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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建筑能耗和节能研究 

徐安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本文介绍了建筑能耗的统计方法，选用建筑能耗宏观统计模型对湖北省建筑能耗现状做了深入具体

的分析，得出湖北省建筑节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建筑行业进行节能减排的建议。 

【关键词】建筑能耗；节能；湖北省 

建筑是国家经济社会的重要领域，它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建筑也是耗能较大的一个部门，在当前国家实施可

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筑节能减排显得尤为迫切。作为中部大省的湖北省，正在开展建设两型社会的伟大实践，如何在建筑

领域实现节能减排是湖北省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湖北省建筑能耗现状 

1、建筑能耗分类和统计方法 

与建筑相关的能源消耗包括建筑材料生产用能、建筑材料运输用能、房屋建造和维修过程中的用能以及建筑使用过程中的

建筑运行能耗，本文中的建筑能耗指建筑运行能耗。人们的生产、生活等活动多发生在建筑里，建筑能耗是指采暖、空调、照

明、炊事、办公等伴随着建筑运行使用的能耗，是社会终端消费的概念。另外，建筑可分为生产用建筑（工业建筑）和非生产

用建筑（民用建筑）。由于工业建筑的能耗在很大程度上与生产要求有关，并且一般都统计在生产用能中，因此，本文提及的

建筑能耗均为民用建筑运行能耗。 

湖北地处长江流域，与北方集中采暖方式不同的是，湖北主要是分散的采暖方式，单独统计采暖能耗具有复杂性和不准确

性，因此，和一般将建筑能耗分为采暖能耗、农村居民生活能耗、城镇居民除采暖外生活能耗、公共建筑除采暖外建筑能耗四

部分不同，本文不单独统计采暖能耗，将湖北民用建筑能耗分为三类：第一，农村居民建筑能耗：包括采暖、炊事、照明、家

电等。农村秸秆、薪柴等非商品能源消耗量很大，目前尚无统计渠道对这些非商品能源消耗进行统计；第二，城镇居民住宅建

筑能耗：包括采暖、照明、家电、空调、炊事等城镇居民生活能耗；第三，公共建筑能耗：公共建筑指非住宅类民用建筑，即

办公楼、学校、商店、旅馆、文化体育设施、交通枢纽、医院等。公共建筑能耗主要是指公共建筑的运行使用能耗，包括采暖、

照明能耗、空调与通风能耗、生活热水供应、办公设备、建筑其他设施能耗（如电梯，给排水设备等）和其他用于特殊功能的

能耗（例如厨房，信息中心等）。 

本文选用建筑能耗宏观统计模型，该模型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地区实物平衡表，利用2008 年能源统计年鉴各种能源实

物转化标准煤的系数，将实物平衡表转化为以标准煤为单位的平衡表。农村居民建筑能耗等于平衡表中农村居民能源消耗总量

减去农村居民交通能耗，城镇居民住宅建筑能耗指城镇居民能耗总量减去城镇居民交通能耗的部分，公共建筑能耗用交通运输、

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其他几个部分能耗总量除去其中用于交通能源消费后加总得到。工业（建筑业）、服

务业消费95%的汽油、35%的柴油以及居民生活和农业消费的全部汽油、95%的柴油统计为交通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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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北省建筑能耗状况 

本文利用1996—2009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对湖北省1995—2008 年建筑能耗进行估算，具体结果见表1、图1、图2、

图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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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建筑总能耗从 1995 年的 814.72 万吨标准煤增长到 2008 年 1814.95 万吨标准煤，年增长率为 6.4%。1995—2001 年

建筑总能耗变化很小，到 2002 年有一个大的增加，建筑总能耗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比甚至达到 24%，2004—2008 年，增速明

显加快。1995—2008 年间，在各类建筑能耗占总能耗比值上，公共建筑能耗占 42%，城镇居民建筑能耗占 31%，农村居民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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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占 27%。 

2008 年湖北省城镇居民建筑能耗总量为460.47 万吨标准煤，从1995 年开始，年增长率为3.1%。城镇居民建筑能耗总量增

加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其次是城镇住宅面积也有很大增长，再次是随着湖北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

湖北城镇居民的各种家用电器数量正在逐年增长，建筑设备形式、室内环境的营造方式和用能模式也正在悄然与发达国家“接

轨”，家用耗能设备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时间都在增长，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城镇住宅能耗的增长。 

2008 年，湖北省公共建筑能耗总量为1008.29 万吨标准煤，年增长率为9.6%。公共建筑能耗的绝对数量较大是湖北省建筑

能耗较大的重要原因，公共建筑能耗近年来的快速增长是湖北省建筑能耗近年来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提高公共建

