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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节能建筑
评价标准》简介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王清勤☆　张　淼

摘要　介绍了该标准的编制背景和国内外相关标准的现状。介绍了该标准的主要技术内

容、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并概括了该标准的特点。针对５个已经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

目，详细对比了该标准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评价结果，两者大致相当，该标准具有较好的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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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编制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目前，我国

建筑全年运营能耗占到社会总能耗的２５％左右，

建筑污染约占全部污染的１／３，建筑能耗与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下降，对我国实现２０２０年单位ＧＤＰ二

氧化碳排放下降４０％～４５％的目标有至关重要的

影响。

为贯彻落实节约能源资源的基本国策，针对节

能建筑制订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又借鉴国际建筑节

能经验的评价标准，对于引导采用先进适用的建筑

节能技术，推动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早建立起相关评价体系的是英国的建筑研

究中心（ＢＲＥ），他们在１９９０年建立起ＢＲＥＥＡＭ

评价体系，用于绿色建筑的评价。建筑能效的评价

是其关注的重点之一。１９９８年美国发布ＬＥＥＤ评

价体系，用于美国的绿色建筑评价。时至今日，

ＬＥＥＤ评价体系对世界的绿色建筑和节能建筑的

评价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英国和美国发布本

国评价体系之后，各国开始着手建立适宜自己国家

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我国于２００６年由原建设部

和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联合发布了ＧＢ５０３７８—

２００６《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关注的面比较广，没有

专门针对建筑的节能性进行深入、细致的评价。建

筑工程要提高节能建筑合格率，真正实现节能，就

必须要有一个针对建筑节能效果展开评价的评价

体系。

建筑节能领域目前已经有设计、施工、验收、检

测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需要一个涵盖设计和运营管

理两个阶段的标准，将脱节的环节衔接起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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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节能建筑评价方面的标准，来完善我国建

筑节能标准体系，使得该标准体系趋于完整。

在此背景下，根据建标［２００６］７７号文，《节能

建筑评价标准》列入国家工程建设标准，由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承担编制任务，参编单位有中国建筑

西南设计研究院、深圳建筑科学研究院、上海建筑

设计研究院、重庆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河南省建

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

中心、黑龙江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陕西省建筑科

学研究院、天津大学等。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

质量监督检疫总局联合发布了 ＧＢ／Ｔ５０６６８—

２０１１《节能建筑评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于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正式开始实施。

２　相关标准现状

２．１　国内现状

目前，我国建筑节能方面已经陆续颁布的标准

规范有《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筑照明设计

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夏热冬

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节

能检测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建筑节

能工程施工验收规范》等；在编的标准规范有《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建筑能耗统计标准》等，但这

些标准大多是针对建筑的节能设计和施工方面提

出最低要求，而对于超出节能标准建造的更低能耗

建筑，却没有一个评价的准则。

２．２　国外现状

面对全球能源的日益紧张，不少发达国家从

１９７３年能源危机起就开始关注建筑节能
［１］，在建

筑节能标准、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

都做了大量工作。

美国国家标准局（ＮＢＳ）于１９７４年制定了《新

建建筑物的节能设计及评价标准》，ＡＳＨＲＡＥ于

１９７５年编制了《新建建筑物节能规范》，同时编制

了《既有建筑物节能规范》。在过去１０余年间，美

国共出台了《国际建筑节能法规ＩＥＣＣ》、《国际住

宅法规ＩＲＣ》、ＡＮＳＩ／ＡＳＨＲＡＥ／ＩＥＳＮＡ９０．１标准

《除低 层 住 宅 之 外 的 新 建 筑 节 能 设 计》和

ＡＳＨＲＡＥ９０．２标准《新建低层住宅节能设计》等

多个法规标准来推动建筑节能。

加拿大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颁布了《新建筑节

能法》。１９９６年加拿大的国家建筑规范委员会颁

布了《国家建筑节能规范》，１９９７年制定了加拿大

商业和住宅建筑节能标准。在建筑评估（测量）方

面，加拿大已经建立了其国家标准来评定建筑节能

的情况。

德国于２００２年出台了《建筑节能条例》

（ＥｎＥｖ），首次提出能源证书这一概念，对于新建建

筑和既有建筑都有明确规定，最新修订版本于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生效
［２］。

日本政府早在１９７９年就颁布了《关于能源合

理化使用的法律》，并于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９年先后两

次修订。为了使所制定的法规得以执行，日本政府

制定了许多具体可行的监督措施和必须执行的节

能标准，体系堪称完备［３］。

英国、法国、芬兰、丹麦、韩国等国家为减少建

筑能耗，节约能源，改善环境质量，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来发展建筑节能的相关技术和产品、

