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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2年):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分上下两篇共7章。
上篇的第1章对“十一五”以来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工作的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第2章对“
十二五”建筑节能发展的方向、目标、路径和工作重点进行了分析。
下篇的第3章分析了国内外能源发展现状，并对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进行了解读；第4章阐述
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中长期发展目标及实施路径：第5章结合实践案例和相关检测数据，对太
阳能光热、光伏发电及地源热泵等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进行了评价分析；第6章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概况和总结；第7章记录了2010年6月到2012年5月我国建筑节能领域发生的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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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6.2.2建立产业化基地、争取技术突破、扩大产能 6.2.3树立品牌、全面推广 6.2.4进一步开拓市场、推
动更大规模应用 6.3加快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做好制度保障 6.3.1加快立法，形成良好的法律基础 6.3.2
及时发现规律性的问题，出台有效的管理制度 6.3.3适时出台科学合理的经济激励政策 6.3.4因地制宜，
科学制定强制安装激励政策 6.4逐步完善市场机制 6.4.1投融资机制 6.4.2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6.5不断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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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把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
作为重点，在建筑节能与新能源开发利用、绿色建筑技术，既有建筑综合改造、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等
方面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研发了大批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装置，促进了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科
技水平的整体提升。
其中，“建筑节能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围绕降低建筑能耗、提高能源系统效率、新能源开发利
用等关键技术及促进建筑节能工作的政策保障等方面开展研究，在降低北方地区采暖能耗、长江流域
室内热湿控制能耗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三方面取得了重点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技术体系、产品系列和
政策保障机制，并在示范工程中实现预定的节能目标。
研究开发的节能型围护结构复合型节能材料构造、长江流域住宅室内热湿环境低能耗控制技术、高温
离心冷水机组等，具备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无锡、北京、张家口等地建立了29个试验示范基地，提升了节能降耗关键技术研究能力，培育了一
批生产各类建筑节能产品的企业，带动了建筑节能咨询管理、节能技术服务等产业发展。
“可再生能源与建筑集成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建设了389万m2的可再生能源与建筑集成示范工程，
研究了太阳能光热光电利用技术、地源热泵技术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复合技术应用。
开展了400项太阳能光热技术、地源热泵技术、太阳能光伏技术等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示范面积
约4000万m2，总峰瓦值约9000kWp。
“现代建筑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围绕绿色建筑设计、高效施工技术及技术保障与集成方面
开展相关研究，在地下空间逆作法施工集成技术、绿色建筑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新型组合构件、多重
组合混凝土剪力墙抗侧力体系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建筑节能研究开发的同时，各地围绕建筑节能工作发展需要，结合地区实际
，也积极筹措资金，安排科研项目，解决建筑节能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障碍和关键问题，同时
也为建筑节能深入发展提供科技储备。
 1.2.4宣传培训丰富多样 “十一五”期间，住房城乡建设部积极组织开展《节约能源法》、《民用建筑
节能条例》的宣传贯彻活动，每年定期组织“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搭建国内外建筑节能
和绿色建筑领域专家学者的交流平台，树立了良好威望和品牌。
同时，以节能宣传周、无车日、节能减排全民行动、绿色建筑国际博览会等活动为载体，利用各种媒
体，采取专题节目、设置专栏以及宣贯会、推介会、现场展示、发放宣传册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建
筑节能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提高了全社会的节能意识。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断加大建筑节能培训力度，组织相关单位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对建筑节
能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进行培训，有效提升了建筑节能管理、设计、施工、科研等相关人员对建
筑节能的理解和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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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2012年):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以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为主线，介绍
了国内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发展历程与现状；阐述了我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中长期发展目标的提
出及实施路径；总结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实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的成效和科研成果；同时结
合实践案例和相关检测数据，《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2012年）》首次对
建筑领域中太阳能光热、光伏发电及地源热泵应用技术的系统运行指标及效益进行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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