筑能源效率，遏制公共建筑能耗的快速增长是湖北省建筑节能减排的重点和关键。 

2008 年湖北农村居民建筑能耗为 346.19 万吨标准煤，年增长率为 4.4%。近年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住宅建设

进入高峰，家用电器的下乡和普及，农民的能源消费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农民能源消费由以前秸秆等非商品性生物质能源为

主到逐步加大对煤油气等商品性能源的使用，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考虑到农村住房面积很大以及农村能源结构的变化，

农村建筑能耗上升的空间很大，因此，农村建筑能耗是个不容忽视的环节。 

从建筑消费的各类能源占建筑总能耗的百分比来看，湖北省煤占到39%，油品占到28%，液化石油气占到6%，天然气占到7%，

电力占到17%。由此可见，湖北省建筑能耗中，碳排放系数大的能源占比排在前列，这就加大了建筑节能减排的压力，同时也说

明湖北省建筑节能具有很大的潜力。 

二、湖北省建筑节能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湖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湖北省建筑能耗无论在绝对数量还

是在相对增长速度上都在一个较高的位置，这给湖北省建筑节能减排带来很大的压力。具体来说，湖北省建筑能耗存在以下问

题。 

1、湖北省公共建筑节能存在巨大压力 

近年来，湖北省公共建筑能耗在总能耗所占比重不断加大，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问题。2007 年，公共建筑能耗占全

部建筑能耗的一半以上，这反映了公共建筑节能在整个建筑节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共建筑能耗总量和单位面积能耗的

绝对指标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已有公共建筑能耗节能改造的薄弱，而建筑能耗和单位面积能耗较高年增长率

的事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建公共建筑能耗控制力度不够是公共建筑能耗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这些都给湖北省建筑节能带来

了巨大压力。 

2、城镇住宅建筑节能力度不足 

各项建筑能耗总量指标和各项建筑单位面积能耗等绝对指标的大小，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既有建筑对现在建筑能耗的影响

程度。而建筑能耗和单位面积能耗的增长率等相对指标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技术应用情况和效果。

当然这些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的大小还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第三产业发展等对更多能源消耗的需求。湖北省城镇住宅能

耗和单位面积能耗在30 个省市的比较中都处于较高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北省已有建筑节能改造不足的事实。而湖北

省建筑能耗和城镇住宅单位面积能耗的较高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湖北省新建建筑节能控制力度和建筑节能技术应用的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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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村建筑能耗的持续上升给建筑节能带来的压力 

一直以来，农村住宅建筑节能是建筑节能的薄弱环节，往往被忽略。考虑到农村住宅面积占总建筑面积60%左右以及农民生

活水平提高对能耗加大的需求，农村建筑能耗不容忽视。尽管当前湖北农村能耗总量和单位面积能耗不高，但是农村秸秆、柴

木等非商品能源的使用部分地掩盖了农村能耗的数量。在能源结构上，农村住宅面临一个从非商品性能源向商品性能源的转变，

这给建筑节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能源利用效率上，农村建筑节能技术的落后，非商品性能源大量低效率的使用，排放大量

二氧化碳，农村建筑能耗的监测和节能控制也极为薄弱。这些都给农村建筑节能带来很大挑战。 

4、建筑能耗能源结构不合理，总体碳排放系数较大 

在建筑消耗的能源类型中，碳排放系数较高的煤和石油所占比重较大，两者加起来占到建筑能耗比重的67%之多，这给湖北

省短期建筑节能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是湖北省长期节能减排的很大潜力。 

三、湖北省建筑节能减排的对策建议 

目前湖北处于建设快速发展期，今后一段时间内湖北仍处在建设的高峰期，建筑能耗仍将快速上涨，所以实现建筑节能减

排是湖北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建筑发展的内在需要。建设部《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了节能目标：到2020 年，北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特大城市新建建筑实现节能65%的目标，绝大部分既有建筑

完成节能改造；城乡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增长幅度要在2010 年目标基础上再大幅度减少；争取建筑建造和使用过程的节水

率比2010 年再提高10%；新建建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总消耗比2010 年再下降20%。到2020 年，我国住宅和公共建筑建造和使用

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要接近或达到现阶段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湖北的建筑节能减排也应服从国家建筑节能战略，并能在实现

国家目标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建筑运行能耗涉及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建筑节能减排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高度重视，详细规划。结合

