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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建筑节能优化措施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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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盟及其成员国近年制定了有关建筑能效和生态设计等的指令和法规，重点介绍

了这些指令和法规的制订背景及最近两年来的发展。欧盟明确提出通过提高建筑和电器产品

的能效，才能保证欧盟２０２０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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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０　引言

节能是欧盟２０２０战略（Ｅｕｒｏｐｅ２０２０）的核心，

这一战略旨在实现智能化、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

以及资源高效利用的经济转型。节能是提升能源

安全供应、减少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排放的最具

成本效益的方式之一。在众多方式中，节能被认为

是欧洲最大的能源资源。这也是欧盟制定其减少

２０％一次能源消耗的２０２０计划目标的原因。

欧盟超过４０％的一次能源用于建筑，其中２／３

用于居住建筑，１／３用于商用建筑。供暖和通风的

能源使用比例占整个建筑用能的２／３左右。欧盟

委员会估计采用成本效益控制措施可以使建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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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ＶＡＣＭＥＤＩＡ）与欧洲暖通空

调协会（ＲＥＨＶＡ）于２０１２年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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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约３０％。

目前，欧盟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步骤朝着这

个目标推进，尤其是在电器和建筑市场。尽管如

此，欧盟委员会在２０１１年估计欧盟只能实现减少

２０％一次能源消耗这一目标的一半。但欧盟不满

足于实现其２０１２目标，并希望超过２０２０目标，现

在欧盟委员会计划到２０５０年削减８０％的温室气

体排放。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公布了一份阐

明欧盟气候行动关键要素的路线图［１］，帮助欧盟到

２０５０年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低碳经济体。尽管欧洲

大陆的目标是减少８０％的排放，但路线图仍提出

要削减９５％的温室气体排放（见图１）。

同时，欧盟委员会采纳了《２０１１年能效计划》

（《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ｌａｎ２０１１》）通报
［２］，通过具体

措施节约更多的能源。这套措施设定的目的是为

①☆ ＯｌｌｉＳｅｐｐｎｅ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ＲＥＨＶＡＦｅｌｌｏｗ，ＡＳＨＲＡＥＦｅｌ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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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欧盟８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１］

家庭、企业和公职机构创造重大利益：“它将改变我

们的日常生活，每年为每个家庭节约高达１０００欧

元的开支。它将提升欧盟的行业竞争力，产生大约

２００万个就业机会”。

能效计划主要关注如下具体措施：

１）提升公共部门的示范作用；

２）加快特定目标的公共建筑改造进度；

３）要求公职机构每年的建筑改造率至少为３％；

４）在公共采购计划中包含能效标准；

５）推动私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提高电器设备

能效；

６）提高电力和供热效率；

７）呼吁出台工业设备的能效要求；

８）呼吁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信息以及对大型企

业进行能源审计和能源管理的系统；

９）鼓励智能电网和仪表的使用。

１　法规框架

欧盟的法规框架以指令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

提出，欧盟议会和理事会通过。

每项指令要求成员国达到一个特定目标，但没

有规定达成目标的方式。它与法规的不同之处在

于，指令是自行实施的，不需要任何具体的实施措

施。根据各国实际采纳的法规，指令通常会给成员

国留有一定的余地。根据不同指令自身的目的，他

们可以通过不同的立法程序被采纳。

如下的指令对规范建筑能效是非常重要的。

《建筑能效指令》（《Ｅｎｅｒ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ＰＢＤ））
［３］２００２年出台，之后

经过修订于２０１０年公布
［４］，直接设定建筑能效目

标。该指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新建建筑和既有

建筑、建筑技术系统和建筑材料设定最低能效要

求，以确保在国家水平上建立一个提升居住建筑和

非居住建筑能效性能的综合框架。指令通过强制

能效性能认证（ＥＰＣｓ）和他们在公共建筑中的标示

来确保透明度。ＥＰＢＤ还着眼于未来，到２０２０年

实现近零能耗建筑（ｎｅａｒｌｙｚｅｒｏｅｎｅｒｇ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的要求。