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新能源的综合开发利

用；同时制订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能源战略和政策

法规来促进建筑节能。

３　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对节能建筑划分等级，鼓励建造更低能

耗的建筑。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１．总则；２．术语；３．基

本规定；４．居住建筑；５．公共建筑。整个标准体系

由居住建筑的节能评价指标体系、公共建筑的节能

评价指标体系、节能建筑等级划分规定构成。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的节能评价指标体系均

由建筑规划、围护结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水

排水、电气与照明、室内环境和运营管理七类指标

构成。评价体系系统地从这七个方面全面评价建

筑的节能性能。每类指标都包括了控制项、一般项

和优选项。

《标准》是在广泛调研、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

吸收国内有关科研成果和工程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编制完成的，涵盖了设计和运营管理两个阶段，充

分考虑了我国建筑节能工作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节

能建筑的统一评判标准，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４　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

节能建筑评价包括设计评价和工程评价两个

阶段。其中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由建筑规划、建筑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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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结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水排水、电气与照

明、室内环境六类指标组成；工程评价指标体系由

七类指标组成，比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多出运营管理

一项。每类指标包括控制项、一般项和优选项。

节能建筑应满足《标准》所有控制项要求，并应

按满足一般项数和优选项数的程度，划分为Ａ，ＡＡ

和ＡＡＡ三个等级。节能建筑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１，２的规定。

表１　居住建筑节能等级的划分

等级　 一般项数（共４２项）

建筑规划

（共７项）
围护结构

（共７项）
暖通空调

（共８项）
给水排水

（共５项）
电气与照明

（共４项）
室内环境

（共４项）
运营管理

（共７项）

Ａ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３

ＡＡ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４

ＡＡＡ ５ ５ ４ ４ ３ ３ ５

等级　 优选项数（共２５项）

建筑规划

（共３项）
围护结构

（共６项）
暖通空调

（共７项）
给水排水

（共２项）
电气与照明

（共３项）
室内环境

（共２项）
运营管理

（共２项）

Ａ ５

ＡＡ ９

ＡＡＡ １３

表２　公共建筑节能等级的划分

等级　 一般项数（共５８项）

建筑规划

（共５项）
围护结构

（共８项）
暖通空调

（共１５项）
给水排水

（共５项）
电气与照明

（共１２项）
室内环境

（共４项）
运营管理

（共８项）

Ａ ２ ２ ４ ２ ３ １ ３

ＡＡ ３ ４ ６ ３ ５ ２ ４

ＡＡＡ ４ ６ １０ ４ ８ ３ ６

等级　 优选项数（共３４项）

建筑规划

（共３项）
围护结构

（共６项）
暖通空调

（共１４项）
给水排水

（共２项）
电气与照明

（共４项）
室内环境

（共２项）
运营管理

（共３项）

Ａ ６

ＡＡ １２

ＡＡＡ １８

　　ＡＡＡ节能建筑除应满足表１，２规定外，尚应

符合下列规定。

１）在围护结构指标方面，居住建筑满足的优

选项数不应少于２项，公共建筑满足的优选项数不

应少于３项；

２）在暖通空调指标方面，居住建筑满足的优

选项数不应少于２项，公共建筑满足的优选项数不

应少于４项；

３）在电气与照明指标方面，居住建筑满足的

优选项数不应少于１项，公共建筑满足的优选项数

不应少于２项。

当《标准》中某条文不适应建筑所在地区、气

候、建筑类型和评价阶段等条件时，该条文可不参

与评价，参评的总项数可相应减少，等级划分时对

项数的要求可按原比例调整确定。对项数的要求

按原比例调整后，每类指标满足的一般项数不得少

于１条。

５　《标准》的特点

５．１　可操作性

总体编写思路和等级划分方法借鉴了国家标

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和《住宅性能评价技术标

准》。这两个标准已经实施多年，设计人员和评价

专家也已经习惯了这种评价体系，具有很强的可操

作性。《标准》继续借鉴这种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

方法，不仅易于接受，而且有利于广泛推广使用。

５．２　适用性

考虑了不同气候区、不同建筑类型，又考虑了

设计阶段评价和运行使用阶段评价，且当某条文不

适应建筑所在地区、气候、建筑类型和评价阶段等

条件时，可不参与该条文评价，因此《标准》具有广

泛的适用性，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

５．３　综合性

节能建筑的最终定级是在分别考虑各目标的

基础上综合判定，集成了规划、建筑、结构、暖通空

调、给水排水、电气与照明、室内环境、运营管理等

