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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3年世界性能源危机爆发以来，能源价格总体上上涨幅度很大，近来则大幅度波动，变化剧烈
。
当前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疲软，能源供应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这无疑是短期
的现象，改变不了长期的走势。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短期的危机，危机不久就会过去的。
从长期看，随着世界经济的回升，能源供应的困局必然是持久存在的，能源资源将日益枯竭。
能源短缺、气候变化才是长期的危机、最大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现在世界资源的消耗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
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储藏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能源形势十分严峻，我们这
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在前进中，必将越来越受到能源瓶颈的制约。
地球气候又在危险地变得愈益暖热，对人类和生物界的威胁已经摆在眼前。
要使能源满足今后中国持续发展的需要，要把全球气温上升值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高2℃以内，温室
气体排放必须在2020年前达到峰值，情况已经十分紧迫。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们必须有战略眼光，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危机意识，在困难和矛
盾的挑战中奋勇前行；“凡事预则立”，我们应该看得远些，短视必然要吃大亏的。
如果等到世界能源问题以更加无情的方式激化矛盾，危及国家能源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临渴再来掘
井时，则为时已晚；今日居安思危，就必须未雨绸缪，及早做好切实准备，化危机为转机，开源与节
流并举。
本报告所关注的如何节流，是如何挖掘占总用能比例越来越大的建筑用能的节能潜力，还要使中国人
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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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节能规模世界最大，发展迅速，为全球所瞩目。
但中国建筑节能还处在发展初期，节能减排的任务十分艰巨，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
路在何方?在建筑节能领域如何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到2020年单位GDP产值CO2排放量减
少40％～45％做出贡献?本书作者以世界的眼光，从中国发展全局的角度，在扼要总结中国建筑节能的
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直面诸多的矛盾，研究了中国特色建筑节能发展道路的方方面面。
本书分析了建筑节能的中国特色，提出了中国建筑节能的发展目标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方向，以及降低
建筑总能耗增长的速度的要求。
对于新建建筑，指出奢侈建筑泛滥的危害性，提出应抓紧启动农村建筑节能；认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是全面降低建筑能耗的关键，必须知难而进，并付出几十年的艰辛努力；城市供热价格长期处于扭曲
状态，要坚决进行计量收费改革；要逐步发展到以建筑能耗(碳排放)水平的高低作为评价建筑水平的
一个主要标志；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要注重实际效益；建筑节能立法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进一步
完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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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建筑节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启动，近期发展加快，现在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已基本建立，建
筑节能立法取得巨大进展，建筑节能工作已在各地普遍展开，并开始取得良好成效。
　　经过30来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建筑节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由易到难，稳步推进；高
层领导高度重视，国家立法强制推行；抓紧新建建筑执行节能标准，开展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科技进
步先行，产业发展奠基。
　　中国建筑节能与西方国家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西方国家只强调提高用能效率，不去反思如何消减
或抑制已经过高的建筑能源需求，而我国既要重视提高用能效率，又要强调节约建筑用能，讲求适度
的人均建筑面积和适度的室内热舒适环境，避免过度的能源需求，从提高用能效率和控制用能需求两
个方面着手，达到降低建筑用能的目的。
　　中国建筑节能有自己显著的特色：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这样的自然生态智慧并广泛应用于
建筑实践；中国人民有勤劳节俭的优秀历史传统；中国政府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强大的经济干预
能力；中国气候冬寒夏热，气候环境多种多样；中国人民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必然带来用能的增加；
中国农村以生物质能源为主的情况已有显著变化，现在商品能源的应用已占一半以上；中国南方与北
方、城市与农村人民生活习惯有相当大的差剐；中国建筑结构主要采用重质材料，热稳定性较高；中
国人才资源十分丰富，等等。
　　中国建筑节能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降低建筑能耗是一项长期的、多方面的、非常繁杂的事情，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建筑节能的要求
必然会继续提高，既有建筑大规模节能改造势在必行，供热体制改革必须坚决完成，运行节能一定要
取得切实成效，农村建筑节能必须抓紧推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应用的工作需要努力拓展，建筑节能
激励政策的出台应该加快，建筑节能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等等。
要把这许多事情做好，需要若干代人继续付出毕生的努力。
　　中国建筑节能的发展目标是，构建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建筑体系，建设建筑节能技术和建筑节能
产业强国，用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能源，使中国人民过上越来越舒适健康的生活，促进社会和谐，保
障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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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论述了坚持中国特色建筑节能发展道路的方方面面。
其中包括中国建筑节能的发展目标是，构建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建筑体系，建设建筑节能技术和建筑
节能产业强国，用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的能源，使中国人民过上越来越健康舒适的生活，促进社会和谐
，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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