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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单位产值节能
*+!

的战略目标!指出应制定前瞻性的建

筑节能目标#认为节能比较的基准应为
*++%

年的建筑能耗实物量#估算出
*+,+

年建筑节能

量约为
,

亿
:

标准煤!为实现这一建筑节能目标!建议针对围护结构传热"系统设备能效"温室

气体减排"住宅能耗标识的建立等关键问题采取相应措施#

关键词
"

建筑节能
"

民用建筑
"

围护结构
"

空调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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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指标+++

#!C

我国/十一五0规划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量化

指标"

,

#实现
*+,+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

年翻一番'

*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

五0期末降低
*+!

左右%

第一个量化指标$以
*+++

年人均
&7<

为
'%?

美元计算$到
*++%

年已经提前实现了!根据国家统

计局披露的信息$

*++%

年中国人均
&7<

已达到

,-+(

美元#%

第二个量化指标$将单位
&7<

能耗作为评价

中国经济发展效益的一项硬指标$这在我国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

年末$我国每万元
&7<

的能耗

是
,>?(:

标准煤%其中在国家统计局
*++%

年底

公布的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榜中名列首位的上

海市$万元
&7<

能耗是
+>&(:

标准煤%在此基础

上节能
*+!

$即
*+,+

年全国平均水平要达到

,>,??:

标准煤$上海市应达到
+>-%:

标准煤%即

便如此$如果我们将
*+,+

年全国和上海的节能目

标换算成国际通用的每
,+++

美元油当量能耗

!

,+++

N

油当量的热值$按
?*;)*HF

计算$

,:

标

准油相当于
,;?%?*'%:

标准煤#$并将其与
*++*

年的国际水平相比$能耗还是比较高的!见图
,

#%

从图
,

中可以看出$节能
*+!

以后$我国单位

&7<

能耗仍是
*++(

年世界能耗最低的瑞士的
-

倍$是日本的
%>)

倍$甚至是高能耗美国的
(>,

倍%

因此$这一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国内任

何地区&任何行业都不能置身度外%

对于工业企业$万元
&7<

能耗是实实在在的

数值%例如$钢铁工业
*++%

年吨钢能耗!标准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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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我国.十一五/节能目标与
#!!$

年国际水平的比较

平均为
-?,>+%X

N

-

:

%钢铁工业的降耗有两种办

法"

,

#

*+,+

年吨钢能耗!标准煤#降低到
%&*>'?

X

N

-

:

$即减小/分子0%但这是十分困难的$国际上

目前最小的吨钢能耗!标准煤#是日本的
)?)X

N

-

:

%

*

#改造工艺设备&改变产品结构&淘汰高能耗和低

附加值产品&增大吨钢产值$即增大/分母0%这可

能是钢铁工业节能降耗的必由之路%

但对于建筑领域$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进行

深入的分析%

#

"

建筑单位
)("

能耗如何计算

#%"

"

新建建筑

新建建筑在施工建造过程中的能耗和产值$显

然可以归入工业节能范畴$与建筑的使用能耗无关%

而商品建筑的含有泡沫的价值!即房地产创造的

&7<

#又与建筑能耗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新建建筑

是不可能套用单位
&7<

能耗的概念的$一般要用能

耗强度的概念$即每
0

*建筑面积的全年能耗量%

我国所颁布实施的多个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都

把节能
%+!

作为节能目标%所谓节能
%+!

$是以

*+

世纪
'+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建造的建筑的能耗

强度作为比较的基础$这种建筑称为基准建筑

!

81E"325"

#%基准建筑的围护结构&暖通空调设备

及系统&照明设备的参数$都按当时情况选取%在

保持目前标准约定的室内环境参数的条件下$计算

基准建筑每
0

*建筑面积全年的暖通空调和照明

能耗量$将它作为
,++!

$再将基准建筑按节能设

计标准的规定进行参数调整$即围护结构&暖通空

调&照明参数均按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设定$计算

其全年的暖通空调和照明能耗$应该相当于
%+!

%

这就是节能
%+!

的内涵%实际上$

'+

年代的公共

建筑$除了供暖$只有极少数能达到现在的空调和

照明标准%

因此$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有集中供暖的建筑$

对非供暖区住宅和有空调的公共建筑$节能
%+!

