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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中国建筑规模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中国建筑环境

的扩展及其能耗的增加正在对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产生巨大影响。 目前有许多

有关中国建筑节能的英文报告都对这些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然而，这些英

文报告对中国如何全力应对提高建筑节能这一挑战的介绍却少之又少。 相比之

下，本报告不仅介绍了中国建筑节能的工作，而且指出中国的有效努力可值得

其他国家借鉴。 

         本报告旨在弥补现有的英文报告中对中国建筑能效水平和节能政策执行效

果的信息不足。 我们认为，缺乏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将削弱全球对建筑领域温室

气体减排评估的努力。这种情况还会阻碍中国专家的参与并影响如何达到全球

建筑减排潜能的相关讨论。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CSEP）已支持出版了多份重要的中文报告。这些报

告从数量和质量方面对中国建筑能源使用效能进行了阐述，对建筑节能标准及

有关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 并对最佳案例进行记录。因此，这些中文报告包

含很多国际上需要的关键数据和见解，并可填补重要的知识空白。 

         本报告的撰写是根据现有的中文报告，并经过本报告作者与这些中文报告

的作者及有关建筑节能专家在建筑能效、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范围及执行成效，

以及对中国有效政策诸方面的探讨后完成。 本报告的完成帮助推动全球建筑最

佳实践联盟（GBPN）和 CSEP 建筑项目的共同使命之一，即加强中国建筑低能

耗、低碳和节能的最佳经验同国际同行的交流。 

 

 
 
 
 

Peter Graham 博士 

GBPN 执行主任 
 
 
 
 
 

莫争春 博士 

建筑节能项目主任 

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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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中国的建筑节能工作始于上一世纪 80 年代初，且在积极推广的过程中对可

持续发展、能源安全和低碳经济等议题日益重视。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努力，中

国政府已建立和推动了一系列建筑节能政策、法规和项目，并取得了令人印象

深刻的成就。 

         为了帮助国际建筑节能专家和能源政策研究人员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建

筑节能的情况，全球建筑最佳实践联盟（Global Building Performance Network，

简写 GBPN，http://www.globalbuildings.org/）为本报告的完成提供了资金支持

并邀请国际建筑节能专家对本报告的英文版本进行审阅。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

（ China Sustainable Energy Program, 简 写 CSEP ，

http://www.efchina.org/CSEPCN/FHome.do）为本报告的完成提供了财政以外的

支持，如推荐阅读材料、介绍中国建筑节能专家。 

         本报告的提纲是由项目组同受邀的中国建筑节能专家讨论确认。本报告的

内容介绍了一系列中国政府颁布的建筑节能政策和指令，并对中国最新发行的

研究报告进行汇总和分析（例如，住房和城乡发展部建筑科技中心的《中国建

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和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的《中国建筑节能年

度发展研究报告》）。 本报告的其他有关信息则从相关的中国网站和与多名国

内外建筑节能专家讨论获得。 

         本报告的初稿为中文。受邀的中国建筑节能专家对中文初稿参与两轮审阅。

中文稿在审阅结束、修改后翻译为英文，并根据国际建筑节能专家的意见对英

文版本进行修改。本报告是在原中文版的基础上，融入英文报告中的新添内容，

并根据中文阅读习惯，在文字表述和排版格式上略作修改。 

报告的撰写者为水彬（第一、三、四、七和八章）和李骏（第二、五、六章、

4.1.2 节、附录 A 和 B）。因为时间仓促、篇幅有限，报告中的不足之处恳请读

者斧正、赐教。 

 

作者 

2012 年 10 月 10 日 

  

http://www.globalbuildings.org/
http://www.efchina.org/CSEPCN/FHom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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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建筑业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其产值占2009年国内生产总

值的6.6%。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建筑面积约17亿平方米（包括城市和农

村）。 截止到2010年，中国的既有建筑总面积约为486亿平方米。 

 

       如何提高新增建筑的节能效率，加快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是中国目前面临

的两大挑战。 

 

       本报告首先介绍了中国建筑用能的关键概念及中国建筑节能的管理机制

（第1章），并简要地回顾了中国建筑节能发展历史（1.3节）。 报告的正文主

要是从五个方面对中国建筑节能进行介绍： 建筑能耗（第2章），新增建筑的

建筑节能政策（第3章），既有建筑的建筑节能政策（第4章），可再生能源应

用（第5章），农村建筑用能（第6章）。 报告还对中国建筑节能政策发展及前

景进行评估（第7章）。 

 

中国建筑节能政策的发展历史 

        中国自八十年代初期起就不断发展改进建筑节能政策。这个过程可分为四

个阶段（1.3节）： 

 

 研究准备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初 至 1986）。工作重点是对民用建筑用

能进行调查、并对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制定进行研究； 

 试点示范阶段（1987 至 1992）。政府通过“以点（两个试点城市）带面

（八个省市）”的方式推广新墙体材料和节能建筑； 

 体制建立阶段 (1993 至 2005)。工作重点是建立建筑节能的法制、行政、

技术支持体系。在这一阶段，中国发布了涵盖各气候区、住宅和公共建

筑的建筑节能标准；和 

 完善体制、加强实施 阶段（2006 至现在）。工作重点是完善现有的建筑

节能法制、行政、技术和管理体系，推行建筑节能标准的实施和既有建

筑的节能改造，及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节能中的应用。 

 

建筑能耗 

       中国五分之一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是来自建筑能耗。2008年，中国

建筑一次能源(不包括生物质能)消耗接近380 百万吨标油，较之1996年增长了

1.5倍（2.2节）。 

 

不同气候区的建筑物单位能耗差别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北方冬季较长，取

暖期也较长。 另一个原因是建筑类型的不同。 例如，大型公共建筑（大于2万

平方米）的用电强度通常是小型公共建筑的2至3倍（2.4节）。            

       中国建筑能耗在2008年排放近1260 百万吨的二氧化碳。国内外专家一致认

为中国建筑能效的大幅度提高可降低能源需求和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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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建筑的建筑节能政策 

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中国年均新增建筑面积为 17 亿平方米。预计到

2020 年底，中国新增城镇居住面积将为 100 至 150 亿平方米，公共建筑约为

100 亿平方米左右。为了推动新建建筑的建筑节能，中国政府积极制定和推动一

系列的节能政策，如建立新建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和有关的监管体系，推行建筑

能效标识和测评、绿色建筑（3.1 节）。 

建筑节能标准 

 

       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新建筑建筑节能的标准体系。该体系包

括设计标准和验收标准，含盖居住和公共建筑、和主要气候区、且涉及设计、

建造、验收、使用和改造的主要建筑过程（3.2.1节）。 

 

  监管是执行建筑节能标准的重要环节。中国的监管体系包括强有力的法规

支持并辅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行的建筑节能减排专项专项监督检查（3.2.2

节）。根据国家建筑节能减排专项专项监督检查数据，建筑节能标准的实施率

在过去五年内已有大幅度的提升（3.2.4 节）。 

建筑能效标识及其测评 

 

    中国的建筑能效标识及其测评制度的建立始于2006年（3.3.2节）。民用建

筑能效的测评标识分为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 （以竣工验收资料为建筑能效测评

依据进行的建筑能效标识）和建筑能效实测值标识（3.3.3节）。 

 

    2009年起，住房城乡建设部在部分试点省市展开了对新建的国家机关办公

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进行建筑能效标识工作。截至2010年，已有四十五个建筑

项目获得批准并被授予星级评定（3.3.4节）。 
 
绿色建筑 

 

    2004年是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一年。 中国在短短六年时间内

就建立了自己的绿色建筑的技术和管理体系（3.4.2节）。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分为“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和“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前者着重设计阶段，后者是运行阶段（3.4.3节）。从2008年的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开始启动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271个建筑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3.4.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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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的节能政策 

       截止2010年年底，中国既有建筑总面积约为486亿平方米，是2000年的

1.75倍。 自九十年代起，中国政府就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并提供多种财政支持，

促进供热改革和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4.1.1节）。 

 
供热改革 

 

        供热体制改革是中国建筑节能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中国供热体制改革的目

的是通过改革供热收费制度，建立市场手段，达到减少采暖用户终端用能浪费；

提高供热企业管网节能运行积极性；节能改造成本分摊和推动节能改造的目的 

 

       截至2010年年底，北方采暖地区出台供热计量价格和收费办法的地级以上

城市达到80个，累计实现供热计量收费达到3.17亿平方米（4.1.2节）。 

 
居住建筑 

 

北方地区建筑能耗比较大，占全国城镇建筑用能的 40％以上。这个地区的

老旧住宅的主要居住者是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由于建筑围护结构普遍缺乏保温

措施，冬天室内温度低，居住条件差。所以，北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不仅

是建筑节能的重要一项，也是解决好城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的重要抓

手（4.2.1 节）。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完成北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1.82亿平米，其中

2010年完成改造面积8623万平方米（4.2.2节）。 

 
公共建筑 

 

       中国政府开展一系列工作推动公共建筑节能，工作对象是国家机关办公建

筑和大型公共建筑，以及高等院校（4.3.1节）。  

 

        截至2010年底，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已全面展开能耗统计、

能源审计、能效公示工作。全国共完成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

统计         33000栋，完成能源审计4850栋，公示了近6000栋建筑的能耗状况. 同

年，72所节约型校园建筑节能试点也已开展（4.3.2节）。 

 
财政支持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资金来源是一个工作难点。为完成北方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任务提供资金保障，改善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效果，政府

积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4.1.1节，4.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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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中国在采用可再生能源方面有巨大潜力。自“十一五”，中国政府引入了

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财政部制

定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促进试点城市的有关项目，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目前，许多省份和城市已发布了政策法规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的应用。 

此类政策法规主要针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改进和使用，包括光伏发电、建筑一

体化光伏发电、太阳能热水器和地源热泵。 同时，当地财政部门还颁布了财政

支持计划和相关政策。 许多当地政府已开始强制实施建筑可再生能源使用政策，

其他一系列新政策将在“十二五”期间实施。 但迄今为止，采用可再生能源的

范围相当有限，并且由于财政支持不足而发展缓慢。 

 

农村建筑能源消耗 

       中国农村总住房面积约为240亿平方米。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与

城镇居民差异较大，农村建筑的商品能耗和单位面积的能耗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由于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建筑基本是农民宅基地自建，农村建筑尚未纳入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监管体制内，建设主管部门尚未出台农村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6.1节）。 

 

       通过“家电下乡”政策能够提升建筑能源性能并促进家庭能源持久高效使

用，这两种方法可有效降低建筑能耗，同时改善中国农村居住环境（6.2节）。 

 

评估和前景展望 
 

成功经验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已在建筑节能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大部分

要归功于详细的规划发展战略和来自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中国政府建筑节

能工作的基本思路是：（1）明确重点，（2）从易到难，和（3）从点到面（从

小范围的试点示范开始，为制定有关政策和技术标准吸取经验，再到大范围的

展开）。 

 

        适宜的建筑节能发展策略帮助中国政府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政府资源（如财

政和政策支持），帮助政府在全国和地方上推动有关的建筑节能政策和项目

（7.1节）。 

 
巨大挑战 

 

        尽管中国在建筑节能工作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主管建筑节能的政府官员

和有关专家清楚认识到建筑节能工作中的挑战，包括（1）持续上升的中国建筑

能源消耗，（2）建筑节能标准更新没有制度化，（3）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融

资困难，（4）供热改革进程缓慢，（5）可再生能源应用需要技术、管理支持，

（6）能力建设不足，（7）农村地区促进建筑节能任务重大（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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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方向 

 

        到2015年，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将改造4亿平方米， 

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5000万平方米，公共建筑节能改造6000万

平方米，并创建2000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的示范单位（7.3节）。 

 

结论 

 

  中国的建筑节能政策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

的建筑节能，不仅关系到中国也直接影响到全球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了

解中国建筑节能的政策和工作有助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互相学习，以推动中国和

国际建筑节能工作（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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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述 

