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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B_BD_E5_BB_BA_E7_c41_65802.htm 二、我国建筑能耗发展

趋势 我国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必须考虑新增建筑所需的能源

供给问题。按照目前的建筑能耗状况，到2020年我国建筑能

耗将比2004年增加2.5亿吨/年标煤和新增耗电5800～6300亿度/

年，总计折合电力约1.3万亿度，新增量相当于目前建筑总能

耗的1.3倍。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随着城市发展，建筑将超越

工业、交通等其它行业而最终居于社会能源消耗的首位，达

到33%左右。我国城市化进程如果按照发达国家发展模式，

使人均建筑能耗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需要消耗全球目

前消耗的能源总量的1/4来满足中国建筑的用能要求。因此，

必须探索一条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节能途径，大幅

度降低建筑能耗，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三、当前建

筑节能的重要问题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建筑节能。我

们认为，要研究建筑节能的突破点，优化配置有限资源，进

而推动我国建筑节能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1、走出集中供热

分户计量改革的困境。 改变供热计量按面积收费的方式，实

行“分户计量，按热量收费”的目的一是促进建筑保温，二

是鼓励行为节能。但分户计量不易操作。 采用分楼计量可以

使计量改革工作走出困境。如果对每座建筑的用热总量进行

计量并据其收费，楼内各户按面积分摊，计量工作可大大简

化，可操作性强，分户墙传热等各种问题也可迎刃而解。按

整座建筑供热量计量收费同样可激励新建建筑采用保温措施

和推进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为了减少楼内局部空间过热的



问题，可推行“供水温度分楼可调”新技术，采用混水或换

热的方式调节每座建筑入口的供水温度，在建筑内实行“大

流量、小温差、低水温”供热方式，在室外管网实行“小流

量、大温差”的循环方式。可大幅度降低集中供热系统的热

损失，从而显著降低北方地区集中供热能耗。 2、长江流域

不宜发展大规模集中供热或热电冷三联供。 目前在长江流域

建设大型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和热电冷三联供项目，无论是以

燃煤还是以燃气为动力，都存在很多的能耗不合理问题。长

江流域地区冬季短夏季长，而夏季使用发电余热制冷时的制

冷效率仅为电制冷效率的20%左右。采用集中供冷要依靠大

型循环管网输送冷水，这直接导致循环水泵电耗增加。 长江

流域的特点是：冬季短，室外温度多在0℃左右；夏季长，普

遍需要空调；梅雨期需要除湿；地表水资源丰富。对于这种

气候与自然条件，应该发展各种热泵方式，系统解决采暖和

空调需求。 3、科学规划南方地区建筑节能工作。 我国南方

地区建筑节能重点在于改善围护结构的保温。针对南方的气

候条件，应推广各种屋顶遮阳、外墙遮阳、窗户外遮阳等措

施，以减少太阳辐射；加强各种自然通风手段，通过自然通

风缩短空调运行时间；开发和推广主动或被动式除湿装置，

降低室内湿度，适当提高室内空调温度等，都可以产生更大

的节能效果。 4、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

消耗模式。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建筑容积率低；秸

秆、薪柴、粪便等生物质能源丰富，生物质能源的生成物可

被充分利用。农村的能源供应方式应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按

照循环经济方式，发展沼气、生物质的高温热解制气、太阳

能光热和光电应用以及风力发电。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



商品能源的经济效益和可操作性也远高于城市。 5、发展和

推广低能耗大型公共建筑技术。 我国大型公共建筑不足城镇

建筑总面积的4%，但能耗却占我国城镇建筑总能耗的20%以

上。发展出一套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低能耗大型公共建筑技

术，可大大缓解由于目前城市建设中大型公共建筑比例的增

长将造成的城市电力供应紧张状况。 6、建立我国的建筑能

耗统计平台。 有效的建筑能耗统计平台可以给出我国的建筑

物所消耗终端能源的具体数据，定量描述我国建筑能耗的具

体特点（如发展变化的特点、不同功能建筑耗能的特点、不

同地域建筑耗能、建筑内不同终端用能特点等），是建筑节

能工作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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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