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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孙孙艳艳 文文//摄摄

公公共共建建筑筑如如何何实实现现节节能能减减排排

专题

空调调高1度 加强节能设计 开展节能监察

6月11日至17日为全国节能宣传周。 随着全市的民用建筑面积总量将持续增加和居民对室内舒适
度要求的逐渐增高， 建筑电耗也在逐年增长， 建筑能耗总量刚性增长的趋势仍然存在。 近日， 记者走
进一些公共建筑发现还存在着诸如空调温度过低、 照明设备过度等浪费的现象。 怎么才能减少公共建
筑的能源浪费？ 对此， 相关部门发出节能倡议并开展相应的管理和监察工作， 市民也呼吁应重视建筑
节能设计。

【调查】
空调温度过低
节能潜力很大

调查中， 记者走进一些公共
建筑了解对于空调使用的情况。
上午9点半， 位于南城的一家电
影院二楼的一个放映厅正在播放
一部时长两个小时的影片。 观影
人数不多， 粗略统计大约有20余
人， 整间放映厅几乎大部分座位
没有人坐。 室内空调温度很低，
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已经有观
众因为受不了较低的温度走出放
映厅。

“太冷啦， 穿着长袖都受不
了。” 一位观众坐在放映厅门外
的沙发上， 不时地揉搓着自己的
双腿。 “大早上的， 没必要把空
调设定这么低 ， 实在是浪费能
源。” 记者也咨询了电影院的工
作人员 ， 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
“还有半个多小时影片就结束啦，
坚持坚持， 不能因为几个人就调
整空调的温度。”

记者发现不仅是电影院， 诸
如超市、 商场不少公共建筑物都
存在着空调温度过低的现场， 节
能潜力很大。 据了解， 民用建筑
中的公共建筑量大面广， 全市公
共建筑总面积约 3.5亿平方米 ，
开展建筑节能尤其是公共建筑节
能， 对促进全市节能工作和缓解
高峰期用电紧张， 具有示范带动
意义。

6月12日， 北京市发改委与
首都文明办、 北京市住建委共同
发出 “空调调高一度， 畅享绿色
生活” 的节能倡议。 调高空调温
度的倡议是自愿性的。 对于广大
市民居住来说， 倡议把日常生活
的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而对于公
共建筑来说， 则是在规定的不低
于26摄氏度的基础上自愿再调高
一度。

夏季空调温度一般开在26-
28摄氏度为宜。 这个区间是身体
感觉比较舒服的温度， 也比较环
保省电。 研究表明， 空调温度调
高1度可以节电约6%-10%。 室内
空调温度最好与室外温度相差不
要太大。 内外温差在5-7度内就
可以了。

公共建筑节能
从设计施工做起

记者发现目前很多诸如商
场、 写字楼等公共建筑的节能设
置上做得还很不到位。 一些市民
表示， 公共建筑的节能减排也应
从建筑设计理念和施工的步骤开
始做起。

记者还发现不少商场在照明
设备上也存在设计不到位的现
象 。 “这么多灯泡照着有必要

吗？” 正在逛街的市民李女士说
道。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记者发
现仅一家品牌的商铺就大大小小
几十个灯泡在开启。 其中既包括
屋顶用灯， 也有专为衣服、 鞋子
等货架展示使用的灯泡。

而在一家写字楼中， 办公大
厅的灯泡更是从早上9点开到晚
上5点。 “加班还继续开着， 没
办法啊， 我们这间办公室采光很
差。” 工作人员说道， “还不是
设计时考虑太少， 明知道这么设
置方向会影响采光， 需要白天一
直开着灯。 为什么就不能在设计
前， 考虑个更节能的方案。”