的基准形同虚设%

再者$建筑节能标准实际是一个入门标准%以

上海为例$夏热冬冷地区住宅节能标准中要求的能

!电#耗量是供暖年耗电量
(,>*X@B

-

0

*

$空调年

耗电量
*?>&X@B

-

0

*

%也就是说$仅供暖空调一

项$一套
,++0

*住宅年耗电就达
%)++X@B

以上%

而根据上海市最近对
,++++

户居民的调查$

*++?

年户均用电量为
*?'+X@B

%据分析$其中
,

-

(

用

于空调%实际建筑物空调供暖耗电量是节能标准

的
,

-

)

%这是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生活水平下$实

际住宅不可能维持
*)A

和
*+A

的恒温'不可能只

是
,B

C,换气!可以开窗通风#'不可能每天使用空

调
,+B

'也不可能所有房间都维持同样的舒适环

境'特别是夏热冬冷地区$目前多数家庭冬季室内

热环境是很差的$但今后情况如何就说不定了%可

以预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住宅能耗

的增长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会有更多的人将更多的

钱消费在居住环境的改善上%空调使用时间将会

延长$夏热冬冷地区冬季供暖需求也会增长%

因此$总体来说$我国建筑能耗总量将呈持续

增长态势%执行建筑节能标准$可以降低建筑能耗

强度&减缓能耗量增长的速度$但并不能改变建筑

能耗总量的增长%

#%#

"

既有建筑

到
*++?

年底$我国城镇建筑总面积已近
,%+

亿
0

*

%

*++?

年新建城镇建筑面积约
,*>'

亿
0

*

%

根据建设部的调查$近几年$我国按节能标准设计

的建筑项目占
%'>%(!

$按节能标准建造的建筑项

目仅占
*(>*%!

%照此计算$从
*++*

年至
*++?

年

间竣工的城镇建筑约
()

亿
0

*

$只有约
'>?

亿
0

*

建筑达到建筑节能标准$仅占总数的
%>)!

%

同样$既有建筑也无法套用单位
&7<

能耗的

概念%尽管国际上有室内环境质量的概念$认为室

内环境是提高公共建筑中居住者生产率的重要影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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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之一$但实际上这种影响是很难量化的$就

像/绿色
&7<

0一样%比如一家证券公司取得赢

利$人们首先会归结于市场环境&股市回暖&利好消

息'其次会想到公司加薪&老板人性化管理&团队精

神等等%当上述理由都不成立时$也许会想到公司

所处办公楼室内环境比较舒适%因此$室内环境

!空调&照明#只能间接产生
&7<

%建筑耗能也属

于消费行为%/十一五0规划中把扩大国内需求特

别是消费需求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立足点%我

们不能把节能降耗与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目标对

立起来%因此$对于住宅建筑$关键是如何为居民

提供合理用能的产品和服务的问题!例如$住宅的

能耗标识#$使居民明明白白地消费%而对于大型

公共建筑尤其是政府建筑&利用财政拨款建设的建

筑$由于这类建筑是公款消费能源$用纳税人的钱

支付能源费用$因此必须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

而节能重点应该放在设备系统节能和管理节能!行

为节能#上%

#%$

"

节能量目标

根据我国/十一五0规划纲要$

*+,+

年我国

&7<

总量将达到
*)>,

万亿元%而
*+,+

年$我国

万元
&7<

能耗须控制在
,>,??:

标准煤$因此$届

时全国能耗总量应为
*&

亿
:

标准煤%

我国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比例究竟是多少$一

直没有很准确的统计%不过根据多数研究者!包括

笔者在内#的分析$这一比例应在
*+!

左右%根据

最近的一个估计$

*++?

年我国建筑能耗占总能耗

!

,&>-

亿
:

标准煤#的比例为
**>(!

%也就是说$

*++?

年建筑能耗量约为
?>?

亿
:

标准煤%其中农村

建筑能耗!商品能源#只占
,'!

$即
+>'

亿
:

标准煤%

因此$我国城镇建筑能耗量是
(>)

亿
:

标准煤%

*++?