《用能产品生态设计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ｏｎ

Ｅｃｏ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Ｄ））
［５］于

２００５年出台，当时主要关注使用能源的产品，２００９

年将范围扩大到所有对能源使用产生影响的产品，

指令名称也改为《与能源相关的产品生态设计要求

指令》（《Ｅｃｏ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６］。

作为《与能源相关的产品生态设计要求指令》

的补充，《能效标识指令》（《Ｅｎｅｒｇｙ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ＬＤ））
［７］同样囊括了与建筑能效性能

有关的产品，包括供暖设备、电动机、风机和照明产

品。

ＥＰＢＤ要求成员国在系统层面上制定相应的

要求，并没有规定该要求的层次（除非他们必须进

行成本优化）［８］，ＥＤ和ＥＬＤ针对特殊的产品类

别，ＥＤ设定了特殊的最低要求。未来，更多的生

态设计要求将针对建筑技术系统内的产品，可能还

包括建筑围护结构（如窗户）。欧盟委员会将密切

关注法规这两部分的联动响应，以确保它们是互补

的。

２０１２年底，一项新的《能效指令》（《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ＥＤ））
［９］出台。该指令更加

笼统，但包含了对建筑产生影响的一些措施。它更

像是一个行政性指令，要求成员国采取提高能效的

行动，如监控、改造和提高热电联产（ＣＨＰ）等用能

产品的效率。

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已经成为欧洲能源

政策的基本组成。它的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可再

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２０％。在《推动可再生能源

利用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ｕｓ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ｆｒｏｍ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１０］中给出了对成员国的要求。

同时，欧盟能源政策也得到了很多相关行动的

有力支持：《智能能源欧洲计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Ｅｕｒｏｐ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１１］主要是示范项目

和宣传；ＢＵＩＬＤＵＰｐｏｒｔａｌ网站
［１２］用于信息交流

及技能规划（Ｓｋｉｌｌ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１３］，不断提高专业

人员的技能，从而达到更高效的目标。



４　　　　 暖通空调犎犞牔犃犆　２０１３年第４３卷第７期 专业论坛

除有关技术性和管理性的行动外，欧盟还为可

行的能效行动融资提供了很多机会［１４］。

２　建筑能效指令（ＥＰＢＤ）

修订后的ＥＰＢＤ指令于２０１０年出台
［４］。它将

于２０２０年在所有欧盟成员国内全面实施，它比

２００２版
［３］更加严格，当然也比２００８年欧盟委员会

的第一次提案严格，这主要是欧盟议会的影响。

２０１０版ＥＰＢＤ的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１）成员国必须制定成本优化水平上的国家能

