有能源可用，终被社会淘汰。科学家们

预计2040年石油消费将达到最高峰，而从2050年开始，人类

将不得不转向成本较高的生物能、水利地热、风力、太阳能

、核能。 2．我国能源状况与建筑能耗 我国能源发展主要存

在四大问题。一是人均能源拥有量低、储备量低。二是我国

的能源结构依然以煤为主，约占75%。全国年耗煤量已超过13

亿吨。由于燃煤效率低，对环境污染严重，造成我国大气污

染和酸雨严重。三是能源资源分布不均。主要表现在经济发

达地区能源短缺和农村商业能源供应不足，造成北煤南运、

西气东送、西电东送。四是能源利用效率低。我国能源终端

利用效率仅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 随着城市建

设的高速发展，建筑能耗逐年大幅度上升，已成为中国能源

消费的主体之一，目前我国建筑用能已达全社会能源消费量

的32%。加上每年房屋建筑材料生产能耗约13%，我国的建筑

总能耗已达全国能源总量的45%。我国现有建筑面积为400亿

平方米，绝大部分为高能耗建筑，预计到2020年，总建筑面

积将达到700亿平方米。庞大的建筑能耗，已经成为我国国民



经济的巨大负担。 3．能源需求不断增加，价格上涨是必然

趋势 根据美国能源部能源资讯署资料，19992020年全球能源

消费形势中，全球能源总消费量将增加60%，其中亚洲及南

美州发展中国家将增长1倍。面临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天

然气价格逐步上涨，居高不下，西方国家很多高耗能建筑开

始出现因承担不起昂贵的能源维持费用而被迫停用或者租金

一降再降的现象。建筑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建筑节能势在

必行。 二、中国建筑节能技术的现状 我国目前正处于建设高

峰期，每年新建房屋近20亿平方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建设

量的总合。而其中95%以上的建筑都是高耗能的建筑，节能

技术相对落后。 与欧洲相比，许多欧洲国家住宅的实际年采

暖能耗已普遍达到每平方米6升油，大约相当于每平方米8.57

公斤标准煤，而在我国，达到节能50%的建筑，它的采暖耗

能每平方米也要达到12.5公斤，约为欧洲国家的1.5倍。例如

在德国，1984年以前建筑采暖能耗标准和中国目前水平差不

多，每平方米每年消耗24.6至30.8公斤标准煤，但到了2001年

，德国的这一数字却降低至每平方米3.7至8.6公斤标准煤，其

建筑能耗降低至原有的1/3左右，而我国却一直是25公斤标准

煤。 面对能源危机的巨大压力，虽然我国已在1996年就公布

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逐步对建筑能耗高的现况进行改

善，但是我国在设计水平，建筑技术，设备材料制造及应用

上、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点。 第一，我国绝大部分建筑的能源系统还都依赖于不可再

生的一次能源，而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还相当落后。目前

中国以水电、风能利用、太阳能利用、生物质能利用等为代

表的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还不够大，到2003年只有约相当5200



万吨标准煤的利用，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总消费量的3%。 第二

，我国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很多还可再利用的余热，

余冷都不回收而被直接白白的排放掉，在造成能源极大浪费

的同时也增加了建筑对周围热环境的影响。仅以建筑供暖为

例，，北京市一个采暖期的平均能耗为20.6瓦/平方米，与气

候条件相同的瑞典、丹麦、芬兰等国家相比，条件相同的建

筑一个采暖期的平均能耗仅为11瓦/平方米。因建筑能耗高，

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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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国建筑自身的节能效果还较差，建筑围

护结构的热工性能不高，门窗的保温性能，气密性能都有待

提高，因此造成了单位面积能耗较高局面。目前，在执行国

家节能规范的前提下，我国建筑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依然比

欧洲国家大20%~40%。 第四，我国材料设备的生产水平不高

，粗放式的生产模式导致了设备及材料的生产成本高，能耗

高，排放高，从而导致了建筑间接能耗的增加。 第五，落后

的运行管理水平进一步加剧了建筑的能耗。即便是高效节能

的系统，如果不辅以优秀的运行管理，也达不到节能的目的

。一个优秀的运行管理系统可节能10%~20%。 第六，无论是

开发商，设计者，施工人员，设备制造商，还是最终的业主

，运行管理人员都还没有普遍树立环保节能，主动创建生态

节能建筑的意识。 三、中国建筑节能落后的原因 我国的建筑

能耗非常高，采暖用能是气侯相近的发达国家的三倍。建筑

高能耗的现状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充分重视。虽然1995年制

定了国家节能建筑的强制性设计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

，可以做到节能50％的目标。遗憾的是，此标准实施已经进

入第9个年头了，但真正按照这个标准去建造的建筑，最乐观



的估计，在新建筑里还不到10％。影响我国建筑节能推进的

深层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1．缺乏有效的政策激励

制度 长期以来，国家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引导和扶植节能与

绿色建筑。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能源、土地、水资源、材

料的节约也没有可操作的奖惩方法来强制各方利益主体必须

积极参与；而颁发的《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作为一个

部门规章，力度远远不够。虽然已先后颁布实施针对三个气

候区的节能50%的设计标准，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民用建

筑节能标准体系；但关于建筑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

境保护的综合性的标准体系还没有建立。 2．能源价格目前

偏低，对消费者缺少足够吸引力 中国目前能源价格偏低，对

中国目前经济条件下的建筑业主来说，建筑后期运营的能耗

费用对业主的影响不大，而建造节能建筑的一次性资金高于

变通建筑，业主不愿投入，形成建造节能建筑积极性差的局

面。 3．施工监管不力及施工验收手段差 中国虽然建立了相

对完整的节能设计规范，包括2005年7月，我国批准发布的《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但施工质量差，施工验收不严格

，使中国的节能建筑数量很少。国家现有的节能建筑规范未

能在施工验收阶段严格执行，许多不合标准的建筑也能投入

使用，使不达标建筑不断出现。 4．公众节能意识不足 我国

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落后，也是制约中国建筑节能推进的

重要原因。公众作为住宅的消费者，意识影响行动，决定了

自身对住宅的选择，并进而影响了开发商开发什么样的产品

。 公众对节能建筑的意识不足，对节能建筑的需求不强，开

发商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导向，自然在操作中对开发节

能建筑也缺乏热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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