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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有430亿m2的既有建筑，其中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总面积在“十一五”期间从2006年的62.9亿m2
增加到2009年的80.4亿m2，而建筑能耗随着既有建筑的增加呈刚性增长的态势。
北方城镇采暖是我国城镇建筑能耗比例最大的一类建筑能耗，占我国建筑总能耗的25％左右，消耗了
城镇建筑能耗的40％，如果实施分户计量和节能改造，将影响全国社会总能耗的10％以上。
因此，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是我国建筑节能工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也是中
国实现可持续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由之路。
从节能改造工作已经取得的成效看，推进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工作既是实现国家节能减
排目标的重要途径，又是提高人居生活水平、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同时还是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和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方面。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属于城市化更新中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
虽然节能改造工作已经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但是整体工作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目前的节能改造仍以小规模的试点示范为主，大规模的节能改造尚未启动，“十一五”期间
的1.5亿m2改造任务并不能满足我国北方地区的实际需求；二是改造资金仍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奖励
资金支持，节能改造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多渠道的融资模式尚未形成；三是供热体制改革滞后，改
造中存在计量改造与节能改造不同步和温控装置、计量设施安装不到位等问题，且多数地区尚未实施
计量收费，改造的既有建筑节能潜力没有真正发挥；四是配套政策体系有待完善，节能工作缺乏长效
机制。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不仅仅是技术、工程和管理组织问题，更涉及利益平衡、机制创新、社会和谐
稳定等问题，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
要实现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突破，就要在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怎样依靠科学的论证、创新的模式和机制做好这项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唐山市在“十一五”期间的工作中把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作为实现城市“三年大变样”的重要举措
，获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书就是结合唐山市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建立在系统、适宜、平衡理论基础上的城市既有居住建筑节
能改造规划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今后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不断研究创新城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模式、政策和技术，共同推进
我国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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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国内外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政策与模式研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在河北省唐山市进行的大
量建筑调查、现场检测和居民调查分析，紧密结合唐山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专项规划研究成果和
案例分析，详细介绍了既有居住建筑诊断的内容和方法，提出当前北方采暖地区城市既有居住建筑改
造专项规划编制的思路、方法和要点。
系统地提出了北方采暖地区城市既有居住建筑改造三大类型、六种模式和政策体系，以及投融资测算
分析方法和模式及配套的技术、经济、管理政策框架和思路，为推进北方地区城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
改造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方法和模式。
    本书共分八章，对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规划方法和思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主要内容包括我国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现状分析、国内外既有居住建筑政策与模式分析、规划
编制框架和方法、城市现状调查分析方法和案例、规划的依据和思路、规划的主要内容、投融资分析
、效益和风险分析等。
    本书适用于从事建筑节能的科研工作人员、规划设计工程师、咨询工程师、房地产工程师、政府相
关部门以及高校教师和学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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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4.2政策障碍由于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刚刚起步，相关的政策标准、法律法规还很不完
善。
一是改造中涉及的新增建筑面积产权、容积率变化、社区运行维护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不明确
；二是针对不同主体的经济激励政策缺乏，包括供热企业、投资商、企业业主、居民等主体需要通过
激励政策激发他们参与改造的积极性；三是缺乏完善的全过程管理、考核评价的政策；四是缺乏既有
居住建筑节能改造的技术政策、标准和定额。
因此，完善的配套政策标准体系是推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的有力保障。
1.4.3机制障碍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涉及热源、热网、用户等各方利益，改造的资金缺
乏正常的筹措渠道，许多企业业主和住户怕麻烦，不愿积极配合，出现筹资难、实施难的困难局面。
目前融资筹措渠道单一，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有效适用的融资模式较少，大规模既有居住建
筑节能改造工作推进举步维艰。
（1）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改造投入和收益难以平衡。
在政府、金融机构、供热企业、企业业主或居民、改造市场服务主体如何进行投资、参与并分享节能
收益方面，尚没有形成合理的分担机制。
（2）对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收益计算、分配偿还机制还在探索阶段，相关模式和方案不解决，投
资意愿就难以真正实现，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商一致就难以达成，改造进程就难以大规模启动。
（3）收费、税制、管理、诚信等方面的机制也不完善，难以在改造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市场化的改造模式也因缺乏机制的保障无法很好运用。
因此，良好的市场机制是大规模改造的核心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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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适宜·平衡·既有建筑改造·北方采暖地区篇:城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规划方法与实践》
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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