年我国城镇建筑面积约
,%+

亿
0

*

$每
0

*平均

能耗不到
*?X

N

标准煤%以北京为例$北京住宅供

暖能耗平均为
*+>?%X

N

-!

0

*

*

1

#$加上非供暖能耗

约
,,X

N

-!

0

*

*

1

#$总计约为
(*X

N

-!

0

*

*

1

#%

如果与德国从
*++)

年
,

月开始执行的建筑能

耗标识指标!

"5"\

N6R

1EE

R

M\:

$该指标根据建筑能

耗强度将所有建筑分成从
P

到
Q

的
&

个等级!见表

,

#$其中
!

级指标值是年一次能源消耗
*++X@B

$

换算后约等于
*?>%X

N

标准煤%

!

级以上属于/绿

区0$即节能建筑#比较$北京的住宅建筑平均能耗

仅比德国节能建筑高
(+!

$基本达到德国建筑的

中等能耗水平!

.

级#$但北京住宅的室内环境质量

比德国要差很多%如果有朝一日我国住宅的室内

环境质量达到德国水准$我国建筑的能耗将有很大

增长空间%因此$我国建筑节能!尤其是住宅节能#

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未雨绸缪%不能说我们的建

筑能耗比发达国家大了多少$而应该分析我们消耗

了这些能源却没有得到让居民满意的室内环境$甚

至浪费了很多能源的原因$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

表
"

"

德国能源标识指标中

各级别能耗强度值
DB,

'#

9

#

(

4

$

等级 能耗强度 等级 能耗强度

P +

#

'+ ` *%,

#

(++

I ',

#

,,+ G (+,

#

(%+

J ,,,

#

,%+ L (%,

#

?++

! ,%,

#

*++ Q

+

?++

. *+,

#

*%+

""

我们常说$中国的建筑能耗是同纬度发达国家

的三倍$这并不是指单位面积能耗量是人家的三

倍$要区别建筑负荷与建筑能耗量的概念%负荷单

位是
@

或者
X@

$它反映了建筑物的用能需求'而

能耗量的单位是
X@B

%一定负荷的建筑$用能设

备的使用时间越长$能耗量就越大%欧洲地区的住

宅$即使到了
%

月份$由于昼夜温差大$夜间还可能

供暖'我国香港地区$即使到了
,*

月$白天气温上

升到
*+A

以上或湿度过大时$开启空调供冷的情

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我国建筑!尤其是住宅#在能

耗量上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如果拿我国的普通

住宅!例如$在北京保温比较差的住宅供暖能耗是

*%X

N

-!

0

*

*

1

##与德国的
P

级节能建筑!能耗量

约
,+X

N

-!

0

*

*

1

#以下#去比$可以说能耗是人家

的
*

#

(

倍$但毕竟德国的
P

级节能建筑也不是很

多的%

再看负荷%例如$北京地区住宅供暖热指标

!即平均负荷#是
%'@

-

0

*

$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

住宅负荷只有十几
@

$只有我们的
,

-

(

%在德国$

首先是没有热指标的概念$所有建筑设计时都是要

计算负荷的$不同房间负荷也不同$不会套用热指

标去选用设备和设计系统%考虑到德国较高的室

内设计温度$再加上通风热耗$有的建筑的供暖负

荷甚至会大于我国的供暖热指标%主要差别是在

围护结构热性能上%表
*

中是德国从
*++*

年开始

执行的新的建筑节能规范
.5.V*++*

中的围护结

构传热系数与我国住宅建筑节能标准的比较%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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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比较
B

'#

9

#

(

>

$

德国
.5.V*++*

北
"

京 哈尔滨

*+

世纪
'+

年代

标准
,&&%

年节能标准

"

*++?

年北京市节能

)%!

标准
*+

世纪
'+

年代

标准
,&&%

年节能标准

"

外墙 内保温
+>?% ,>*' +>'* ?

层及以上
+>)+ +>-( +>?+

外保温
+>(% (

层及以下
+>?%

窗户
,>-+ )>?+ ?>++ *>'+ (>*) *>%+

屋顶 坡屋顶
+>(+ +>&, +>)+ ?