1.1 中国建筑用能的关键概念 

   建筑气候分区  气候条件是影响建筑能源使用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目前划分

为五个建筑气候区1：严寒地区、寒冷地区、夏热冬冷地区、夏热冬暖地区和温和地

区（图 1）。 

 

 

 

 

 

 

 

 

 

 

图 1 中国建筑气候分区 

来源：建筑气候区划标准（GB50178-93） 

  建筑分类  中国建筑从建筑功能角度分为民用、工业建筑等类别。民用建筑分

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公共建筑的主要类型包括政府办公建筑、商业建筑、及建

筑物服务业、教育、卫生等（图 2）。 

  居住建筑可按其在地面上的楼层数划分为：低层（1 至 3 层），多层（4 至 6

层），中高层（7 至 9 层），及高层（10 层及其以上）2。 

  公共建筑可按照建筑面积分为两类：普通的公共建筑为单体规模小于 2 万平米，

大型公共建筑是指单体规模大于 2 万平米3。 

  

                                                      
1
 这里的气候区是引自《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 

2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3
   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的《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p131。 

一月 七月

严寒 ≤ -10oC ≤ 25oC

寒冷 -10 ~ 0oC 18 ~ 28oC

夏热冬冷 0 ~ 10oC 25 ~ 30 oC

夏热冬暖 >10oC 25 ~ 29 oC

温和 0 ~ 13oC 18 ~ 25oC

分区名称
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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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建筑分类 

来源：郎四维（2005）《公共建筑节能标准培训》 

  建筑能耗  建筑能耗的定义有两个。一是指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能耗，

包括采暖空调、热水供应、照明和炊事等。二是指在建筑物全寿命周期过程中的所

有能耗的总和，包括建筑材料生产、建筑施工、建筑物使用和建筑物报废所有阶段

的用能。本报告使用的建筑能耗为第一种定义。 

  建筑节能  建筑节能是指建筑物在规划、设计、新建（改建、扩建）、改造和

使用等过程中，执行节能标准，采用节能型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通

过管理等方式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 

  在本报告中，建筑节能主要是指建筑物有关的建筑节能政策。尽管终端能效是

建筑节能中的重要议题，但不作为本报告的重点，有关内容请参见附录 1。 

1.2 建筑节能行政管理结构 

  国务院的建设主管部门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http://www.mohurd.gov.cn/），于

2008 年成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前身是建设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职能之一是

负责全国建筑节能的政策制定、监督管理等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建设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节能的管理工作：如逐级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和节能减

排目标，并制定和推动本地区的建筑节能工作（图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两个业务主管司主管国家的建筑节能工作。建筑节能与科

技司负责制定建筑节能政策和发展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和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标准定额司负责拟订建筑节能标准和其他同工程建设有关的

国家标准、建设项目评价方法、指导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等。 

 

建
筑
分
类

 
民用建筑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政府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服务业 

教育 

卫生 

其他 

工业建筑 

http://www.mohur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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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建筑节能的行政管理体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两个直属的研究单位。标准的定额研究所成立于 1983 年。

作为由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该所从事建筑节能政策的研究，工程建设技术标

准等的研究和组织编制工作4。科技发展促进中心5成立于 1994 年。该中心负责建筑

节能政策研究与咨询，科技成果评估与推广，示范工程管理等。 

1.3 中国建筑节能政策的发展演变 
6
 

 中国建筑节能政策的发展始于 80 年代初，历经四个发展阶段（见表 1）： 

1) 研究准备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初 至 1986）。工作重点是对民用建筑用能进

行调查、并对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制定进行研究； 

2) 试点示范阶段（1987 至 1992）。政府通过“以点（两个试点城市）带面

（八个省市）”的方式推广新墙体材料和节能建筑； 

3) 体制建立 阶段（1993 至 2005）。工作重点是建立建筑节能的法制、行政、

技术支持体系。在这一阶段，中国发布了涵盖各气候区、住宅和公共建筑的

建筑节能标准；和 

4) 完善体制、加强实施 阶段（2006 至现在）。工作重点是完善现有的建筑节

能的法制、行政、技术和管理体系，推行建筑节能标准的实施和既有建筑的

节能改造，及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节能中的应用。  

                                                      
4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7007.htm。  

5
 请参看的网站 http://www.cstcmoc.org.cn/。 

6
 本报告的部分内容是参考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的《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第 1.2 节的内容，

但是两个报告对中国建筑节能政策发展阶段的概述有所不同。《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

提出的四个阶段为：（1）理论探索阶段（～1986 年），（2）试点示范和推广阶段（1987-2000

年），（3）承上启下的转型阶段 （2001-2005 年）和（4）全面开展阶段（2006 年～）。 

住建部

建设厅

建筑管理处

建筑管理科

省、直辖市、自治
区人民政府

国务院

市人民政府

县人民政府

http://www.cstcmoc.org.cn/）成立于1994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7007.htm
http://www.cstcmo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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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建筑节能政策发展的简单回顾 

发展阶段 时间 有关的政策活动 
报告 

章节  

1 

研究准备 

(1980s 到 

1986)   

1980s 初 
中国开展民用建筑用能调查、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

研究。 
3.2.1 

1986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是中国第一部居住建筑设计标准，并提出了节能

30％的节能目标7。 

  

2 

试点示范 

(1987 到 

1992) 

1988- 

1992 

中国于 1988 年颁布《关于加快墙体材料革新与推广

节能建筑的意见》，并在两个城市的的试点小区进

行工程示范。1992年，试点工作推向八个省市。 

  

3 

 

体制建立 

(1994 到
2005) 

 

1993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整节能设计标准》是

中国第一部公共建筑（含商业建筑）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的雏形。  

3.2.1 

1993- 

1996 

建设部成立建筑节能办公室，建筑节能中心，开始

有组织地制定和实施建筑节能政策。比如，制定了

《建筑节能“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规划》，《建筑节

能技术政策》等。 

  

1995 
中国于 1995 年修订《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

居住建筑部分）》，并将节能目标提高到 50％。 
3.2.1 

1997 中国于 1997 年颁布 《节能法》。    

1999 

中国颁布了《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首次对建

设项目的审批、设计、施工、工程质量监督、竣工

验收和物业管理相关责任主体的职责、违反的处罚

形式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3.2.2 

2001 
中国颁布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 
3.2.1 

2003 

中国颁布了《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提出该地的新建居住建筑的采暖空调能耗与

没有采取节能措施前相比，要到达节能 50％的目

标。 

3.2.1 

《关于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

颁布标志供热体制改革的开始。政府提出“稳步推行

按用热计量收费制度，促进供、用热双方节能”的要

求。  

4.1.2 

2005 
中国颁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提出到达节能

50％的目标。  
3.2.1 

  

                                                      
 

7参见本报告 3.2.1 节对节能目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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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时间 有关的政策活动 
报告 

章节  

3 

体制建立 

(1994 到
2005) 

 

2005 

《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为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节能

的应用提供了法律、政策支持。 
5.2 

建设部首次组织全国建设领域的节能减排专项监督

检查。  
3.2.2 

4 

 

完善体

制、加强

实施 

(2006 到 

现在)  

 

2006 

中国颁布修改的《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中国颁布《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这是中国第一部

有关绿色建筑的国家标准。 
3.4 

2007 

中国颁布《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这

是中国第一部以达到建筑节能设计要求为目标的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8。 

3.2.1 

中国修改并颁布《节约能源法》。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

知》明确“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的任务之一是完

成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的 1.5 亿平方米的节能

改造任务。 

4.2 

颁布的《民用建筑能耗统计报表制度》规定在全国

23 个城市范围内试行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工作。 
2.1 

2008 

中国颁布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和《公共机构节

能条例》对《节约能源法》的建筑节能条款提出具

体实施指导。 

4.2.1, 

4.3 

2009 
中国颁布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和《居住建

筑节能检测标准》。 
  

2010 

中国修订了两个重要的居住建筑节能的设计标准：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9和《夏

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前者将节能

目标提高到 65％，后者没有明确规定10。 

3.2.1 

2011 

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

案》指出，中国计划到 2015 年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

住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 4 亿平方米以上， 夏热

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5000 万平方米。 

7.3 

  

                                                      
 

8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也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以达到建筑节能设计要求为目标的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 
9
 即 1995 年《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的修订版。 

10杨秀等（2011）指出，该标准的总则中没有明确提出节能目标，但 50%仍是某些具体指标的量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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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国建筑能源消耗 

2.1 建筑能耗统计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能源建设、生产、消费、供需平衡

的权威性统计资料，主要提供农业、工业部门、交通运输、建筑业、批发零售等部

门的能源平衡统计。从 1986 年开始，由国家统计局主编。自 2004 年起，由两年一 

版改为每年一版。该年鉴不提供具体的建筑能耗的统计。 

  从 2007 年以来，住房城乡建设部开始推行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工作，并在同年

颁布了《民用建筑能耗统计报表制度》(在国家统计局审核批准的基础上)，规定自

此在全国 23 个城市11范围内试行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工作。该项工作由住房城乡建设

部牵头每年定期开展，调查涉及全国大中城市的公共和住宅建筑。调查以栋为基础，

自 2007 年以来，每年调查的建筑数量都在 17 万栋以上。表 2 列出民用建筑能耗报

表中有关建筑能耗的统计内容和调查方式。 

表 2 民用建筑用能调查 

调查对象 

 

调查方式 

 

调查进展 

年度 调查的建筑（栋） 面积（万平米） 

政府办公楼、大型公

共建筑 
全面调查 2007 61960 36163 

居住建筑和中小型公

共建筑 抽样调查 

 

2008 51988 34176 

2009 90571 60918 

 2010 33000* 没有数据 

*其中完成能源审计 4850 栋，并已对 1500 余栋建筑的能耗进行了动态监测 (中国建设报 2011
12

) 

资料来源：住房和城乡发展部建筑科技中心的《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p.74；民用建筑

能耗和节能信息统计工作简报 2011 年第 3 期 

 2010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和节能信息统计报表制度》，

民用建筑能耗统计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3，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各个相关统计

内容填报的主体 （如表 3）。自《报表制度》实施之后，报送的频率从原先的半年

报和年报并存改为的统一的年报。目前该制度只在指定的城市地区推行，在农村地

区尚无强制要求组织民用建筑能耗调查。 

                                                      
11这 23 个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石家庄、唐山、沈阳、哈尔滨、南京、常州、福州、

厦门、济南、郑州、鹤壁、武汉、广州、深圳、海口、三亚、成都、绵阳、西安等，这些城市基本

涵盖了中国不同气候区、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住

房城乡建设部 2011）。 
12参见广东建筑节能协会网站 

http://www.gbeca.org/cms/GBECA/zhengcefagui/guojiazhengce/15ubr50khphpa.xhtml 
13居住建筑和中小型公共建筑相关统计内容由 23 个城市扩大到全国 79 个城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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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统计对象和填报单位 

统计对象 填报单位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机构或用能单位 

大型公共建筑 
建筑所有人、使用权人或供能单位 

中小型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房屋部门或供能单位 

2.2 建筑用能总量14
 

  2008 年的中国建筑总面积为 430 亿平米，其中城镇住宅面积约为 123 亿平米，

公共建筑为 71 亿平米，农村建筑为 236 亿平米。全国建筑一次能源(不包括生物质

能)消耗接近 380 百万吨标油，占全社会总能耗的五分之一左右(清华大学建筑节能

研究中心 2011；国家统计局  2010)。，建筑部门消耗的主要商品能源为电力

（44%）、煤炭(40%)、天然气(13%)、油品等（3%）。图 4 显示了中国建筑能耗在

1996 年至 2008 年间的变化。 

 

图 4 中国建筑能耗变化趋势 1996-2008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2011 报告和齐晔等的 2010 报告数据整理，计算中北方城镇采暖

分别按建筑比例计入城镇住宅和公建能耗内。  

                                                      
14

 本报告中能耗单位均采用国际通用的吨标准油(toe)、KWh、MWh 或者 TWh。中国学术界有关能

源研究的文献通常使用吨标煤(tce)为单位(由于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消费品)，本报告中折算系数取 