多专业知识和技术，涵盖面较广，综合性较强。

５．４　协调性

与现行的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４１１—２００７《建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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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ＧＢ１２０２１．３—２０１０《房间

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ＧＢ

５０１８９—２００５《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行业标准

ＪＧＪ１３４—２００３《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ＪＧＪ７５—２００３《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ＪＧＪ２６—２００３《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等具有良好的协调性。这些相关

标准大致可以分为设计标准、能效等级标准、施工

检测标准三类，为《标准》的编制和实施提供了良好

的技术支撑。

《标准》填补了我国节能建筑评价标准的空白，

对规范节能建筑评价工作，引导和促进我国节能建

筑的健康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总体上达到了国内

领先水平。

６　试评情况报告

根据《标准》，先后对上海市张江集电港总部办

公中心改造装修项目、江苏省苏州东环路长风住宅

项目、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央企生活服

务基地一期示范区住宅工程项目、苏州市中新置地

２３９地块（二期）项目、江苏省昆山康居住宅项目５

个已经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进行节能建

筑评价，结果表明，《标准》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大致相当，可以认为对于节能建筑评价具

有较好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证明《标准》具有较好的

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试评价结果如表３所示。

７　结语

在全球日益紧张的能源与环境形势下，我国

的城市化进程必然要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

绿色、节能、低碳道路。因此更要大力发展节能

表３　节能建筑试评结果
项目名称 已获得的绿色

建筑标识

节能建筑评价

张江集电港总部办公中心改

造装修项目

公共建筑运行标识

★★★

一般项：ＡＡＡ标准
优选项：ＡＡ标准

苏州东环路长风住宅项目 居住建筑设计标识

★★★

一般项：ＡＡＡ标准
优选项：ＡＡ标准

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央企生活

服务基地一期示范区住宅

工程项目

居住建筑设计标识

★★

一般项：ＡＡ标准
优选项：ＡＡ标准

中新置地２３９地块（二期）项
目

居住建筑设计标识

★★

一般项：ＡＡ标准
优选项：Ａ标准

昆山康居住宅项目 居住建筑设计标识

★

一般项：Ａ标准
优选项：Ａ标准

建筑，推广建筑节能技术，对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起到积极的作用。《标准》通过对建筑物实际的节

能性能建立起统一的评判标准，对于规范、指导建

筑的节能设计、施工，推动建筑节能工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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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下发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关于增补青年工作委员会委

员的通知》，增补２９人为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第五

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暖通空调》编辑部副主任于松波

名列其中。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学

会，是全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工作者自愿结成并依法登记

的学术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是联系全国科学技术期刊

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青年工作委员会为其下设的１０个

工作委员会之一。

于松波同志２００３年进入《暖通空调》杂志社从事编辑

工作，在工作中体现出高度的敬业精神，深入钻研编辑业

务，熟练掌握编辑技能，工作认真严谨，任劳任怨，成为《暖

通空调》杂志的主要编辑骨干之一。此外，他积极参与科技

期刊编辑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２０１１年在第１１届中国科

技期刊青年编辑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从暖通空调杂志

到暖通空调传媒机构的实践与思考》的大会主题报告，获得

好评。由于其出色的表现，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最终

正式成为编辑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本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