效要求。这允许成员国将国家经济水平整合到标

准中。有关成本优化计算的指南已于２０１２年１月

公布［１５］。

２）能效的目标值应采用一次能源（单位为

ｋＷ·ｈ／ｍ２）或对应的建筑性能指标表示。

３）所有既有建筑的改造都应以提高能效为目

标，并考虑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４）暖通空调系统应有能效的具体规定（在既

有建筑中是强制性的，在新建建筑中是可选择

项）。

５）到２０２０年，所有新建建筑必须是近零能耗

建筑（要求公共建筑于２０１８年达到）。有关近零能

耗建筑的定义已向成员国公布。

６）应制定国家层面的措施，克服市场障碍，提

高每个成员国的能效。

７）所有建筑都必须进行能效认证。指令将能

效认证放在非常严格和重要的位置。认证当然也

包括如何提高建筑能效的方案。

８）２００２版指令中已经包括对锅炉产品的检

查，２０１０版指令将检查工作扩展到所有功能系统。

９）２００２版指令中已经包括对空调系统的检

测，２０１０版指令更强调了减少冷负荷和降低空调

能耗。

１０）所有国家层面的检查都应包含一个独立

的质量控制系统。

１１）引用了ＣＥＮ标准，这将加强欧洲标准对

各个成员国法规的影响力。

２．１　一次能源折算系数

建筑的一次能源是指用以产生输送到建筑内

的能量而消耗的能源。它根据不同能量载体的输

送总量，采用一次能源折算系数计算得到。一次能

源包括非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ＥＰＢＤ要求成员国依据一次能源定义能源使用

的最大值，这显然会远高于建筑能源需求，见图２。

图２　一次能源与实际能源需求的关系

不同国家的一次能源折算系数不同，一般来

说，在欧盟成员国里，对于所有燃料来说，一次能源

折算系数为１；对于电力来说，数值为２．５。对于可

再生能源来说，折算系数小于１。一次能源折算系

数也与每个成员国的能源供应系统架构有关。

２．２　对建筑围护结构犝值的要求

根据气候、经济和文化差异，每个国家的建筑

法规对围护结构的犝 值都有具体的规定，并不统

一。下面给出一些建筑围护结构的要求。法规主

要对墙面、屋顶和窗户等的热工性能和气密性进行

了规定。

表１列出了一些国家的犝 值。一些国家对居

住建筑和非居住建筑规定了不同的犝 值，或根据

建筑形状的不同（如意大利的犝 值主要基于建筑

犞／犃值①）。总的来说，欧盟国家更关注整体能效，

单位为ｋＷ·ｈ／ｍ２。很多国家通过修正计算规定

了犝值的最大值（见表２）。在意大利、丹麦、斯洛

文尼亚和德国，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也是用平

均犝值来表示，在匈牙利以 Ｗ／ｍ３来表示供暖需

求。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犝 值还与

气候有关，这些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纬度和距离海

岸线远近不同而存在很大的气候变化。在芬兰和

挪威，为保护传统的木结构房屋，允许木质结构有

较高的犝值。在瑞典，对使用电供暖的房屋，要求

采用较低的犝值。

２．３　热桥

对于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特别是未来

要实现零能耗建筑的目标，热桥问题变得越来越重

① 犞／犃即建筑物的体积与建筑面积之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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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欧洲一些国家围护结构犝值

法国 比利时 荷兰 德国 英国 意大利 匈牙利 罗马尼亚 丹麦 挪威 瑞典 芬兰

法规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建筑类型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非住宅 非住宅

外墙 ０．３６ ０．５ ０．２９ ０．２８０．２８／０．３５２） ０．１８ ０．３３－（０．６２）３） ０．４５ ０．７１ ０．２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７

屋顶 ０．２ ０．３ ０．２９ ０．２ ０．２／０．３５ ０．１５ ０．２９－（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９

窗户 １．８ ２．１５－１．５１） ２．２ １．３ １．３／１．９ １．５ ２．０－（４．６） １．６ ２．５ １．５ １．２ １．３ １

地面 ０．２７ ０．９ ０．２９ ０．３５ ０．３５／０．３５ ０．２１ ０．３２－（０．６５）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１２４）／０．１５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７

１）整个窗户的犝值（框架＋玻璃）—玻璃的犝值；

２）不同房间温度的数据，“／”前表示低于１９℃的数据，“／”后表示高于１９℃的数据；

３）意大利最温和气候区的临界值；

４）用于地板供暖。

表２　欧洲一些国家的最大犝值

法国 德国 斯洛文尼亚 匈牙利 罗马尼亚 丹麦 挪威 芬兰

法规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建筑类型 住宅 非住宅

外墙 ０．４５ ０．３５／０．５３）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６７ ０．４ ０．２２ ０．６

屋顶 ０．２８－０．３４１）０．４－０．６５（整体） ０．３５／０．５ ０．２ ０．２５ ０．２９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６