1 toe=1.43 tce，电力按照发电煤耗法折算，即 1 KWh=0. 327  tce (中国 80%的电力消费为燃煤电厂供

应，此折算系数考虑发电厂平均效率和线损)，煤炭等一次能源消费按照电热当量法折算，即 1 tce= 

29.3 GJ=8140 KWh。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中的能耗均指的是一次能源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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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的气候、经济发展水平和建筑服务功能存在较大

的差异，各种类型的建筑则存在不同的用能特点，比如农村建筑中相当一部分使用

生物质能，而城镇地区住宅建筑与公共和商业建筑的用能方式和单位面积能耗存在

较大差异。 

  国际上通常将建筑用能分为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两大类。目前，中国建筑行业

的权威专家考虑到中国的城乡差异、地域气候差别等具体国情，根据中国建筑的用

能特点，一般将建筑能耗归纳为四类： 即北方城镇采暖能耗、城镇住宅非采暖能耗、

公共建筑非采暖能耗和农村住宅能耗(齐晔 2010)。 由于北方地区城镇建筑的采暖能

耗在中国总的建筑能耗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 ，因此在目前有关中国建筑能耗的文献

中通常将采暖能耗单独研究，而将非采暖的能耗归为另一类来研究。这种划分与国

际上通常的整体建筑能耗(Whole house energy consumption)
15的分析方法有所差异。 

  中国采暖地区包括北方 14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该区人口和 GDP 分别占到

全国的 33%和 40%（国家统计局 2010）。北方城镇建筑的冬季采暖能耗在全国建筑

能耗中占有重要比例，大约占 2008 年建筑商品能耗的四分之一。单位面积的采暖

平均一次能耗由 1996 年的 197.8 KWh/m
2
 /年下降到 2008 年的 141.6 KWh/m

2
/年 (清

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2011)，建筑节能规范的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 。 

  中国夏热冬冷地区是指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地区，涉及 16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 。该地区面积约 180 万平方公里，该区人口和 GDP 分别占到全国的 42%和 48%。

由于与同纬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气候差异较大，中国建筑能源研究专家一般也将该

地区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该地区气候的特点是夏季闷热，冬季湿冷，昼夜温差小，

年降水量大，日照偏少。过去，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该地区的一般居住建筑没

有采暖空调设施，居住建筑的设计对保温隔热问题不够重视，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

普遍很差，冬夏季建筑室内热环境与居住条件恶劣。随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当地居民对采暖、空调的需求增加，居民普遍自行安装采暖

空调设备。夏热冬冷地区的采暖能耗从 1996-2008 的年均增长幅度将近为 70%。虽

然该地区平均采暖能耗仅为 16.2 KWh /m
2
/年(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2011)，低

于北方城镇采暖能耗的平均水平。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

对居住热舒适环境要求的提高，这一地区的单位采暖的能耗将会有所提高。 

  笔者在对中国现有的建筑能耗研究的文献中的统计数字进行重新归纳处理之后，

得到了各个地区不同类型建筑的单位面积一次能耗强度，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

目前城镇公共建筑和北方城镇住宅建筑的单位能耗强度最高，而南方地区城镇住宅

和农村建筑的单位商品能耗强度是最低的(农村建筑超过一半用能是生物质能)。不

同地区住宅建筑的单位能耗差异显著，北方住宅建筑的单位能耗明显高于夏热冬冷

                                                      
15

 包括采暖、生活热水、照明、家电、炊事等所有建筑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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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南方地区，采暖用能是造成此差异的主要因素。夏热冬冷和南方非采暖地区

的单位建筑能耗强度是最低的(具体参见 2.3.2 节)。 

 
 

注：根据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的 2011 报告整理，由于部分数据不足，计算中假设中国城镇地

区各气候区住宅建筑的单位面积非采暖能耗水平（包括空调使用）相同。 

注：农村建筑用能包括生物质能。 

图 5 中国主要地区分类建筑 2008 年面积和单位能耗强度 

资料来源: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2007 的报告，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2010 的报告；中国统计年鉴

2012 

2.3 城镇住宅建筑能耗 

        城镇住宅用能主要包括采暖、空调、炊事、生活热水、照明、其他家电等六类

主要能源消耗(图 6)，其消耗的主要能源为电力、煤炭、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

煤气等。 

2.3.1 住宅建筑空调能耗  

        随着空调在建筑中的不断普及，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空调

市场，占全世界空调市场需求的 12%
16。近些年来，在夏热冬暖和夏热冬冷地区，

夏季空调电耗迅速攀升，许多省份每年夏季的高温季节出现大面积的电荒的问题，

对电网安全造成巨大压力，电力部门不得不实施拉闸限电的措施以应对电网调峰问

题17。 

                                                      
16参见开利空调网站：http://www.carrier.com.cn 而中国空调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80%。 
17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1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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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90 年代以来空调在城镇居民

家庭开始迅速普及，大多数家庭安装的是热泵空调器。目前大中城市家庭的空调普

及率已经超过了 80%，部分省市甚至接近或超过 100%
18。2008 年全国城镇住宅建

筑空调电耗为 410 亿 KWh, 折合 937 万吨标油，占住宅总能耗的 11.2% (清华 2011)。 

 

图 6 城镇住宅建筑主要用能能耗比例 

资料来源:清华报告（2011） 

2.3.2 城镇住宅除采暖和空调外用能 

         2008 年，中国城镇住宅除采暖和空调外的一次能耗为 74.8  百万吨标油，占全

国建筑总能耗的 16%，比 1996 年增长了 2.5 倍。这其中电力消费增长幅度最大，从

1996 年的 31 TWh 增加到 2008 年的 267 TWh，增长了近 6 倍(清华 2011)。 

    按照城镇总户数 1.9 亿户的口径计算19，中国城镇的户均照明电耗为 352KWh 左

右， 明显低于欧美发达国家20。同时中国城镇家庭的采暖、空调、生活热水和家电

的用能水平相比发达国家也明显偏低。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城镇居民的单位面积平

均能耗水平(除北方地区住宅外)相比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仍然较低，比如  

2006 年， 欧盟 27 国平均的采暖终端能耗超过 150 KWh/m2/年21，与中国住宅建筑的

平均能耗相当； 而美国 2005年全国住宅建筑平均一次能耗约为 245 KWh/m2/年22。 

                                                      
18

 http://www.chinabaike.com/z/zl/323048.html  
19香港 大公报 http://gb.takungpao.com/tw/comment/2010-06-24/285546.html 
20美国家庭的平均照明能耗接近 2000KWh，高出中国 3 倍。欧洲为 560KWh, 日本为 939 KWh。参见

http://www.lightinglab.fi/IEAAnnex45/guidebook/2_lighting%20energy%20in%20buildings.pdf 。此处引

用为不同年份数字，但是发达国家的逐年变化较小。 
21

 欧盟 MURE-ODYSSEE 能源统计数据库。如果折算为一次能源，欧盟的平均采暖能耗比这一数字

还要高。 

采暖, 47%

空调, 6%
照明, 10%

家电, 9%

炊事, 16%

生活热水, 
12%

http://www.chinabaike.com/z/zl/323048.html
http://www.lightinglab.fi/IEAAnnex45/guidebook/2_lighting%20energy%20in%20building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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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共建筑用能 

  公共建筑占中国城镇建筑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公共建筑用能主要包括采暖、

照明、空调与通风、生活热水供应、办公设备、电梯、排水和其他设施能耗以及其

他用于特殊功能的能耗。公共建筑总能耗在 1996-2008 年间增长了将近 2.5 倍， 

2008 年达到 135 百万吨标油，而其中电力消费则增长了近 4 倍，从 780 亿 KWh 增

加到 3793 亿 KWh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2011）。 

  清华 2011 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公共建筑能耗可分为两大类：大部分是普通的公

共建筑(单体规模小于 2 万平米)除采暖外的电耗强度23一般在 50~70KWh/ m
2
a 的水

平，其电耗低于大型公建，而且电梯电耗几乎为零。少部分是大型公共建筑 （单体

规模大于 2 万平米）包括照明电耗、办公电器及设备电耗、电热开水器和电梯等综

合服务设备系统电耗、空调系统电耗以及厨房和信息中心等特定功能设备系统电耗，

集中分布在 120~150 KWh/ m
2
a 的高能耗水平，为普通公共建筑的 1.8~2.6 倍。两类

公建的能耗对比情况可以总结为表 4： 

表 4 公共建筑分类用能特点 

公建类型 
单体规模 

 

总面积 

（百万平米） 

除采暖外的单位面积

能耗 kWh/（m
2年）* 

总能耗 （折合电

力：TWh/年） 

大型公共建筑 >2 万平米 约为 400 90～200 50 

普通公共建筑 < 2 万平米 4900 30～70* 202 

* 含空调能耗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2011 

2.5 与建筑用能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2008 年中国建筑行业能源消费相关的 CO2排放为 1260 百万吨（图 7），占当年

中国 CO2排放的近五分之一 (齐晔 2010)
24。 

        中外有关文献对中国建筑未来的用能和其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情景做出

了评价，包括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能源

基金会25、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中国能源组以及国际能源署(IEA)。 因为各个

研究机构的分析所用模型的结构、基准线设定、假设条件 （包括技术进步、能源价

                                                                                                                                                                
22

 根据美国能源部统计，2005年美国全国的住宅建筑总面积为224亿平米，平均终端能耗为137 KWh/ 

m
2
/年 (资料来源：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2005 Residential Energy Consumption Surve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xpenditures Tables) 

http://205.254.135.7/consumption/residential/data/2005/c&e/summary/pdf/alltables1-15.pdf 
23注：电力为公共建筑的主要消耗能源。 
24

 其中北方城镇建筑采暖占 28%，城镇住宅(除采暖外)占 25%，公共建筑占 25.5%，农村住宅占

21.5%。  
25

  由能源基金会莫争春 2011 估算。 

http://205.254.135.7/consumption/residential/data/2005/c&e/summary/pdf/alltables1-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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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以及模拟方法和模型的精度不尽相同，因此其分析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目

前各个主流研究机构预测在基准情景下，中国建筑部门 CO2 的排放量在 2020 年将

达到 1800~2800 百万吨，2030 年将达到 2500~4000 百万吨。 

        而许，黄和殷(2010)从全寿命分析的方法入手，在考虑建筑安装、建造和拆除

及回收过程中的能耗及排放的条件下，预计中国建筑业 2020 年的排放将达到

4500~5000 百万吨。Fridley et al (2008) 同样用全寿命分析的方法预测了中国公共建

筑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他们预测基准情景下中国公共建筑 2020 年 CO2 的排

放量为 1220 百万吨，而政策情景可以减少 2500 万吨的排放。 

 

图 7 中国建筑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 

资料来源: 齐晔 等（2010） 

        能源研究所(ERI 2009)和国际能源署(IEA 2007)的模型包括了能源市场和终端能

源需求的收入和价格弹性等经济学分析方法。 IEA (2007)和能源所(2009)的基本情

景都假设能源效率在分析时段里没有显著的提高，未来的发展仍然沿用目前主流的

技术，新能源和其他减排技术发展将比较有限。而政策情景（或者低碳情景）则假

设终端能效（包括建筑终端用能产品）有显著提高，低能耗或零能耗建筑将成为未

来新建建筑的主流，同时也假设在有效的气候政策影响下（例如碳税和绿色能源补

贴等机制），新能源，节能生活方式以及其他减排技术迅速普及提升。 

        清华大学、能源基金会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分析侧重建筑技术的改善进步，

没有描述终端消费者对能源价格的反应机制, 其分析假设主要是从工程师角度考虑

未来新建建筑的节能标准和既有建筑改造以及各种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提高。而

Fridley 等（2008）的研究从全寿命周期分析的角度，考虑中国商业建筑能效和终端

用能产品能效的提高对减少建筑用能和 CO2排放的贡献。 

农村住宅

21%

公共建筑

26%城镇住宅（除

采暖外）

25%

北方城镇建筑

采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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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A(2007) 预测 2020 年和 2030 年，政策情境下中国建筑能耗引起的 CO2 排放