【措施】
加强节能监督执法
开展电耗限额管理

2007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 《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
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 夏季室
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
度， 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
高于20摄氏度 。 为落实这一规
定， 市住建委每年会随机选取部
分商场、 酒店、 写字楼等大型公
共建筑， 开展室内温控和节能管
理的执法检查， 针对相关制度的
制定与执行， 设备运行记录与管
理台账、 室内温度监测记录台账
等内容， 会同专业机构进行温度
实测， 对违反温控标准的， 市住
建委将按照 《北京市民用建筑节
能管理办法》 的规定责令限期改
正， 逾期不改正的将处以罚款，
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为强化公共建筑节能管理，
2013年本市出台了 《北京市公共
建筑能耗限额和级差价格工作方
案 （试行）》 和 《北京市公共建
筑电耗限额管理暂行办法》 等文
件， 将全市范围内单体建筑面积
3000平方米以上且公共建筑面积
占比超过50%的建筑纳入能耗限
额管理。 根据 《北京市民用建筑
节能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 对本
市范围内一年超限额20%的公共
建筑， 将责令其开展能源审计；
连续两年超过限额20%的公共建
筑将给予处罚。

通过对公共建筑电耗限额进
行考核， 有力促进了公共建筑的

节能改造和行为节能 。 与此同
时， 建成了国内首个城市公共建
筑电耗大数据平台 ， 涵盖13237
栋公共建筑的基本信息、 逐月用
电数据、 年度限额、 考核情况等
50余项数据。 据统计， 本市自开
展公共建筑电耗限额管理以来，
每年平均节约用电3.4亿度 ， 相
当于15万户居民年用电量。

除了室内温控和电耗限额管
理， 北京市节能监察大队在对北
京市重点用能单位日常执法检查
中， 也包括了部分大型公共建筑
产权单位。 在2017年的执法监察
中共有5项专项监察工作涉及了
118家公共建筑产权单位， 通过
监察促进了公共建筑使用高能效
设备以及各种节能措施的落实到
位 ， 预计可实现节能量约4.9万
吨标准煤。 2018年节能监察大队
还计划对83家公共建筑产权单位
进行监察， 对监察过程中发现的
违法行为， 将按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节约能源法》 等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理。

引导共建节能改造
出台财政奖励政策

2016年， 本市出台了 《北京
市公共建筑能效提升行动计划
（ 2016 -2018 年 ） 》 （ 京 建 发
[2016] 325号）， 提出创新公共建
筑节能工作机制， 构建公共建筑
节能运行及节能绿色化改造政策
标准体系， “十三五” 期间完成
不少于600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
节能绿色化改造的任务目标， 鼓
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或PPP模式
实施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
改造项目全部完成后每年将实现
6万吨标准煤的节能量。

2017年， 本市又出台了配套
的资金奖励政策 《北京市公共建
筑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及奖励资
金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 京 建 法
[2017] 12号） , 对于公共建筑节
能率不低于15%、 大型公共建筑
节能率不低于20%的项目， 按30
元/平方米的奖励标准给予市级
财政奖励， 同时鼓励区级财政给
与相应的资金配套。 奖励政策的
出台对引导和促进本市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2017年， 本市申报公共建筑
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近200万平
米， 社会反响积极， 初步形成了
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的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新局面。

【建议】
强化政策支持
推进有序发展

北京市政协委员于立荣近年
来高度关注绿色建筑产业的发
展 ， 她通过大量调研发现 ， 目
前， 绿色建筑产业在发展中面临
一些困难。

于立荣认为， 消费者对绿色
建筑的有效需求不足。 消费者在
进行购房决策时主要考虑建筑物
区位、 交通状况、 基础设施、 周
围环境等， 至于建筑本身是否绿
色建筑不是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加之消费者 “绿色理念” 比较薄
弱， 对市场上的绿色建筑往往持
怀疑态度。 还有就是当前绿色建
筑技术和产品不够成熟。 建筑材
料和配件产品种类生产较少、 规
模较小， 常常由于局部的短板效
应 ， 而造成整体建筑的效能下
降， 致使开发商缺乏尝试绿色建
筑的兴趣。

于立荣建议， 大力开发推广
绿色建筑核心技术和节能建筑材
料 ， 积极推进绿色建筑技术创

新， 如风能、 太阳能、 浅层地热
源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雨水收
集与中水利用等。 要统筹考虑从
单体建筑走向社区整体设计、 建
造与运行， 加快绿色建筑社区整
体设计与技术创新， 发挥节能减
排的综合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