层及以上
+>)+ +>)? +>(+

平屋顶
+>*% (

层及以下
+>?%

""

从表
*

可以看出$

*+

世纪
'+

年代北京地区的

住宅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确是德国
*++*

年的三倍左

右%所谓的三倍说$可能就是由此而来%在
,&&%

年标准之后$差距已经缩小%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国建筑节能的目标采取向

后!与过去#比和横向!与发达国家#比的做法都有

局限性%笔者认为$我国建筑节能应该设定前瞻性

的目标%节能比较的基准$应该采用
*++%

年建筑

的实际耗能量%

据预测$

*+,+

年$我国城镇民用建筑总面积将

达到
*,'

亿
0

*

%如果维持现在的能耗强度$则

*+,+

年建筑能耗需求为
%>-

亿
:

标准煤%

而如果在/十一五0期间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

调整$高耗能工业的盲目发展受到遏制$则建筑能

耗在总能耗中的比例将可能会上升到
*%!

左右%

即可供建筑使用的能源约
->*%

亿
:

标准煤%与此

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

村建筑对商品能源的需求会大幅度提升$估计其在

建筑能耗中所占比例将是现在的一倍$即
()!

$

*>):

标准煤%因此$

*+,+

年可供城镇建筑消费的

能源是
?>-

亿
:

标准煤%与上述的需求比较$要求

的节能量约为
,

亿
:

标准煤%与
*++?

年相比$城

镇建筑能源可供量增加了
,>,

亿
:

标准煤$建筑面

积增加了
)'

亿
0

*

%

如果既有建筑能耗维持/十五0末的水平$则新

建的
)'

亿
0

*建筑的平均能耗强度只能为
,)X

N

-

!

0

*

*

1

#$即要在现有能耗水平上节能近
?+!

%由

于此处计算的都是实耗量$所以$要实现节能
?+!

是相当困难的%比较现实的目标是"/十一五0期间

有
(+

亿
0

* 的新建住宅建筑能耗强度降低到
,(

X

N

-!

0

*

*

1

#!其中供暖住宅建筑由
*%X

N

-!

0

*

*

1

#

下降至
,(X

N

-!

0

*

*

1

#'非供暖住宅建筑由现在的

不到
,+X

N

-!

0

*

*

1

#的实际能耗提高到
,(X

N

-

!

0

*

*

1

##$余下的新建建筑!

('

亿
0

*

#平均能耗降

低
*+!

$即降低至
*,X

N

-!

0

*

*

1

#%这样算下来$

还有约
&++

万
:

标准煤的节能量$需要由既有建筑

的改造来实现%

实现这一节能目标并不容易%节能潜力最大

的还是供暖住宅建筑%但供暖住宅的空调能耗将

逐年提高'非供暖住宅的空调&供暖能耗都将逐年

提高%而对公共建筑$必须要采取对设备和系统的

强制性技术和管理措施%

$

"

实现.十一五/规划节能目标的途径

$%"

"

研究围护结构的多维传热问题$得到围护结

构的综合传热系数

现在提及的围护结构传热系数都是针对一维

传热的%围护结构的保温也只是考虑单向热流%

但现场实测的传热系数往往与在实验室中的测试

值大相径庭%实际上只有在半无限大平壁上才可

能出现一维传热%在住宅建筑中$这样的外壁面几

乎找不到%由于外墙壁面上往往有窗&门和各种凸

起$因此实际传热会是二维甚至三维的%这类结构

基本没经隔热处理$造成实际传热系数比理论值

大&壁面温度分布不均匀以及室内热环境不舒适$

甚至墙体内表面结露'也造成建筑负荷理论值与实

际值的偏差%而在欧洲$对围护结构热桥细部处理

得十分到位%我们与欧洲的差距主要是在保温材

料与墙体的结合&冷热桥处理以及建筑部品部件的

质量等细节上%要认真研究我国住宅构造的多维

传热问题$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冷热桥处理技术和

施工方法'同时$要研究传热系数现场快速检测方

法和相应的仪器设备%

$%#

"

提高系统和设备的能效

围护结构采取节能措施$是建筑节能的基础%

由于我国建筑节能是从供暖居住建筑起步的$因

此$建筑节能首先考虑加强围护结构保温无疑是正

确的决策%但是$建筑节能的关键是空调供暖系统

的效率$最终/真金白银0的节能量也要从空调供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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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来体现%如果系统没有调节和计量手段$围护