将分别比基准情景下降 15%和 25%。而能源所(2009)的研究预计在低碳经济发展情

景下，建筑部门的 CO2排放在 2020 年和 2030 年将分别相比基准情景下降 20%，而

强化低碳情景建筑部门的排放到 2020 年和 2030 年将分别下降 22%和 30%。能源基

金会和中国建研院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实施绿色建筑和强化及提升建筑节能标准的情

境下，中国建筑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在 2020 年前后出现拐点，其减排潜力到

2030 年将可以达到三分之一左右(莫争春 2011)。另外根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2011）的研究，节能照明和节能家电产品在中国的推广到 2015 年和 2030 年分别

可以减少 78.4 和 159 百万吨 CO2排放。 

        虽然不同模型对建筑部门的基准情景和政策情境下用能需求和碳排量的预测有

较大的差异，但是各个分析结果都表明中国建筑领域蕴含着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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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新建建筑的能效政策 

3.1 概况 

建筑行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其 2009 年的总产值为同年国民总产值

的 6.6%
26。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中国年均新增建筑面积为 17 亿平方米。２０１

０年，中国完成近２８亿平方米的新建筑，为２０００年水平的３.４倍（图 8）。

预计到 2020 年底，中国新增城镇居住面积将为 100 至 150 亿平方米，公共建筑约为

100 亿平方米左右27。 

 

图 8 新建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1996-2010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12 

  为了推动新建建筑的能效，中国政府积极制定和推动一系列的节能政策，如建

立新建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和有关的监管体系，推行建筑能效标识和测评、绿色建筑

等。 

 

                                                      
26

  根据中国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 2010》。 
27

 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 年）》，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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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筑节能规范 

3.2.1 新建建筑节能标准体系  

  中国自 1986 年颁布第一个建筑节能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

住建筑部分）》以来，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新建筑建筑节能的标准体系。

该体系包括设计标准和验收标准，含盖居住和公共建筑、多个气候区、且涉及设计、

建造、验收、使用和改造的主要建筑过程（表 5）。表 6 比较了中国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同美国 ASHRAE 90.1 和 IECC 的涵盖内容。  

表 5 新建筑建筑节能的标准体系 

建筑节能标准 内容28
 

设
计

标
准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1986, 1995, 2010） 

对采暖地区的的居住建筑从围护结构和采暖、通风与空调

系统两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节能要求。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

（2001, 2010） 

对居住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以及采暖空调和通

风系统的节能设计提出了要求。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

（2003） 

对居住建筑的墙体和屋顶热工，窗户遮阳、隔热性能和空

调通风系统的节能设计提出了要求。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2005） 

适用于全国各个气候区，针对不同的气候区域分别提出了

节能措施和要求。除了对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作

出规定外，重点提出了空调系统的节能设计。 

验
收

标
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2007） 

包括有关的节能工程（墙体、幕墙、门窗、屋面、地面、

采暖、通风和空调、空调和采暖的系统冷热源及管网、配

电与照明、监控和控制），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验，建筑

节能分部分工程质量验收等。 

 

  在建筑节能的设计标准里提及的 30%、50%和 65%的节能目标（表 7）是以二

十世纪 80 年代初各地的典型建筑（包括围护结构和设备系统）的用能情况为基准

的。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基准是在 1980 和 1981 年调查出的居住

建筑的实际集中采暖数值，其他气候区的基准值则是计算能耗值29。 

 

  

                                                      
28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 年）》，p85 
29杨秀，张声远，齐晔，江亿（2011）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与节能量估算。城市发展研究，2011（18）

N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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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国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同美国 ASHRAE 90.1 和 IECC 的比较 

注意： 

“*””是指有关节能照明的标准 不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而是在另一个照明标准中。 

来源：水彬，林海燕等（2011） 

 

表 7 新建筑建筑节能的节能目标 

建筑节能的设计标

准 

节能

目标 

基准 100% 节能目标的实现 

含义 
围护 

结构 

设备 

系统 
节能对象 

居

住

建

筑 

严寒、寒冷地

区 （2010） 
65% 

1980-1981 集中

采暖的实际调查

的能耗数据 

1980 年代

初的典型

建筑围护 

1980 年

代初的

典型设

备系统 

集中采暖能耗 

夏热冬冷地区 

（2010） 
50%30 

基于假定条件的

计算能耗 

采暖和空调能耗 

夏热冬暖地区 

（2003） 
50% 采暖和空调能耗 

公共建筑 

（2005） 
50% 

采暖、空调、通

风和照明能耗 

资料来源：杨秀等（2011）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2007）是中国第一次把节能工程明确规

定为建筑工程的一项分部工程的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有关建筑节能的标

准体系，为建筑节能工程施工的质量验收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要求。根据《规范》要

                                                      
30

 该 2010 更新版在标准的“总则“不同其他设计标准的是没有提及节能目标，但在细则中提及 50%

的节能率。 

  

中国 美国 

商业建筑 居住建筑 商业建筑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2005) 

严寒和寒

冷地区 

(2010) 

夏热冬冷地

区 (2010) 

夏热冬暖

地区 

(2003) 

ASHRAE 

90.1 2007 
IECC 2009 

围护结构 √ √ √ √ √ √ 

采暖、空

调、通风 
√ √ √ √ √ √ 

热水和泵 X X  X  X  √ √ 

照明 * X  X  X  √ √ 

电力 X  X  X  X  √ X  

权衡和建筑

性能计算方

式 

√ √ √ √ √ √ 

新能源 X  √ √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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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建筑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按照

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促使建筑项目的验收阶段强制执行建筑节

能标准。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将执行建筑节能标准提升到与执行安全有关的建筑标准

一样的重要性。 

3.2.2 监管体系  

  监管是执行建筑节能标准的重要环节。中国的监管体系包括法规支持并辅以由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行的建筑节能减排专项监督检查。 

法规支持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1999）首次对建设项目的审批、设计、施工、工

程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和物业管理相关责任主体的职责、违反的处罚形式等作出具

体的规定。建设部出台《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2005）

开始将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标准引入已有的工程建设的管理体制。修改的《节约

能源法》（2007）对建筑节能标准的实施和建筑节能信息的公示也有具体的规定。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进一步明确了规划、设计、施工、验收、销售和使

用的主要建筑管理中的监管责任和违规处罚（框 1）。  

框 1 有关的建筑节能的管理条款 

 

资料来源：《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 

全国建设领域节能减排专项监督检查 

  为了推进建筑节能工作的开展和实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从 2005 年起每年年

底组织一次全国建设领域节能减排专项监督检查。督查的重点包括检查建筑节能、

主要环节的监管：施工 

施工单位应当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墙体材料、保温材料、门窗、采暖制冷系统和照明设备

进行查验；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不得使用。 

工程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不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施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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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违规处罚 

施工单位未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施工的，改正并处民用建筑项目合同价款

2%以上 4%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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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计量改革、城市照明节能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般提前两个星期向全国发文

通知，内容包括被检查的省市名单，检查时间和节能检查的具体内容。每次全国检

查组有 9 到 10 个，每组检查 2～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个省（自治区）检

查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以及抽查 1 个地级市、1 个县，直辖市抽查市本级及 1

个区（县）。 

  比如，在 2011 年的全国建筑节能的检查中，受检城市需提供 2010 年通过施工

图审查的项目清单及施工进度满足检查要求的在建项目清单，由检查组抽查。地级

以上城市检查 6 个项目（其中：4 个公建项目，2 个居住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

6 个项目（其中：4 个公建项目，2 个居住项目）的施工现场；县级城市检查 3 个项

目（其中：1 个公建项目，2 个居住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 3 个项目（其中：1

个公建项目，2 个居住项目）的施工现场31。 

  每年年底的检查结果在次年向全国公布。很多省、市为了准备一年一度的全国

建筑节能工作大检查，都会开展阶段性的省级、市级建筑节能工作检查。 

3.2.3 经济激励措施  

  中国建筑节能工作主要以政府强制性手段推进。进入九十年代后，政府也开始

实施了一系列以税收优惠政策为主的新建建筑节能的激励政策。这些措施主要集中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的调节税、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几种经济激励政策。涉及不仅是

新建的节能建筑，也涉及新型墙体材料的生产和使用（表 8）。 

表 8 部分针对新建建筑节能的经济激励政策 

  部分的经济激励政策 

固定资

产投资

方向调

节税 

1991 年发布《中国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利用税收政策引

导投资方向。《条例》中规定，对“北方节能住宅”（即满足《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规定的住宅），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执行零税率。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

税自 2000 年初停征。 

所得税 

1994 年发布《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企业利用本企业外的大宗煤

矸石、炉渣、粉煤灰作为原料，生产建材产品的所得，自生产经营之日起，免征所得

税 5 年。该项政策对建筑节能中发展新型墙体材料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增值税 

在 1992、1995、2001 和 2004 年继续发布一系列增值税免征或调节政策鼓励新型墙体

材料的生产和使用。在 200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不再限定企业的生产规模，均可享受新

型墙体材料产品增值税减半的优惠政策。 

资料来源：北京能源效率中心（2009）《中国建筑节能政策综述报告》 

                                                      
31

 http://www.mohurd.gov.cn/lswj/tz/jk2010905.htm  

http://www.mohurd.gov.cn/lswj/tz/jk20109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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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执行成效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 2010 年的全国建筑节能减排的监查32数据，民用建

筑在设计和施工阶段的执行标准率分别从 2005 年 53%和 21%上升到 2010 年的 99.5%

和 95.4%。 

  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建筑节能减排的监查公布的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只反映了

所调查城市（包括省会、直辖市和随机抽查的地级市、县级市）对建筑节能标准强

制性条款的执行情况。不代表建筑节能标准对非强制条款的执行情况，及在农村的

执行情况。 

3.3 建筑能效标识及其测评  

3.3.1 概念  

  建筑能效标识是指将建筑物能源消耗量及其用能系统效率等性能指标以信息标

识的形式进行明示。 

  建筑能效测评通过对建筑物能源消耗量及其用能系统（居住建筑的用能设备主

要是指采暖空调系统，公共建筑的用能设备主要是指采暖空调系统和照明）效率等

性能指标进行检测、计算，并给出其活动所处的能耗水平。 

  建筑能效标识及其测评主要是针对新建居住和公共建筑。申请民用建筑能效测

评标识的建筑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3.3.2 发展回顾  

 中国的建筑能效标识及其测评制度的建立始于 2006 年：《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

决定》（2006）强调“加快实施强制性能效标识制度，扩大能效标识在家用电器、

电动机、汽车和建筑上的应用……” 

《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2007）和《民用建筑节能

条例》（2008）要求“强化新建建筑执行能耗限额标准全过程监督管理，实施建筑

能效专项测评，对达不到标准的建筑，不得办理开工和竣工验收备案手续，不准销

售使用。”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还要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要进行建筑能效率测评和标识，并将测评结果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另外，《民用建筑能效标识管理暂行办法》(2007)对建筑能效测评标识的定义、

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规定。《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技术导则》(2007)对建筑能效

标识的等级和测评提供了具体的方法。 

                                                      
32

2010 年检查地区包括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个省（自治区）检查省

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以及抽查 1 个地级市、1 个县，直辖市抽查市本级及 1 个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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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各省都有省级能效测评机构，大部分省市制定了本地区的能效测

评标识实施细则和实施方案。 

3.3.3 建筑能效标识及测评  

  民用建筑能效的测评标识分为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 （以竣工验收资料为建筑能

效测评依据进行的建筑能效标识）和建筑能效实测值标识（建筑投入正常运行后，

以实际运行能效为建筑能效测评依据进行的建筑能效标识）两个阶段。 

  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在建筑物竣工验收合格之后进行，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有

效期为 1 年。在评定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阶段，有关数据应满足一定的标识等级要

