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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节能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已无需赘言。
浙江省的建筑节能工作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整体的节能工作仍然滞后。
除了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监管体系等原因之外，重要的是尚未建立起
一套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建筑节能成套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评价体系。
　　为了探索解决以上技术问题的方法，浙江世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共同承
担了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成套技术研究开发与工程示范》（计划编
号2006C13073），结合浙江省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对居住建筑节能技术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和工程示范
应用研究。
通过理论研究，形成适应浙江省的居住建筑节能成套技术、节能评价体系和节能技术经济评价体系，
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居住建筑节能技术体系；通过示范工程的建设实践，验证所建议的节能成套技术的
可行性、经济性和科学性，从而为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对节能产品生产企业的发展在适应
市场方面予以引导，为建设单位实施建筑节能工程提供技术指导。
　　项目负责人为崔新明。
项目自2006年12月开始研究，至2008年12月完成所有研究内容。
在两年时间里，项目课题组对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技术应用、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检测与评价和浙江
省居住建筑节能技术经济评价体系等展开了系统的深入研究，同时进行了居住建筑节能成套技术研究
成果的工程应用，并建设完成浙江省（杭州市）建筑节能示范工程一项。
项目先后完成5项研究报告：主报告《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成套技术研究开发与工程示范研究报告》
，子报告一《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技术研究报告》，子报告二《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性能检测与能耗
评价方法研究报告》，子报告三《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技术经济评价体系研究报告》，子报告四《世
贸协安“景上公寓”节能示范工程总结报告》。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浙江省科技厅、浙江省建设厅和杭州市建委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
导，省内建筑节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针对研究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包括项目开题论证会上以李海波
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节能65％设计方案论证会上以钱晓倩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和省级建筑节能示范
工程验收会上以李海波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同时还得到了浙江世贸房产集团公司同仁和浙江大学建
工学院师生的支持，在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项目研究完成后，浙江大学出版社朱玲编辑十分重视学术著作出版，为项目研究成果付梓成书给予了
极大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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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项目研究根据国家、浙江省和杭州市关于居住建筑节能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等的具体要求，深入
了解国内外先进节能技术，以提高住宅品质、技术先进、成本合理且易于市场化操作及推广为出发点
，着重进行浙江省居住建筑节能成套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工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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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在指标选择的过程中遵循重要性原则，选人指标体系的因素都是对建筑节能有重要影响的因
素，但并不意味着指标之间的重要性相同。
因此，不能将各指标的得分简单相加，而必须进行加权平均。
加权平均的关键是各指标权重的确定。
在多指标的综合加权评价中，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对各指标权重系数确定的精确度和科学性将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3．4．1权重确定方法的比较及选择　　目前，关于权系数的确定方法有数十种之多，根据计算权
系数时原始数据的来源不同，确定权重的方法可大致分为两类：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
主观赋权法根据决策者对各指标的主观重视程度赋权，如Delphi法、二项系数法、AHP法、模糊聚类
法和比重法等；客观赋权法依据客观信息（如决策矩阵）进行赋权，如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多目
标规划法、熵值法、灰色关联度法、人工神经网络定权法、因子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和路径分析法等
。
　　这两类方法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主观赋权法客观性较差，但解释性强；客观赋权法确定的权数在
大多数情况下精度较高，但有时会与实际情况相悖，而且对所得结果难以给予明确的解释。
　　1．客观赋权法　　（1）熵值法　　熵值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
熵值。
在计算指标权重时，若某个指标中的各个数值之间变化不大，则该指标在综合分析中起的作用小，即
权小，相反则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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