结构保温越好$可能浪费的热量越多%

要完成上述
,

亿
:

标准煤的节能量$必须下决

心限制新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建筑的设备选型$

提高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中空调制冷设备
';<

的下限和锅炉设备的效率下限$加快制订变制冷剂

流量多联机的能效等级标准%同时$要限制系统效

率$在大型公共建筑初步设计说明书的节能篇章

里$应该附有对系统效率的分析报告和对能耗的预

测和承诺$应该有详细的负荷分析或模拟%节能篇

章必须有实质性内容$而不是一句/本设计选用节

能设备0就敷衍过去%这也是对设计单位整体水平

的提升%

在大城市中$有必要提高空调制冷设备能效等

级的市场准入标准%例如$规定能效等级在二级以

上的产品才能参加投标&能效等级在二级以上的家

用空调产品才能进入市场%

不采取这种对设备和系统的限制性措施$仅凭

执行围护结构强制性标准是不可能真正降低能耗

的%

$%$

"

追求建筑节能的更高目标$实现温室气体减

排

建筑节能所追求的目标经历了从单纯的省能&

限制用能!

E1U25

N

#到试图在建筑总能耗不增加的

情况下满足需求!

=M5E"\U1:2M5

#的阶段$现在$我国

刚开始第三阶段$即能源的有效利用!

"]]2=2"5=

6

#'

而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

!

E9E:12518232:

6

#的最高阶段$即追求能源与环境的

协调$以及温室气体减排%

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即京都议

定书#,的第
(-

个签约国$并于
*++*

年向联合国交

存了中国政府的/核准书0%但是+京都议定书,并

没有为发展中国家规定具体的减排义务%随着

*+,*

年议定书第一阶段减排目标!承担减排义务

的工业化国家将在
*++'

.

*+,*

年间$将其温室气

体排放量在
,&&+

年基础上减少
%!

#的实现$我国

在国际上面临的承担减排义务的压力将会越来越

大%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在多数情况下与节能或合

理用能是不矛盾的%但有的技术$如蓄冰空调&燃

气空调$从能效的角度和合理用能!热力学第二定

律#的角度看虽然不是那么理想的技术$但却有利

于减排%

对于减排技术$根据我国经济条件和资源状

况$应有节制地发展%对各项技术应进行科学的分

析$不能因为一时的天然气短缺和电力供应的好

转$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应该提高天然

气作为建筑能源应用的效率和效益%例如$积极发

展建筑热电冷联产$特别是以燃料电池为动力的建

筑热电冷联供系统'积极开发高效利用天然气的燃

气空调设备$如燃气轮机驱动的离心机$燃气发动

机驱动的热泵$以太阳能为主&以天然气为辅的除

湿空调再生系统等'积极改进吸收式机组$例如三

效机&燃用生物质气体燃料的直燃机&利用太阳能

驱动的直燃机等%另外$应在峰谷电价等政策层面

进一步鼓励蓄冰空调的发展%特别是在既有建筑

改造领域$蓄冰空调技术将是很好的能够大幅度降

低用户能源费用的技术%

/十一五0是建筑节能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同

时$也是我国建筑节能从
"5"\

N6

"]]2=2"5=

6

向

"5"\

N6

E9E:12518232:

6

过渡的时期%可以预见$我

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
*+,*

.

*+*+

年期间$

迟早要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未雨绸缪$我国的

建筑节能对策和措施中$要将以保护地球环境为最

终目的的能源结构调整&建筑能源多样化&能源负

荷平准化等内容包括进来%具体地说$就是在选择

和评价建筑节能技术时$不仅用单一的能效标准$

还应该考虑能源转换效率 温室气体减排 寿命周

期成本这样的三维坐标!见图
*

#$三个指标是相互

图
#

"