求。建筑能效实测值是应对建筑实际能效进行为期不少于 1 年的现场连续实测，根

据实测结果对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进行修正，给出建筑能效实测值标识结果，有效

期为 5 年。 

  对居住建筑，基础项为计算或实测得到的建筑物全年单位面积供暖空调耗能量；

对公共建筑，基础项为计算或实测得到的建筑物全年单位面积供暖、空调和照明耗

能量。 

  2011 年 11 月，有关专家在《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技术导则》(2007) 的基础

上已通过了《建筑能效标识技术标准》，并将建筑节能标识的等级由原来的五星级

改为将要使用的三星级（见表 9）。 

表 9 民用建筑能效标识的等级划分 

标识等

级 基础项相对节

能率η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基础项节能率 η’  η’ 

相对于节能 

65%标准 

相对于节能 

50%标准 

相对于节能 

50%标准 

☆ 0≤η＜15% 65%≤η’＜70.25% 50%≤η’＜57.5% 50%≤η’＜57.5% 

☆☆ 15%≤η＜30% 70.25%≤η’＜75.5% 57.5%≤η’＜65% 57.5%≤η’＜65% 

☆☆☆ η≥ 30% η’≥ 75.5% η’≥ 65% η’≥ 65% 

注：     

基础项相对节能率 η 是相对满足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节能率。  

基础项节能率 η’是相对 80 年代建筑的节能率（如 50%和 65%的节能标准）。  

3.3.4 执行成效 

2009 年起，住房城乡建设部在部分试点省市展开了对新建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大型公共建筑进行建筑能效标识工作。截至 2010 年，71 个申请项目中有 45 个获

得星级评定，包括三星级 5 个、二星级 21 个、一星级 1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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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绿色建筑 

3.4.1 概念  

中国的绿色建筑主要是针对新建的住宅建筑和办公建筑、商场、宾馆等公共建

筑。其概念是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规划设计、施工过程、运营阶段、拆除），

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 、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改善居住

舒适性、健康性和安全性。 

3.4.2 发展回顾  

中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以 2004 年为转折点。2004 年前，主要工作是对绿色建筑的

探索性了解、研究和应用。自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4 年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节能省

地型住宅，并制定并强制推行更严格的节能、节材、节水标准后，中国的绿色建筑

的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如在较短时间里建立绿色建筑标识的技术和管理体系

（图 9，见【标识-技术体系】【标识-管理体系】）。 

3.4.3 绿色建筑标识及评价  

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由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

用、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和运营管理（住宅建筑）或全生命周期综

合性能（公共建筑）六类指标组成。 

每类指标包括控制项（绿色建筑评价应全部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对住

宅建筑或公共建筑中控制项要求）、一般项与优选项。按满足一般项数和优选项数

的程度，绿色建筑划分为三个等级（如表10和11）。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分为“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和“绿色建筑评价标识”。两

个标识都是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2006)和《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2007)。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着重设计阶段，后者是运行阶段（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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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国绿色建筑发展回顾 

 

  

2003前 

• 中国出版了《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建筑要点与技术导则》（2001）和《中国生态住宅技术
评估手册》（2001），及《绿色奥运建筑评估体系》（2003）。 

2004 

• 胡锦涛总书记的关于节能省地型住宅的讲话。 

• 住建部出台《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管理办法》（2004）及《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实施细
则》(2004) 

2005 

•首届国际智能与绿色建筑技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并形成影响力逐年扩大的年度国际会
议。 

2006 
•【技术体系】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关于绿色建筑的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2006)。 

2007 

•  住建部启动“一百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和一百项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即，“双百工
程”）。 

•【管理体系】住建部出台《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2007)。 

•【技术体系】《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试行）》(2007)。 

2008 

• 科技发展促进中心成立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公室，负责绿色建筑标识的管理工作。 

•【管理体系】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实施细则（试行修订）、使用规定（试行）、专家委
员会工作规程（试行）（2009） 

•【技术体系】《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规划设计部分）》（2009） 

2009 

•【管理体系】《一二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2009） 

•【技术体系】《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运行使用部分）》（2009） 

2010 

•【管理体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并颁布《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实施细则》和《全国
绿色建筑创新奖评审标准》。 

•【技术体系】发布并执行两个国家标准《绿色工业建筑评价导则》和《建筑工程绿色施
工评价标准》，一个行业标准《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 

2011 

•【技术体系】住建部颁布并执行《绿色医院建筑技术细则》，启动《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的修订。 

• 中国准备开展第一批绿色低碳重点小城镇试点示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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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划分绿色建筑等级的项数要求（住宅建筑） 

 

等级 

一般项数（ 40 项） 

优选

项数

（6

项） 

节地与室

外环境（9

项） 

节能与能源

利用（5 项） 

节水与

水资源

利用（7

项） 

节材与

材料资

源利用

（6

项） 

室内环

境质量

（5 项） 

运营管

理（8

项） 

 2 3 3 2 5 无 

 6 3 4 4 3 6 2 

 7 4 6 5 4 7 4 

来源：《绿色建筑评价标准》（2006） 

表 11 划分绿色建筑等级的项数要求（公共建筑） 

等级 

一般项数（共 43 项） 

优选项

数（21

项） 

节地与室外

环境（8

项） 

节能与

能源利

用（10

项） 

节水与

水资源

利用（6

项） 

节材与材料

资源利用

（5 项） 

室内环境

质量 （7

项） 

全生命周

期综合性

能 （ 7

项） 

 5 2 2 2 3 无 

 5 6 3 3 4 4 6 

 7 8 4 4 6 6 13 

来源：《绿色建筑评价标准》（2006） 

表 12“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绿色建筑设计评价标识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 

依据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

明（运行使用部分）》 

《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补充说明（规划

设计部分）》 

针对 
对处于规划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

的住宅和公共建筑。 
对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住宅和公共建筑 

标识有效

期 
一年 三年 

3.4.4 执行成效 

2007 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一百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和一百项低能耗建

筑示范工程”，要求申报的绿色建筑的示范项目应为拟建、在建或竣工时间在一年

内的民用建筑工程。比如公共建筑的面积应在 2 万平方米以上，居住建筑的单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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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应在 2 万平方米以上，居住小区或居住小区组团应在 10 万平方米以上等。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实施了 217 个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建筑面积超过 4000 万平方米33。 

从 2008 年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开始启动至 2011 年底，全国共有 271 个建筑获

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图 9）。 

 

图 10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2008 -2011 

资料来源：2008 至 2010 年数据出自《绿色建筑 2011》，2011 年数据来源出自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网站 

很多城市积极推动绿色建筑工作。比如，北京把将要开发的“未来科技城”和

“丽泽金融商务城”定位为绿色、低碳示范园区。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在天津建设生

态城，以展示因地制宜地使用绿色和低能耗技术。以打造“绿色建筑之都”为目标

的深圳于 2009 年成功申报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并将绿色建筑理念贯

穿于建设工作的各个领域和环节34。 

  

                                                      
33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34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2011）绿色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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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既有建筑的能效政策 

4.1 概况 

 中国既有建筑的总量大。其面积已由 2000 年的 278 亿平方米上升到 2010 年的

486 亿平方米，为 2000 年面积的 1.75 倍（图 11）。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是推动中

国建筑节能的两大挑战之一。 

 

 

图 11 既有建筑面积和年增长率，2000-2011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是指对不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既有建筑的围护结

构、供热系统、采暖制冷系统、照明设备和热水供应设施等实施节能改造的活动。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技术路线包括：围护结构改造、建筑外窗的改造、供热系

统的改造（如分户计量、计热收费）、照明等电器设施的改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等35。根据北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调研项目组（2011）的总结，目前中国既有

建筑节能改造分为九种类型： 

 全面改造，包括围护结构、室内采暖季计量和室外供热系统改造。这种

形式在总的既改面积中所占比例很小。 

 只改建筑围护结构； 

 只改外窗； 

 只改室外供热系统； 

 只改室内采暖系统及计量； 

                                                      
35

    http://www.qhcin.gov.cn/Sites/RootSite/JZKJYJN-SNGDGZDT/2010/6/2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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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包括围护结构和室内采暖系统及计量； 

 改造包括围护结构和室外供热系统； 

 改造包括采暖系统及计量和室外供热系统； 

 改造包括围护结构和地源热泵的改造。 

         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中国完成了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的节能

改造 1.8 亿平方米。 

4.1.1 发展回顾 

政策、法规支持 

  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通过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着力推动

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1995 年，建设部颁布《建筑节能“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规

划》，这标志着既有建筑的节能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正式开展。该《规划》提出

了“九五”期间（2001-2005）和 2010 前对北方采暖地区和夏热冬冷的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和供热改革的工作目标。 

  2002 年，《建设部建筑节能“十五”计划纲要》进一步将既有建筑节能的工作

作为“十五”期间（2006-2010）的工作重点，如在改善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的同

时，推进供热体制改革。 

  2007 年颁布的《节约能源法》明确规定“建筑节能规划应当包括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计划”“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应当按照规定安装用热计量装置、室内温度调

控装置和供热系统调控装置”等。同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

作方案的通知》中提出工作目标：北方采暖地区完成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

改造 1.5 亿平方米，开展大型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管理与改造示范等。 

  2008 年，作为对《节约能源法》具体解释和补充，政府颁布了《民用建筑节能

条例》，对既有建筑节能有专章规定，包括既有建筑改造的定义，技术选择、费用

等内容。同年颁布的《公共机构节能条例》要求公共机构加强本机构的节能监督、

管理、规划等有关的节能措施。 

  近十年间，政府颁布了同既有建筑节能相关的技术标准，如《既有采暖居住建

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2000）、《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2009）和《居住建

筑节能检测标准》（2009），以推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Page | 27  

 

财政支持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资金来源是一个工作难点。为完成北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任务提供资金保障，政府积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十一五”时期，中央财

政实施“以奖代补”，引导了各方投入。在投入改造资金 244 亿元中：中央财政 46 亿

元，地方各级财政 90 亿元，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108 亿元36。 

  “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以奖代补”办法，将按照严寒

地区 55 元/平方米、寒冷地区 45 元/平方米补助标准及各地完成的改造任务，兑付

中央奖励资金，并鼓励地方各级财政相应投入。北京市最近宣布，除中央补贴外，

市政府对建筑节能改造给予每平方米 100 元补贴，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将每平方

米给予 200 元补贴37。 

4.1.2 供热体制改革 

  供热体制改革是中国建筑节能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北方城镇的供热体制多

年来采取的是政府补贴的按用户采暖面积收费。这一供热体制不利于建筑节能，过

去北方采暖地区存在用热浪费现象，建筑能耗高。 

  中国供热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改革供热收费制度，建立市场手段，达到减少

采暖用户终端用能浪费；提高供热企业管网节能运行积极性；节能改造成本分摊和

推动节能改造的目的 (齐晔 2010)。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国家对公用事业行业提出转变经营机制要求，部分城市

相继进行了供热体制改革的试点 (李和董 2010)。 2003 年 7 月 21 日，建设部等部委

联合印发了《关于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稳步推行按用

热计量收费制度，促进供、用热双方节能”的要求。从 2006 起，住房城乡建设部

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加快供热计量收费制度的文件推进供热计量的实施和供热体制的

改革，并明确了一系列奖励供热计量改造的国家财政专项安排（图 12）。 

  截至 2010 年年底，北方采暖地区出台供热计量价格和收费办法的地级以上城

市达到 80 个，累计实现供热计量收费达到 3.17 亿平方米，供热计量收费的节能节

费效果已经初现 （仇保兴 2011）38。 

 

                                                      
36

 http://jjs.mof.gov.cn/zhengwuxinxi/lingdaojianghua/201107/t20110714_576304.html  
37参见中新网网站:  http://www.bj.chinanews.com/news/2011/1221/20780.html  
38

 http://www.mohurd.gov.cn/bldjgzyhd/201109/t20110930_206469.html 

http://jjs.mof.gov.cn/zhengwuxinxi/lingdaojianghua/201107/t20110714_576304.html
http://www.bj.chinanews.com/news/2011/1221/207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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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有关供热改革阶段性推进政策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2011)；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39
 