窗户 ２．６ １．９／２．８ １．３ １．６ １．８ ２ １．６ １．８

地面 ０．３６－０．４０２） ０．３ ０．２５ ０．２２ ０．３ ０．１８ ０．６

１）针对金属屋顶的数值；

２）针对管线空间的地板的数值；

３）不同房间温度的数据，“／”前表示低于１９℃的数据，“／”后表示高于１９℃的数据。

要。建筑法规提出了很多准确的分析方法用于完

善热桥的计算。很多国家已经从“表格估计值”向

更复杂的方法改进。当计算热负荷或保证围护结

构内表面不结露时，需要考虑热桥。一些国家在进

行冷负荷计算时也考虑热桥。

２．４　建筑围护结构的气密性

在减少建筑整体冷热需求方面，建筑围护结构

的气密性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未来实现零能耗

建筑目标。对于近零能耗建筑，建筑围护结构气密

性是必须的。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设定了建筑

气密性的具体数值，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对于建筑

气密性的要求是以每ｈ换气量或经建筑围护结构的

空气泄漏量来表示的，单位是ｍ３／ｈ。对气密性的要

求也在逐步提高。大多数国家还提出了控制方法，

但实际上，建筑围护结构的气密性是很难控制的，需

要一些简单的控制、测量方法，并将其不断地发展。

３　法规的成本优化

欧盟成员国必须不断修订他们的法规，使其成

本优化（ｃｏｓｔｏｐｔｉｍａｌ）。成本优化水平是指在一定

的经济寿命周期内，达到最低成本的能源性能。

ＥＰＢＤ２０１０要求成员国制定成本优化水平的能效

要求，并说明实现的步骤［８］。其目标是通过计算，

为每个成员国建立成本优化模板，使用这个模板来

评估目前的要求，在必要的时候对法规进行调整。

每个成员国需要通过政府部门进行这项工作。所

有成员国制定的目标水平应相当，但不需要统一。

以一次能效和实施成本为基础，成本优化方法

框架对不同的能效措施进行比较，这些措施包括可

再生能源和相关的、各种不同的措施。同时，它也规

定了以最小能效性能要求的成本优化水平定义为目

标，如何利用这些规定选择参照建筑（见图３）。

图３　经济寿命周期内的成本与能效的关系

４　零能耗建筑

近零能耗建筑是指拥有很高能效的建筑。近

乎零能源或非常低的能源使用将增加可再生能源

的使用比例，包括当地或邻近的可再生能源产能。

根据ＥＰＢＤ２０１０，欧盟成员国必须确保到２０２０年，

所有新建建筑都符合近零能耗建筑的要求，由政府

部门管理和拥有的新建建筑于２０１８年达到要求。

欧盟法规中并没有提出统一的最低的或最高的

要求。成员国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设定“非常高的能

效性能”的定义。所有成员国都需要制定近零能耗

建筑国家路线图。成员国应制定促进近零能耗建筑

数量增加的国家方案。这些国家方案应根据不同建

筑类别制定不同目标。此外，成员国还应参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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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示范项目出台政策和相关措施，诸如设定目标

以推动建筑行业向近零能耗建筑发展。同时，还需

将国家方案上报给欧盟委员会。ＲＥＨＶＡ已经提出

了一个近零能耗建筑的通用定义［１５］。

国家方案应包括如下要点：

１）成员国根据各自国家、地区或当地的条件，

以每年一次能源使用参数的形式，按照近零能耗建

筑的规定设定具体的应用措施。作为确定一次能

源用量的一次能源折算系数可以国家的或地区的

年平均值为基数，并考虑相关的欧洲标准。

２）为提高新建建筑的能效设定２０１５年中期

目标。

３）在近零能耗建筑宣传中应包括政策、金融

或其他有效措施的信息，如国家层面的要求以及新

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中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２０１３年，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将不断升级终极