建筑节能的三维评价

关联的%要研究三维评价

方法$即 经济学方法%除

了考虑系统的 效率!能量

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单位

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

将建筑使用能耗扩大到建

筑全寿命周期的能耗&污染

物排放和经济成本分析%

举例来说$玻璃幕墙是

建筑节能中的大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玻璃幕墙

建筑的供暖空调能耗高%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玻

璃幕墙较好的透光性$可以减少照明用电和照明负

荷'而如果从寿命周期环境负荷的视角看问题$玻

璃幕墙用在高层建筑中$可以降低结构荷载$减少

高耗能的混凝土和钢材的用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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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光伏电池的制造过程!从砂砾到电池#

中$有几个关键过程!如硅晶体的拉制工艺需要

,%++A

高温#是很耗能的%而在我国东部地区$

如上海$全年满负荷日照时间只有
,%++B

%如果

电池寿命
*+1

$

,@

电池只能发电
(+X@B

%在光

伏电池应用中应该权衡寿命周期中的发电量是否

能补偿制造过程中的能耗量%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对建筑节能技

术进行能耗&环境和经济的寿命周期评价还有很多

问题需要研究%但切忌在政策上的/此一时彼一

时0$即此时鼓励提倡的技术$到彼时又成了不得使

用的技术'反之亦然%

$%&

"

建立住宅能耗标识制度

建筑节能所涉及的几个主体...政府&开发商

和业主!用户#$其各自的利益诉求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建筑节能是一项不完全市场化的事业%在建

筑节能的整个链条中$最终用户对建筑节能的投入

是尽社会义务$因此$必须使最终用户通过对建筑

节能的投入$得到经济上的回报%要建立用户能够

自行判别建筑物!尤其是住宅#能耗特性的信息透

明化机制$即住宅能耗标识制度%

欧盟委员会在
*++(

年发布了能源指令
*++*

-

&,

-

.J

%该指令已于
*++)

年
,

月成为
*%

个欧盟

成员国的国家立法%该指令规定$从
*++)

年起$欧

盟地区所有新建建筑!住宅&商业建筑&工业建筑

等#都必须拥有能源证书!

="\:2]2=1:"

#$该证书通过

计算的方法对建筑物的单位面积能耗进行分级标

识%德国该证书名称直译为/能源护照!

"5"\

N6

R

1EE

R

M\:

#0%建筑能源护照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由

统一的计算方法计算的以单位面积一次能源消耗

为基础的建筑物能耗值%其分级情况见表
,

%

我国也正在研究住宅能耗标识的建立$可以很

好地借鉴欧盟和德国的经验%笔者认为$第一$能

耗指标以分级指标和数量指标!范围#结合为好%

顶级节能建筑应该就是零能耗建筑%建筑能耗的

最小值就是
+

%不存在像制冷机能效等级那样出

现
';<

高于
,

级标准的可能性%能耗等级主要为

最终用户!消费者#提供判别依据'为设计者和发展

商提供目标%由于住宅能耗的影响因素很复杂$所

以数量指标是一个范围%第二$统一的计算方法最

好是简化的&便于普通人理解和手算的%用什么样

的方法或用什么样的软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向

购房消费者的透明化%用软件计算因为是黑箱操

作$往往会使消费者产生不信任感$当然也方便不

法之徒做手脚%为了规范计算方法$欧洲标准化组

织委员会!

J._

#批准了法令!

H(?( ._ *++?

#$

该法令要求在计算建筑物能源性能和评价环境影

响时$各成员国必须采用标准的计算方法%第三$

在我国应强制实施住宅能耗标识制度$即在售楼时

必须提供能耗标识%这会给房产商带来压力%研

究表明$在高层住宅里$不同朝向和位置的单元$能

耗相差甚至达到
,

倍以上%对不同单元的住宅$会

有能耗的级差$进而应形成价差%因此$能耗标识

制度对规范房地产市场也是有益的%

$%'

"

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

政府调控建筑节能的最好方法是通过税收%

*++)

年
?

月
,

日$我国对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

及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对实木地板&高档

手表&进口高档汽车等将征收消费税%但是$作为

多数人一生中最大消费的住房并未纳入这次征收

范围%

笔者认为$对于在住宅能耗标识中级别较低的

建筑$应该加征能源消费税$级别越低$税率越高%

对于超过能耗限额的公共建筑$也应加征固定资产

投资方向调节税$并作为限制发展的产品进入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美国政府
*++%

年
'

月颁布的能源政策法案

!