4.2 居住建筑 

4.2.1 发展回顾 

北方地区建筑能耗比较大，占全国城镇建筑用能的 40％以上。这个地区的老旧

住宅的主要居住者是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由于建筑围护结构普遍缺乏保温措施，冬

天室内温度低，居住条件差。所以，北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不仅是建筑节能的

重要一项，也是解决好城镇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的重要抓手。 

另外，政府也认为，通过对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带动了一批新型建材、

仪表制造、建筑施工等相关产业发展，扩大内需、促进就业。 

                                                      
39参见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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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是从国际合作起步（表 13）。通过项目示范积累

的经验，研究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技术、编制标准（如 2008 年颁布的《北方采暖

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技术导则（试行）》）和制定有关政策。 

表 13 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国际合作项目 

年 合作外方 合作地 

1997 加拿大 哈尔滨，面积约 2442 平方米的既有住宅建筑 

2002 法国 哈尔滨，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的既有居住建筑 

2005 德国 唐山市，北京市和乌鲁木齐等市 

资料来源：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 p146 

政府在“十一五”期间加大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规模：《国务院关于印发节

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2007）明确“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的工作目

标，包括北方采暖去既有居住建筑的供热计量及 1.5 亿平方米的节能改造任务。

2010 年 6 月住建部再次发表通知要求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十一五”北方采暖

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任务40。  

2011 年 1 月，政府发文特别强调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

造：要求各省（区、市）要在“十二五”期末，至少完成当地具备改造价值的老旧住

宅的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面积的 35%以上。完成供热计量改造的项目必须同步实行

按用热量分户计价收费。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将对以上目标按年度分解，逐年

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上报国务院41。 

4.2.2 执行成效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完成北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1.82 亿平米，其中 2010

年完成改造面积 8623 万平方米。据测算，完成节能改造的项目可形成年节约 1.4 百

万吨标油的能力，减排二氧化碳 520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40 万吨42。对改造后同步

实行按用热量计量收费，平均节省采暖费用 10％以上。节能改造也使 200 万户城镇

居民受益43。 

  2011 年 6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在“十二五”时期(2011-2015 年)期间，要完

成北方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4 亿平方米，改善 700 万户城镇居民采暖及居住条件
44。 

                                                      
40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006/t20100604_201265.html 
41

 参见住建部网站: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1/t20110128_202232.html  
42参见住建部网站: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43

http://jjs.mof.gov.cn/zhengwuxinxi/lingdaojianghua/201107/t20110714_576304.html 
44

http://news.dichan.sina.com.cn/bj/2011/06/10/331188.html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1/t20110128_202232.html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http://jjs.mof.gov.cn/zhengwuxinxi/lingdaojianghua/201107/t20110714_576304.html
http://news.dichan.sina.com.cn/bj/2011/06/10/3311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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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共建筑 

        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推动公共建筑节能，工作对象是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

型公共建筑，以及高等院校。 

4.3.1 发展回顾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年耗电量约占全国城镇总耗电量的 22%，每

平方米年耗电量是普通居民住宅的 10～20 倍45。中央政府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

型公共建筑作为公共建筑节能的重点。 

 2007 年，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节能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 

 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如设计单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节

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保标准进行设计。 

 项目建成后，必须进行建筑能效专项测评，达不到节能强制性标准的，

有关部门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在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比较集中的省市，建立国家机关办

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开展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能效

公示等工作46。 

同年，中央财政下达资金 9905 万元，支持 24 个省市建立包括能源统计、审计、

公示在内的节能监管体系，并支持北京、天津、深圳 3 个试点城市建立动态监测平

台47。 

为了推动公共机构的建筑节能，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中的表率作用，国

务院在 2008 年颁布《公共机构节能条例》。该条例要求公共机构加强本机构的节

能监督、管理、规划和推行有关的节能措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 2011 年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48

指出，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公共建筑单位面积能耗下降 10％，重点城市公共

建筑单位面积能耗下降 20％以上，其中大型公共建筑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30％

以上。对改造重点城市，中央财政将给予财政资金补助，补助标准原则上为 20 元/

平方米。 

                                                      
45

 http://www.gov.cn/zwgk/2007-10/29/content_788896.htm  
46

 http://www.gov.cn/zwgk/2007-10/29/content_788896.htm  
47

 http://60.247.103.213/qikanshow.asp?articleid=2336&cataid=3  
48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5/t20110510_203337.html  

http://www.gov.cn/zwgk/2007-10/29/content_788896.htm
http://www.gov.cn/zwgk/2007-10/29/content_788896.htm
http://60.247.103.213/qikanshow.asp?articleid=2336&cataid=3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5/t20110510_2033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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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 

公共建筑的另一个节能重点是高等院校。至 2005 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

和成人高等学校 2273 所，在校学生数超过 2300 万人49。一项研究表明，45 所高校

在 2005 年的人均用能是同年北京市人均用能的 1.6 倍；人均用水是全国人均的 1.9

倍（图 11）。高等学校的节能、节水势在必行。 

2009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推动“节约型校

园“的建立，《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节能监管系统建设技术导则》、《高等学校校园

建筑节能监管系统运行管理技术导则》、《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能耗统计审计公示办

法》、《高等学校校园设施节能运行管理办法》、和《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指标体

系及考核评价办法》50。 

2011 年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共建筑节能工作的通知》提及要继续推动高等学

校节能改造示范，争取在“十二五”期间，高校建筑节能改造示范应不低于 20 万平方

米，单位面积能耗应下降 20%以上。 

4.3.2 执行成效  

截至 2010 年底，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已全面展开能耗统计、能源

审计、能效公示工作。全国共完成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         

33000 栋，完成能源审计 4850 栋，公示了近 6000 栋建筑的能耗状况，并对 1500 余

栋建筑的能耗进行了动态监测51。 

同年，72 所节约型校园建设试点也已开展52。由于有关信息缺乏，这里暂不介绍

节约型校园的执行成效。 

  

                                                      
49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0805/t20080520_168966.html  
50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0911/t20091110_196722.html  
51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52

  目前建设部支持了省级建筑节能监管平台 14 个，节约型校园节能监管平台 114 所，公共建筑节能

改造重点城市 3 个，节能改造示范高校 4 所。 

http://www.mohurd.gov.cn/zxydt/200805/t20080520_168966.html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0911/t20091110_196722.html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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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5.1 概况  

        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不仅可以缓解中国面临的日趋严峻的能源供需矛盾和保障

能源供给安全，还可以对发展低碳经济起到中坚作用，并有利于实现“十二五”期

间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扩大就业，带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住环境。  

    利用太阳能、浅层地热、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可以部分满足建筑的采暖空调，热

水供应，照明等能耗需求,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领域，对替代常规能源、促进建筑节

能有积极意义。 

    中国的太阳能资源开发的潜力巨大，太阳能年辐射总量超过 4200MJ/ m
2
 （可有

效利用太阳能资源之辐射强度）的地区占国土面积的 72%（框 2）。在地表水、浅

层地下水、土壤中可采集的低温热源也很丰富，利用潜力十分可观。中国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最近 10 年来呈现出高速发展的态势，其行业的规模和部门总产值 2010 年

居全球前茅。 

框 2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 

 

        关于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的推广应用，目前中国主要集中在太阳能和地源热

泵的技术。太阳能应用主要有光热和光伏发电技术。光热技术主要包括：（1）被

动式太阳房，（2）太阳能热水系统(根据用途不同，有可以分为家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和太阳能热水工程)，和（3）太阳能采暖系统。太阳能光伏建筑应用技术通称为

“光伏建筑一体化”。 

        光热技术在中国的建筑领域应用非常广泛，中国是太阳能热水器第一大生产国，

年生产能力超过 2000 万平米。据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到 2010 年，全国太阳

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 1.5 亿平米，年替代化石燃料 3000 多万吨标煤。预计到

中国的太阳能多位于西藏和青海的人烟稀少的地区。 

太阳能和浅层地热都属于低品位能源、热值不高，可以基本满足建筑生活用能的需要，

因此大力开发这些能源使其在建筑中大规模推广和应用是实现建筑节能和温室气体减排

的合理选择。 

风电总装机容量从 1998 年的不足 225MW 增加到 2010 年的将近 42GW，增长了近 190 倍，

而且从 2005 以来，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长。光伏产业在中国这几年的发展速度也非常

迅速。中国目前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能位居世界前列，仅次于欧洲和日本。根据 Liang

和 Chen (2011) 的预测，太阳能电池的产能 2011 年将增长 81%，达到 35GWp，占全球产

能的三分之二，而且也将超过全球的太阳能电池的需求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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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集热面积可以比目前翻一倍。目前有些省市已经开始强制推广太阳能光热技

术在建筑领域的应用。比如河北省规定 12 层以上的新建住宅建筑必须安装太阳能

热水器，而上海市规定 6 层以上的新建住宅建筑必须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同时，地源热泵技术应用进展很快，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部分北方城市地

源热泵的应用面积达到了采暖面积的三分之一(例如沈阳53
)。 2008 年当年的应用项

目就减少了将近 2000 万吨 CO2的排放。预计到 2020 年全国地源热泵采暖制冷面积

将达到 2 亿平米，到 2030 年和 2050 年将分别达到 4 亿和 10 亿平米(孙友宏等 2010)。 

        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可再生能源目前在民用和工业建筑内的应用比

例不是很高，同时许多原本不属于采暖地区城镇也开始安装采暖设备满足采暖需求。

广大农村地区也越来越多的应用煤炭、天然气、电等商品能源，生物质能在许多农

村建筑中的使用比例正在下降，而这一态势还将持续下去。而农村传统的生物质能

的利用效率非常低54。  

5.2 发展回顾 

        中国有关可再生能源利用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是 200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该法律对有关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措

施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规定，奠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政策框架体系。 

        在这一框架体系下，自“十一五”以来，为配合节能减排的宏观能源和经济政

策，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电监会、国家标准委等有关部门，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配套政策推广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如《关于推

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快太阳能热水系统推广应用工

作的通知》。住建部也计划在“十二五”期间组织在全国各地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相

关示范工程55，并与财政部在 2011 年底发布了《关于组织实施 2012 年度太阳能光

电建筑应用示范的通知56》。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财政部从 2006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开展可再生能源在建

筑领域应用示范项目以来，各种支持可再生能源在建筑应用的中央和地方政策法规

纷纷出台。随着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成本的

                                                      
53参见百度百科网站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41.htm。 
54目前农村沼气、薪材、秸秆等生物质能的利用方式比较落后，且对环境造成污染。 
55鼓励实施集中连片推广示范  ，并对重大推广应用示范项目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并促进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科技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12/t20111229_208177.html。 
56该《通知》明确“鼓励在绿色生态城区的公共建筑及民用建筑集中连片推广应用光伏发电”，并且

明确了相应的补助标准，即对建材型等与建筑物高度紧密结合的光电一体化项目，补助标准暂定为

9 元 / 瓦 ， 对 与 建 筑 一 般 结 合 的 利 用 形 式 ， 补 助 标 准 暂 定 为 7.5 元 / 瓦 。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12/t20111229_208178.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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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降低，未来中国的城乡住宅和公共建筑的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前景十分可观。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推进体系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推进体系  

来源：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的《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 

 

         在地方政府层面，各个省市也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中

应用推广的政策文件57。目前许多省市58都已纷纷出台了旨在推广可再生能源在建筑

中应用的地方政策法规，主要集中于促进光伏发电、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太阳能热

水、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同时当地的财政部门也出台了配套的

财政支持计划和相关政策。 

5.3 执行成效  

从 2006 年起，建设部与财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

包括太阳能、浅层地热能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同时以启动“太阳能屋顶计划”为切

入点，开展了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另外也启动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和

农村地区示范工作。随着这些示范项目的推进，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建筑从单体项目

向区域整体推进，城乡统筹并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图 14 给出了 2006-2008 年间批

准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情况。 

 

                                                      
57陕西、山西、湖北、湖南、河北、重庆、青岛、深圳、厦门、大连等省市已经出台了地方《建筑节

能条例》。福建、天津、吉林、广东等等省市正在审核相关的地方建筑节能条例，上海、江苏、贵

阳等地则正在编制有关规范和条例。 
58主要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和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 