路线图，朝着零能耗建筑的方向发展。一些国家

已经公布了他们的目标。图４中归纳了德国的

政策，表３列出了丹麦的目标。波兰、罗马尼亚

和保加利亚等国也于２０１３年年初公布了他们的

路线图［１６］。

编者注：３升房指房屋单位面积消耗３Ｌ燃料用于供暖

图４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德国节能建筑的发展

表３　丹麦能源框架中能效要求的设定

２０１０年能源框架 ２０１５年能源框架 ２０２０年能源框架

最大输入能源／（ｋＷ·ｈ／ 居住建筑（住宅、酒店等） ５２．５＋１６５０／犃 ３０＋１０００／犃 ２０

　（ｍ２·ａ）） 非居住建筑（办公室、学校、研究院所和其他） ７１．３＋１６５０／犃 ４１＋１０００／犃 ２５

转换系数 电力 ２．５ ２．５ １．８

区域供暖 １．０ ０．８ ０．６

注：犃代表供暖面积。

５　能源相关产品的生态设计

在建筑中，电器和设备的能效是整个能效体系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用户的使用习惯，下述两

个途径也可以减少产品的能耗：

１）在产品的设计和制造阶段，对能效进行强

制性要求；

２）对产品进行能效标识认证，以提高消费者

的认识，并引导消费者选购更高效的产品。

生态设计的目的是减少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包

括在产品寿命周期内的能源消耗。据估计，一个产

品对环境的影响，超过８０％由设计阶段确定。生

态设计法规的发展离不开下述机构与行业、业主和

政府部门等方方面面。

图５反映了产品的生态设计、能效标识和生态

标识之间的关系。生态标识提出了产品环境性能

的最低要求，那些不符合最低要求的产品将不能获

得ＣＥ标志，且不得进入市场。能效标识包括Ａ～

Ｇ的产品分级。只有最高级别的产品才可以获得

生态标识认证。

修订后的标识指令已于２０１０年公布
［７］。新指

令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用能的产品，这些产品将对能

耗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新指令与生态设计指令

图５　产品的生态设计、能效标识和生态标识的关系

和生态标识法规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欧盟法规

体系：

１）生态标识法规奖励对环境最友好的产品；

２）标识指令是以能效为基础，将产品分为

Ａ～Ｇ级别；

３）生态设计的目标是禁止高能耗的产品进入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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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设定基于产品寿命周期分析，见图６。