.5"\

N6

YM32=

6

P=:*++%

#对节能项目采取了大幅

度减税的政策%以商用建筑为例$法案规定对在

P#LOP.&+>,

!

*++,

#标准的基础上再节能
%+!

的建筑$可以根据其采取节能措施的投资增量减免

相应的税额$最高可达每
0

* 建筑面积减免
,&>?

美元!每
]:

*建筑面积减免
,>'+

美元#%尽管中国

与美国的国情有很大差别$但美国政府的节能政策

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需要指出$美国的能

源政策法案的出台是很不容易的%众所周知$布什

政府是代表美国能源托拉斯的利益的$至今美国政

府仍不愿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布什政府曾经试

图在节能政策上后退%但正是美国众多环保主义

人士和有识之士经过不懈努力$甚至动用行政诉讼

的武器$迫使布什在
*++%

年
'

月
'

日签署了这个

节能法案$从而推动美国政府节能政策的实施%中

国政府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决心非常大$应该更容易

推动以节能为目的的税制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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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改造

如前文所述$建筑领域的节能目标有很大一部

分需要通过既有建筑改造来实现%在既有建筑中$

住宅的节能改造难度大&效果不明显%特别是既有

住宅的围护结构外保温与原有墙体结构的密合&保

温材料的耐久性以及冷热桥处理都十分复杂$如果

没有充分的技术保证$很容易造成/节能豆腐渣0%

建议将住宅围护结构改造重点放在窗户上%窗户

是建筑能耗最大的部位$相对而言施工难度较小$

但也需要有严格的施工验收规范%而对既有住宅

建筑集中供暖系统的全面改造则几乎是不可能进

行的%建议以在散热器上加装温控阀为主%

在公共建筑中$社会上有不少节能服务公司经

常采用的节能改造技术大体上就是/三板斧0"

第一$向制冷机制冷剂中加入添加剂以减小管

壁热阻$这对使用多年的机器还是有效的$但要指

望有明显的节能效果并不现实%

第二$将水系统由定流量改变流量$/变频即节

能0已深入人心%但水系统改造的前提是系统经过

调试!

=M002EE2M525

N

#$达到水力平衡%而将本来

就水力失调的系统改成变流量只会使系统工况变

得更糟%因此$定流量改变流量实现节能的前提是

对水系统和自控系统有深入理解并进行认真调试%

第三$更换主机%这也是一些由主机制造厂建

立的能源服务公司!

.#JK

#最喜欢用的措施%甚

至有人提出$将还没有达到折旧期限的主机置换掉

!喜新厌旧#是最有效的节能措施%其实这是一种

误导%首先$长寿命管理也是寿命周期节能的主要

方式之一'其次$置换下来的机器$肯定会作为二手

设备转给其他用户$利用其剩余价值%因此$

P

处

节能$

I

处不节能$最终还是不节能%

因此$既有公共建筑改造除了研究如何引进市

场化机制!合同能源管理#之外$还需要对其关键技

术及各种技术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建立起一种机

制和一个市场不容易$但如何使市场得到持续&健

康的发展$保持公信力和有效性则是更难的%

&

"

结论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

调整$建筑能耗的相对值和绝对值都将持续增长%

因此$在建筑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节能是巨大的

挑战%建议用前瞻性的节能目标$根据
*+,+

年的

能源可供量以及建筑能耗在总能耗中的恰当比例

确定节能量$由此推算出
*+,+

年建筑领域应实现

节能
,

亿
:

标准煤%为了实现节能目标$应采取恰

当的技术&经济和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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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病房设计原理#

""

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空调所研究员许钟麟著的+隔

离病房设计原理,$将在今年
-

月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

是国内关于隔离病房设计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书中通过详细理论分析$提出了动态隔离新理念和具

体措施$以及详尽的设计细节%这些理论与措施均得到由

作者负责的科研成果的实验支持$从而突破了负压隔离病

房要高负压&密封门&全新风的认识%书中多处援引了第一

手实验数据%

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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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精装%定价每本
%+

元%

预订者汇款至"

北京北三环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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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空调所
"

周悦
"

收!另加每本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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