太阳能光热、浅层

地热、光电(少量) 

太阳能光热和浅层地

热推进、光电项目示

范 

对具备可再生能源

利用条件的建筑、

建设单位应当选择

合适的可再生能源

用于采暖、制冷、

照明和热水供应等 

调研、潜力分析 

新 建 建 筑

和 既 有 建

筑 节 能 、

可 再 生 能

源 建 筑 领

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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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可再生能源建筑示范项目 2006-2008 

 资料来源: 科技发展促进中心的《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0）》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最新数据，截至 2010 年底，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

共实施了 371 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210 个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示范项

目、47 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98 个示范县。山东、江苏、海南等省已经开始

强制推广太阳能热水系统。全国太阳能光热应用面积 14.8 亿平方米，浅层地能应用

面积 2.27 亿平方米，分别比 2009 年增长 25.5％、 63.3％，光电建筑应用已建成及

正在建设的装机容量达 850.6 兆瓦，实现突破性增长，形成年替代传统能源 1400 万

吨标准油能力59。 

  

                                                      
59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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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农村建筑用能  

6.1 概况 

         目前中国农村的民用建筑面积接近 240 亿平米，约占全国总建筑面积的 60%

（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 2009)。 本章的农村建筑仅指农村的住宅建筑。由于

中国乡镇企业的工业和商业建筑面积相对农村整体建筑面积比例较低，在本报告中

不予考虑。 

        由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差异

巨大，农村建筑的商品能耗和单位面积的能耗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近年来在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形势下，农村居民的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农村住

宅的能源消耗也正在发生快速变化。近几年中国农村建筑能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

品能源在总的能源消耗中的比例逐年上升，而生物质能的份额则在不断下降。 

        农村住宅能源消耗主要包括采暖、炊事能耗、空调和照明及家电的用能，能源

品种有煤炭、液化石油气、电力等商品能源，以及大量的生物质能满足采暖和炊事

的需求（表 14）。 

表 14 农村建筑主要用能特点和改进途径 

用能 用能特点及存在问题 

照明、家

电 

（1）单位建筑照明水平和家电能耗远低于城镇居民。低能效家电使用普遍。

大多数农村居民使用白炽灯，照明节能的潜力巨大。（2）农村家庭耐用消费

品购置不断增加，但是节能照明器具和省能家电没有在广大农村普及推广。 

炊事 

烧柴和烧煤灶用能效率低，并造成严重的室内外空气污染，危害居民健康60。

近年来随着沼气技术在农村的推广，以秸秆燃烧为主的炊事用能用户的比例

逐渐下降，以沼气炉炊事的农户比例明显增加。 

采暖 

（1）由于缺乏优化设计，房屋体型系数大，围护结构保温效果差，采暖方式

落后，冬季农户家庭室内温度普遍偏低。（2）北方寒冷农村地区采暖需求

大，消耗燃料大大高于南方农村地区; 电暖气、空调等采暖方式占有的比例很

低。（。（3）南方农村地区采暖时间总的来说较短，但是部分经济发达省份

采暖能耗呈明显上升趋势。 

夏季降温

和空调 

单位面积的空调能耗很低，即使在上海和长江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单位平均空

调能耗小于 1KWh/ m
2
a 

61；夏季降温能耗占农村住宅总能耗的比例很低。 

                                                      
60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0 报告指出，若目前落后的农村固体燃料使用方式不加以改进，由此产生的空

气污染加上吸烟等不良习惯在 2003~2033 年间将造成 6500 万人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病，1800 万人死于

肺癌。目前中国政府每年对此两类疾病患者的补贴费用达到 33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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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年度发展研究报告 2011》和《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 2010》中的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北方农村建筑的平均单位能耗要大大高于南方地区，这一差异

主要是采暖造成。除河南省以外，北方农村建筑的单位能耗在 122~309 KWh/ m
2
 •a，

而南方地区除四川62以外，大部分省份的农村住宅单位能耗在 41~106 KWh/ m
2
•a。 

         目前，近一半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农村。据估计，尽管未来农村人口会持续下降
63，但是一方面户均面积和总建筑面积将保持平稳上升。另一方面目前的农村建筑

由于农民的经济状况较差而处于低用能水平(不能说明此类建筑很节能)，因此可以

有把握地预计未来农村建筑的能源需求还会持续增长。 

        由于中国农村地区的建筑基本是农民宅基地自建，农村建筑尚未纳入中央和地

方政府的监管体制内，建设主管部门尚未出台农村建筑节能设计标准64。随着中央

政府大力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和新农村政策的实施，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农村建筑

节能措施和激励机制，提高农村建筑的能效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促进农村

建筑的可持续地绿色发展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发展回顾 

 在城镇建筑节能政策实施和推广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或正在积极

筹备一系列推进农村建筑节能的政策措施。 

    “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确定了 38个农村地区县级示范，推进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从单个项目转向统筹兼顾城市与农村65。 

    为了改善农村居民居住条件、提高农房建设质量、推动农房建筑节能，住房城

乡建设部、发改委、工信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等五个部委在 2011 年 9月共同

发布了“关于做好 2011 年扩大建材下乡试点的通知66”，提出逐步扩大建材下乡试

点67，对推广使用节能建材产品予以补助”的要求。另外，该通知确定了直补农户

为主，适度补助，积极引导；保证建材质量，提高农房性能，推进建筑节能；尊重

农民意愿，程序公正透明的原则。提出了完善水泥下乡补助政策、制定节能建材补

助政策、加强资金筹集和管理 、加强资金筹集和管理、加强建材下乡产品质量管理、

                                                                                                                                                                
61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浙江农村，单位空调降温的能耗也仅为 1.281KWh/ m

2
a；而安徽农村的此能耗

仅为 0.36 KWh/ m
2
a(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0 报告)。 

62四川许多农村地区有较高的采暖需求，因此单位能耗较高；而河南省许多农村住宅建筑没有采暖需

求，因此相比其他北方地区单位能耗较低。 
63中国目前处于城市化快速上升的时期，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向城镇地区迁徙。据统计，从 1996 到

2008 年，大约有 1.3 亿的农村居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定居，农村人口从 8.5 亿下降到 7.2 亿。中国城镇

人口到 2010 年底已经占总人口的 51.27% （金融时报 2012）。 
64根据作者在中国的调研得到的信息，目前中国建研院，清华大学等研究机构积极编制了有关农村建

筑节能的设计和施工标准。2011 年 11 月 24 日国家标准《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已通过审查

会，待批准。相关标准可能会于“十二五”期间正式出台。 
65

  2009 年 7 月财政部和住建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 
66建村〔2011〕142 号 http://www.gov.cn/zwgk/2011-09/27/content_1957285.htm 
67

 试点地区为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重庆市、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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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建材下乡产品价格管理、畅通建材流通渠道和加强农房建设管理和指导等七项

要求。 

        住房城乡建设部专家建议对《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新型墙材生产示范项目和

采用新型墙材成片集中建设的节能示范工程，可以根据国家财政部 2007 年的有关

文件68给予一定补贴 （张 2009）。 

6.2 执行成效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最新数据，部分省市对农村地区建筑节能工作进行了探索。

北京市在“十一五”期间组织农民新建抗震节能住宅 13829 户，实施既有住宅节能改

造 39900 户，建成 400 余座农村太阳能集中浴室，实现节能 10 万吨以上，显著改善

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 

        哈尔滨市结合农村泥草房改造，引导农民采用新墙材建造节能房。陕西、甘肃

等省以新型墙体材料推广、秸秆等生物质能应用为突破口，对农村地区节能住宅建

设及农村地区新能源应用进行了有益探索69。 

 

                                                      
68

 《2007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69

 住建部网站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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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建筑节能政策评价及展望  

7.1 成功经验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直努力推动建筑节能。政府在“十一五”（2006-

2010 年）期间，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全力完善体制，加强实施：建筑节能标准在城

市的执行率由 2006 年的 65% （设计）和 54%（施工）增加到 99%（设计）和 95%

（施工）；只用了五年时间完成 1.8 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的改造；在绿色建筑的推

广和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节能中的应用上，为下一个五年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如何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深刻的成就？领导重视、责任到位、加强

监管、加强监管、财政支持，能力建设等是成功的主要因素70。 

7.1.1 适宜的建筑节能发展策略 

 中国政府建筑节能工作的基本思路是： 

 明确重点（如新建筑的建筑节能推广工作先从北方采暖地区开始，逐步

扩展到夏热冬冷地区，并推进到夏热冬暖地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

再扩展到广大的农村地区）,  

 从易到难（如先从产权关系单一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节能改造开始，再

到产权关系简单的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逐步扩展到产权关系复杂的其

他建筑），和 

 从点到面（从小范围的试点示范开始，为制定有关政策和技术标准吸取

经验，再到大范围的展开）。 

  适宜的建筑节能发展策略帮助中国政府有效地使用有限的政府资源（如财政和

政策支持），帮助政府在全国和地方上推动有关的建筑节能政策和项目。 

7.1.2 政府重视 

  政府重视是中国推动建筑节能的重要推手。胡锦涛主席在 2004 年的关于大力

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讲话有力地推动了绿色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中央政府在近几个

“五年”计划中对建筑节能都有专门篇幅阐述其工作方向。 

  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国际交流：如选派建筑节能专家和官员到建筑节能工作先进

的国家进行访问、学习；同这些国家开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等示范合作活动；在

                                                      
70

 本节对成功经验的讨论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报告《关于 2010 年全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节能减

排专项监督检查建筑节能检查情况通报》（简称通报）》的有关段落修改、加工的。参见
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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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举办各类建筑节能、绿色建筑的政策和技术国际会议，邀请国外专家和公司参

加、介绍国际上先进的建筑节能政策和技术。 

“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共计安排资金 152 亿元，用于支持北方采暖地区既

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方面。省级财政安排 69

亿元建筑节能专项资金，地级以上城市市级财政安排 65 亿元建筑节能专项资金工

作，为建筑节能提供了财力保障。 

  政府支持的表现之一是科研投入。 “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计划把建筑节能、

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作为重点投资的科研项目，。各地结合地区实际

技术需求，筹措资金并安排科研项目。 

  通过各种媒体（如电视、报纸、电台和网络），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开展公众

宣传活动（如节能宣传周）以提高公众的节能、减排和低碳生活方式的意识。 

7.1.3 责任明确并辅以有力监管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1999）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对建设

项目的审批、设计、设计审查、施工、施工检查、和物业管理相关责任主体的职责、

违反的处罚形式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2007）

的实施加强了对建筑工程中的节能分工程的监管，为建筑节能工程施工的质量验收

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要求。 

  自 2005 年以来，全国每年开展建筑节能减排专项监督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为了准备国家检查，有些省开展省级节能减排专项监督检查。这些检查有效地监督

建筑节能工作中相关责任主体的职责。 

7.2  存在的挑战 

  尽管中国在建筑节能工作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主管建筑节能的政府官员和有

关专家清楚认识到工作中的挑战： 

  持续上升的中国建筑能源消耗  中国的建筑能源消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会保

持上升趋势：经济的持续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每年新增的 16 至 20 亿平方米的

建筑面积是主要推手。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政策、技术、经济、市场和文化渠道

减缓建筑能耗的增长率。 

  建筑节能标准更新没有制度化  中国的第一个严寒和寒冷地区的居住建筑节能

标准是 1986 年发布的，第二、三次修订则是在 1995 年和 2010 年。中国还未将新建

筑节能的更新制度化。政府对标准修编的投入也较少。 

  政府推动新建建筑符合建筑节能标准的，并要求达到 50 和 65%的节能率。这

50 和 65%的基准线是指１９８０年代的建筑能耗水平(无任何节能设计措施)。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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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和 65%的节能率”的提法容易导致消费者误将“达标建筑” 视为“节能建筑” 

(莫 2010)。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融资困难 北方地区有超过 30 亿平米71的既有建筑急需节能