其目的是提出具体的设计方案，使得寿命周期成本

最低，当然也包括对环境的影响。一旦现行法规全

面实施，每年将节电约３７７ＴＷ·ｈ／ａ，相当于欧盟

电力供应的１０％，相当于英国全年的电力供应（见

表４）。

图６　产品寿命周期成本分析

表４　基于现行生态设计法规２０２０年

全面实施预计每年的节电量 ＴＷ·ｈ
到２０２０年预计的年节电量

设备待机状态 ３５

机顶盒 ６

街道和办公室照明 ３８

插座 ９

室内照明 ３７

电动机 １３５

循环水泵（暖通空调系统） ２３

冰箱 ６

电视机 ４３

工业风机 ３４

空调和通风机 １１

总计 ３７７

　　目前，欧盟委员会正致力于一些重点建筑系统

中有关产品法规的制定。以下方面的法规将于

２０１３年公布：

１）空调和通风系统；２）房间局部供暖产品和

固体燃料锅炉；３）使用热空气的集中供暖产品。

以下方面的法规将于２０１４年公布：

１）污水泵；２）Ｒｅｇ６４０／２００９法规中不包含的

电动机。

　　另外，生态设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工作计划还包

括：

１）窗户和保温材料；２）智能电器／仪表；３）发

电设备。

生态设计法规是非常具体的。下面，以风机和

小型空调设备为例进行说明。这些法规还为产品

制定了未来更严格的标准，以便让行业认识到如何

推动产品不断发展来满足今后的标准。

５．１　风机的生态设计标准

由于选择不正确或运行条件不合适，风机经常

会在低效率工况下运行。提高风机的效率可以通

过选择高效的电动机、高效的驱动设备和更合适的

风机以及完善其运行条件等途径。

在欧洲，销售和使用的风机必须满足最低能效

要求。最低能效已经在以用能产品的生态设计指

令２００９／１２５／ＥＣ
［６］为基础的风机法规中给出。图

７列举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一些风机的最低能效。

图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在欧洲销售的风机的最低能效［１］

５．２　小型空调器的生态设计标准

自２０１４年起，空调器应满足表５所示的最低

能效要求［１８］。对于空调能效的要求应按照相应的

设计工况，不包括单风管和双风管空调器。另外，

针对运行的性能标准，法规提出了备用电源的最大

值、产品信息和运行说明等要求。

表５　最低能效

空调（不包括单／双风管空调器） 双风管空调器 单风管空调器

犛犈犈犚 犛犆犗犘（供暖季节平均值） 额定犈犈犚 额定犆犗犘 额定犈犈犚 额定犆犗犘

６ｋＷ，制冷剂犌犠犘＞１５０ ４．６０ ３．８０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０４

６ｋＷ，制冷剂犌犠犘≤１５０ ４．１４ ３．４２ ２．３４ １２．３４ ２．３４ １．８４

６～１２ｋＷ，制冷剂犌犠犘＞１５０ ４．３０ ３．８０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０４

６～１２ｋＷ，制冷剂犌犠犘≤１５０ ３．８７ ３．４２ ２．３４ ２．３４ ２．３４ １．８４

６　可再生能源资源（ＲＥＳ） 大多数国家都给出了ＲＥＳ使用的具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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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 到 可 再 生 能 源 资 源 使 用 指 令 （Ｒ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１０］所设定的目标。平均来说，指令要求