改造。再考虑热源改造，资金投入需求更大。但北方多数地区经济欠发达，地方政

府财力投入有限，市场融资能力较弱72。 

  能力建设 中国建筑工人的平均教育程度为中小学，制图和审图人员人员多是大

专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施工阶段的建筑节能标准的执行率比设计阶段差很

多。现在的能力建设工作没有将建筑工人的培训作为重点。有关培训材料的编制也

没有考虑他们的理解水平和工作难点73。 

  供热改革缓慢北方采暖地区新竣工的建筑在 2008 至 2010 年期间为 11 亿平方米

左右，实际安装计量表的面积仅占 42%，而很多已经装的计量表的质量又不合格。

在全国已安装的供热计量表的 7 亿平方米中，有近 54%的面积没有计量收费。 

  可再生能源应用需要技术、管理支持 与可再生能源的建筑节能应用相关的关键

工艺、设备和原材料的供应仍严重依赖进口。另外，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审批和专项

资金安排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74。 

  农村建筑节能刚刚起步 到 2009 年底，农村的建筑面积占全国总建筑面积的

60%， 农村建筑节能的工作还处于刚刚起步状态：农村建筑的建筑节能的设计标准

还没有制定，民用建筑能耗统计的调查制度还没有实施，建筑节能监管体制还没有

建立。 

7.3 下一步方向 

  中国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19.1% 。

中国“十二五”（2011-2015）的节能目标是 16%。为达到这个目标，国务院于

2011 年 9 月发布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75确定政府下五年的节能

减排的工作策略和行动方向。 

  建筑节能是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之一。到 2015 年，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

筑供热计量和节能将改造 4 亿平方米， 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5000

                                                      
71根据科技司 2010 年的有关调查报告。 
72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报告《关于 2010 年全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节能减排专项监督检查建筑节能检查

情况通报》，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73

 Shui, B., H. Lin, et al. (2011). Feedbacks from Focus Group Meeting on Trai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Building Energy Codes in China. Richland, WA,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74

 http://www.tjrd.gov.cn/ztjz/system/2010/01/11/010000404.shtml  
75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26 号  

http://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http://www.tjrd.gov.cn/ztjz/system/2010/01/11/010000404.shtml
http://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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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6000 万平方米，并创建 2000 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的示

范单位。其他的建筑节能的行动计划包括： 

 制定并实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如在有条件地区开展强制性推广绿色建筑的

试点启动绿色建筑区域推广示范76。 

 继续新建建筑执行节能标准的监管力度，抓好施工阶段等薄弱环节以及中小

城市等薄弱地区执行标准的监管力度。 

 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实行供热计量收费和能耗

定额管理。 

 做好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改造。 

 推动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 

 推广使用新型节能建材和再生建材。 

 研究建立建筑使用全寿命周期管理制度，严格建筑拆除管理。 

 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严格防止和纠正过度装饰和亮化。 

 在零售业等商贸服务和旅游业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如节能改造，用能管理，

引导消费行为。宾馆、商厦、写字楼、 机场、车站等要严格执行夏季、冬季

空调温度设置标准。 

 在居民中推广使用高效节能家电、照明产品。 

 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完善能源审计、能效公示，推动节能改造

与运行管理。公共机构新建建筑实行更加严格的建筑节能标准。 

 支持军队重点用能设施设备节能改造。 

 促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推进节能型住宅建设。   

  

                                                      
76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目前是非强制性的自愿实施标准，中央政府将在十二五期间在部分试点城市进

行 进 行 绿 色 生 态 城 区 建 设 实 践 ， 推 动 有 条 件 地 区 开 展 强 制 性 推 广 绿 色 建 筑 试 点 。
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jskj/201104/t20110421_2031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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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结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直努力推动建筑节能，并经历了四个阶段：（1）

研究准备(20 世纪 80 年代初 至 1986 年)、（2）试点示范(1987 至 1993)、（3）体制

建立 (1994 至 2005)、（4）完善体制、加强实施 （2006 至现在）。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法制和技术发展体制。

中国在最近五年之中完成了 1.8 亿平方米北方采暖地区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并大

幅提高了城市的建筑节能标准设计和施工阶段的执行率：从 2005 年的 53%（设计）

和 21%（施工）上升到 99.5%和 95.4%。适宜的发展策略、政府重视、责任明确并

辅以强力监管、财政支持等是中国在建筑节能工作上取得成绩的主要经验。 

  中国在建筑节能的工作中也面临挑战，官员和有关专家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

的问题和困难，如地方支持不到位（地方法规和财政的支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融资困难，供热改革缓慢、农村建筑节能工作刚刚起步等。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会继续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强力推行建筑节能，如，

在有条件地区开展强制性推广绿色建筑的试点，实现 4 亿平方米北方采暖地区既有

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以及开展强制性应用可再生能源的试点。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建建筑每年新加的 16-20 亿平方米

等因素确保了中国的建筑能源消耗的上升趋势。中国的建筑节能工作的任务的核心

是通过各种政策（如，建筑节能标准的实施和绿色建筑的推广）、技术（包括可再

生能源的应用技术）、经济（如，融资，税收）、市场（如，能效标识）和文化

（如节能宣传、生活方式）渠道减缓建筑能耗的增长率。 

  中国的建筑节能政策是在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的建

筑节能，不仅关系到中国也直接影响到全球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了解中国建

筑节能的政策和工作有助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互相学习，以推动中国和国际建筑节能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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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建筑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提高和节能产品推广  

除了提到的针对建筑本身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建筑能效标识等政策之外，中

国政府在“十一五”期间也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建筑用能产品的节能政策和措施，而

高效节能家用电器产销量的大幅增长得益于这些节能政策的推动，如家电下乡、节

能产品惠民工程等。下表列举了有关的政策及实施成果。 

表  中国节能产品推广政策 

政策名称 具体政策内容 实施成果 

节能产品惠民工

程 

“惠民工程”主要通过采取财政补贴方式，加快高

能效节能房间空调器和照明器具的推广应用 （例

如对能效等级为 1、2 级的高效节能空调器给予

每台数百元补贴，对购买高效节能照明产品的大

宗客户和城乡居民分别按中标协议供货价格给予

30% 和 50%的财政补贴） 

从 2009 年 6 月开始实施以

来，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期

间，推广高效节能空调器

3400 多万台、节能灯 3.6 亿

多只。实现年节电 195 亿

KWh。 

家电下乡 

2010 年 3 月，财政部、商务部和工信部公布《新

增家电下乡补贴品种实施方案》确认了对各省市

彩电、冰箱、空调、电脑、热水器、微波炉、电

子炉等 9 类家电产品进行补贴，并纳入到家电下

乡政策实施范围。 

  

高效照明产品推

广 

1996 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绿色照明工程，制定

了高效照明产品能效标准。2009 年，高效照明产

品纳入”节能惠民工程“， 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加

以推广。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强制性照明产品能

效公家标准体系，包括 8 项标准。 

十一五期间期间累计推广 3.6

亿只节能灯，拉动消费 41 亿

元，实现年节电 125 亿

KWh，产品寿命期内节电

627 亿 KWh。 

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 

截止 2011 年 7 月共颁布了 10 期节能产品政府采

购清单：涵盖节能空调器、冰箱、照明产品、电

视机、热水器、计算机、洗衣机、太阳热水系

统、中空玻璃、建筑保温系统及保温材料等节能

产品。 

  

产品能效标准和

能效 

2010 年当年，中国发布了 7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涉及家电领域的有 4 项77。国家发改委、国家质

检总局、国家认监会分别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 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到目前为止

已经颁布了 8 批，涉及家电、办公、商用、工业

和照明等领域的 23 中用能产品。节能产品认证

种类达到 57 个。 

  

资料来源：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2011) 

                                                      
77

  分别为： 1、GB 12021.3-2010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2、家用和类似用途微波

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3、平板电视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4、数字电视接收器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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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本报告涉及的建筑能源政策索引  

 

  能源政策全称 
节能标准和

规范序号 
颁布的时间 

执行 

的时间 
颁布单位 执行单位 

本报告提及

的章、节  

1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

分）》 
 JGJ26—86 1986   建设部 

北方各省、

直辖市、自

治区建设主

管部门 

1.3 

2 
《关于加快墙体材料革新与推广节能建筑的意

见》 
  11/9/1992 11/9/1992 

国家建材局、

建设部、农业

部、国家土地

局 

各地墙体革

新材料领导

小组 

1.3 

3 
《旅游旅馆建筑热工与空气调整节能设计标

准》* 

 GB 50189-

93 
1993 1994.7.1 建设部   1.3 

4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

分）》 
 JGJ26－95 1995 1996.7.1 建设部   1.3 

5 第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1997.11.1  1998.1.1.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

会 

国务院和

省、自治

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 

1.3 

6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1999.10.28 2000.10.1 
建设部常务会

议 
建设部 1.3 

7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134-

2001 
2001 2001.10.1 建设部   1.3 

8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_75-

2003 
2003 2003.10.1 

建设部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

会 财政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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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政策全称 
节能标准和

规范序号 
颁布的时间 

执行 

的时间 
颁布单位 执行单位 

本报告提及

的章、节  

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2005 

2005.4.4 2005.7.1 建设部   1.3 

10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修订版   2005.11.10 2006.1.1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

会 

  1.3 

11 
《关于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 

 建城
[2003]148

号 

2003.7.21   
建设部等八个

部委 
  4.1 

12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411-

2007  

 

2007   住建部   1.3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修订版 
《节约能源

法》 
2007 2008.4.1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

会 

  1.3 

14 《民用建筑能耗统计报表制度》   2007   建设部科技司   1.3 

15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

院令 

第 530 号 

2008.7.23 2008.10.1 国务院 
各地方建设

厅、局 
1.3 

16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

令第 531 号 

2007 2008.10.1 国务院 地方政府 1.3 

17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77-

2009 

 

2009.12.10 2010.7.1 住建部   1.3 

18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32-

2009 

 

2009 2010.7.1 住建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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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关于北方节能住宅投资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

向调节税的暂时管理办法》 
  1993 .4.20   

国家计委、国

家税务局 
  3.2 

20 《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2006   国务院   3.3 

21 
《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

知》 
  2007    国务院   3.3 

22 《民用建筑能效标识管理暂行办法》   2008   住建部   3.3.2 

23 《民用建筑能效测评标识技术导则》   2008   住建部   3.3.2 

24 
“一百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和一百项低能耗建

筑示范工程”（即，“双百工程”） 
  2007   住建部   3.4 

25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2009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附录 

26 《新增家电下乡补贴品种实施方案》   2010   
财政部、商务

部和工信部 
  附录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

目录》 
  2008-2011   

国家发改委、

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认监

会 

各地方政府 附录 

28 《既有采暖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JGJ129-

2000 

 

2000.10.11   建设部   4.1 

29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1.8.31   国务院   7.3 

30 
《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

改造技术导则（试行）》） 
  2008   

住建部、财政

部 
  4.2 

31 

《关于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既

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任务的通

知》 

  2010   
住建部、财政

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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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2007   

建设部、财政

部 
  4.3 

33 “太阳能屋顶计划”   2006   
建设部与财政

部 
  5.3 

34 
《关于 2010 年全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节能减

排专项监督检查建筑节能检查情况通报》 
  2010   住建部   7.1 

35 
《关于推进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的实施意

见》 

 建科

〔2006〕

213 号 

2006   
建设部、财政

部 
  5.2 

36 
《关于加快太阳能热水系统推广应用工作的通

知》 
  2007   

发改委、建设

部 
  5.2 

37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2009.07.06 2009.07.06 

财政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6.2 

38 
《北方采暖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

造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7   财政部   4.1 

39 
《关于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

量及节能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  
  2008   

住建部、财政

部 
  4.1 

40 《关于进一步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工作的意见》   2010   

住建部、国家

发改委、财政

部、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4.1  

41 

《关于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完成北方采暖地区既

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任务意通

知》 

   2010.6   住建部    4.2  

42 《关于推进供热计量的实施意见》   2006   建设部 
各个地方建

设局（委）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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