成员国将ＲＥＳ占整个一次能源使用的比例提高到

１０％。表６中列举了一些国家的具体目标。

表６　ＲＥＳ指令对欧盟成员国提出的２０２０年

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２０年

芬兰 ２８．５ ３８

丹麦 １７．０ ３０

爱沙尼亚 １８．０ ２５

法国 １０．３ ２３

西班牙 ８．７ ２０

德国 ５．８ １８

希腊 ６．９ １８

意大利 ５．２ １７

荷兰 ２．４ １４

　　表６中的数据是各个国家在能源平衡方面的整

体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建筑可以通过使用太阳能

发电、供暖和空调实现目标。同样，使用生物质能供

暖和热泵供暖也都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一部分。在

建筑法规中，每个国家对ＲＥＳ要求的比例大不相

同，包括数量级和计算的能量流比例。在德国，ＲＥＳ

的份额是从热能计算出来的。根据ＲＥＳ和建筑的

类型不同，相应的要求也不同，范围在１０％～５０％之

间。在斯洛文尼亚，根据不同资源，设定为２５％～

７０％。在挪威，比例为４０％，是根据净能源需求计算

得到的。在ＲＥＳ指令出台之前，英国已经要求在非

居住建筑中ＲＥＳ的比例达到１０％。在意大利，５０％

的生活热水供应由可再生能源提供。

７　能效指令

对于推动一般节能技术的发展，技术性法规是

必须的，但也还不够。需要加快实施多种高能效的

行动以确保２０２０年２０％节能目标的实现。事实

上，已经采取了很多推动能效的行动，这些已经体

现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出台的能效指令２０１２／２７／

ＥＵ
［９］。这个指令为在欧盟范围内建立一个通用的

推动能效发展的措施框架，以确保实现欧盟２０２０

年２０％的节能目标，并为今后能效的进一步发展

指明了方向。该指令意在消除能源市场的壁垒，减

少能源供应和使用中的能耗，为各国建立各自的

２０２０能效目标提供指导。

指令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建筑改造

成员国应该对属于中央政府和／或由政府使

用、带有供暖和空调的建筑进行改造，改造面积为

总建筑面积的３％。

２）公共设施系统节能

指令中所涉及的能源公司应该到２０２０年实现

“最后阶段的累计节能”。对于今后每年的节能目

标，以２００９年的基数进行计算，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间，

应该节约每年能源使用量的１．５％。

３）能源审计

所有成员国主要的公司都必须接受能源审计。

在２０１３指令实施后的３年内，审计工作将全面进

行，并每４年进行一次，由合格的授权的能源审计

员进行评估和审计。

４）提高供暖和空调能效

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欧盟国家应该完成并向委员

会提供一份有关热电联产系统以及高效供暖和空

调的完整评估报告。

５）融资机制

代表们也提议建立能效管理融资机制。成员

国应该促进这些机制的建立或使用现有的机制。

６）欧洲和国家目标

该指令定义了通用措施，确保欧盟正朝着

２０２０年减少２０％能源使用的目标前进。每个成员

国应建立自己的目标，并每３年，即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年公布一次能效行动计划。

８　欧洲标准（ＣＥＮ）

ＣＥＮ标准并不会直接成为任何成员国法规的

一部分。然而，ＣＥＮ标准中的很多方法和原则都

被各 国 法 规 所 采 用，如 用 能 计 算，ＩＳＯＥＮ

１３７９０
［１９］，以及室内环境标准ＥＮ１５２５１

［２０］。根据

修订的ＥＰＢＤ
［４］，ＣＥＮ标准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４０项ＣＥＮＥＰＢＤ标准中的某些部分已经为很多

欧盟成员国以某种“实用方式”采纳，即在国家标准

或建筑规范中植入ＣＥＮ标准的部分内容并加入

带有各国本身特色的元素。ＣＥＮ标准中有关建筑

能效的内容正在修订。这些标准中的很多内容也

正在被国际ＩＳＯ标准所采纳。

９　培训工作

建筑能效解决方案往往是技术上的要求。目

前，在装修行业缺少受到良好培训的建筑师、工程

师、审计师、技术工人、技术员和安装工，特别是那些

改造的项目。目前，大约有１１０万合格的工人，到

２０１５年，市场需要大约２５０万名合格人员。欧盟委

员会于２０１１年出台了“提高技能：可持续建筑劳动

力行动”［１３］以支持成员国进行建筑行业所需的培训



２０１３（７） 奥理·塞佩宁，等：欧洲建筑节能优化措施与政策 ９　　　　

评估工作，发展相关政策以满足需求，以及促进有效

的培训机制的建立。这可能引出关于技术工人认

证、授权或培训的建议。对能效进行投资将以低成

本提高行业竞争力，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和可持续性。

现有措施和新的措施的结合和全方位实施将

使得每个家庭每年减少１０００欧元的开支，从而提

升了欧洲的行业竞争力和提供近２００万个就业机

会。修订的ＥＰＢＤ
［４］，预计将对既有建筑和近零能

耗建筑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也将对劳动力的数量

和质量产生影响。高水平的劳动力资质认定和对

先进的低能耗建筑知识的掌握将为欧洲建筑行业

带来更多的竞争力。

１０　结语

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能源浪费已经成为欧盟

所有国家的主要目标。欧盟对能效提高的支持将

有助于提高竞争力和能源供应安全，以及达到《京

都议定书》框架下有关气候变化的承诺。降低能耗

具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能源使用密集的行业如建

筑业。在２００６年底，欧盟承诺到２０２０年每年减少

２０％的一次能源消耗。随后于２０１１年的研究显

示，如果不采取更多有效的行动，该目标将很难达

到。为达到既定目标，欧盟和各成员国已经采取了

很多行动。在近两年来，欧盟和成员国成功地动员

了公众舆论、政策制定者和行业运营者，为产品、服

务和基础设施设定了最低能效标准和标识法规。

本文介绍了很多重要的立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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