湖北省建筑运行能耗的实际情况，要构建“四大体系”，推进“五个重点领域”，发展低碳建筑，实现建筑运行过程中的节能

减排。“四大体系”是指：加强建筑节能政策法规建设，完善建筑节能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强化建筑节能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和

扩大建筑节能市场服务体系建设。“五个重点领域”是指：大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加强对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状况的

监管，实施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大力推动农村建筑节能以及强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 

1、构建“四大体系” 

（1）加强建筑节能政策法规体系建设。2005 年底出台的《湖北省建筑节能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标志着湖北

省建筑节能法规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9 年 3 月，省人大又通过颁布了《湖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加上省政府 1998 年

颁布的《湖北省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2002 年颁布的《湖北省发展散装水泥管理办法》等规章，湖北省建设领域

节能法规基本形成，为推进建筑节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省将在已有法律法规基础上研究制定实施细则形成省市县配套、层

次分明且目标统一、相互衔接的法规体系。 

（2）完善建筑节能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全省建设系统应紧紧围绕新型建筑结构体系、新型节能墙体材料、外墙外保温节能

门窗、建筑物遮阳、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节能设备及运行、智能控制及能效测评等建筑节能重大技术课

题继续加大研发力度，加强产学研、设计的联合，不断探索科技开发的新路子，系统编制建筑节能建设标准规范、规程，不断

完善符合湖北省气候特点的技术支撑体系。还将以各类示范工程为载体，加快各类新技术、新材料的集成应用和成熟技术的推

广，尤其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大力推进太阳能等适用节能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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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建筑节能政府监管体系建设。2008 年，湖北省政府首次与各地政府签订了2008 至2010 年建筑节能目标责任书，

将部门考核改为政府考核，极大地增强了工作力度。具体来说，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将继续保证新建建筑达到节能设

计标准作为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推进建筑节能工作的重点；二是将继续加快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监管体系建

设试点示范，建立省市两级能耗监测平台；三是加强建筑节能工作考核。 

（4）加快建筑节能市场服务体系建设。一是积极培育建筑节能服务市场；二是鼓励发展与建筑节能服务相关的技术、融资、

信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中介组织。培育一批能源服务企业，加快推行适应市场要求的节能产品与技术；三是以机关办公建

筑、大型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合同能源管理试点示范。制定激励政策和措施，建

立合同能源管理市场机制；四是启动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工作，逐步建立以建筑能效测评标识为特征的新建建筑市场准入制

度、建筑节能技术及产品认证制度、进入市场企业资质认定制度，从而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 

2、推进“五个重点领域” 

（1）对新建建筑，加强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状况监管。当前是湖北省建筑快速发展的时期，2000 年来，湖北省建筑面积以

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对于新建建筑，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高低、用能设备系统能效的优劣直接影响建筑能耗水平。为了

进一步推进长江流域及其周围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工作，建设部组织制定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 

2001）。2005 年4 月又出台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l89- 2005）对新建公共建筑的设计建造提出了更高的节能标

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湖北应逐步提高新建建筑节能水平。 

（2）大力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截至2008 年底，湖北省8 亿平方米的城镇房屋建筑中绝大多数是

非节能建筑，实施节能改造任务繁重。湖北省目前至少有4 亿平方米的城镇既有建筑需要进行节能改造，根据初步测算，至少

需耗资600 亿元人民币。2008 年湖北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338亿元人民币，武汉市地方财政收入为376 亿元人民币，显然缺乏支

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资金。对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主要是解决融资问题，如何将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由政府引导过渡到市场运

作之路上来，并形成市场，形成切实可行的融资渠道，是湖北省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关键。 

（3）推进公共建筑尤其是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监管。湖北省公共建筑能耗总量和年增长率都在一个高位，推进公共建筑的

节能监管对于全省建筑节能减排尤为迫切。实际上，湖北省在这个方面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必须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

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建筑节能深入开展的重要环节。解决大型公共建筑能耗过高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

是政府办公楼应该率先进行建筑节能改造，因为政府大楼往往起到全社会的示范作用；二是设计阶段必须进行能效评估；三是

对能耗过高的建筑要向全社会公布，同时进行强制性节能改造；四是扩大城市公共建筑能耗在线监测范围，并建立公开披露和

奖惩机制。 

（4）强化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目前，湖北省已经制定了《湖北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目管理办法》，近年来，

湖北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作快速推进，实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跨越式发展，既有建筑改造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项

目的社会效应不断扩大，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不断提高。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亲临绿色建筑示范工程———武汉绿景苑

住宅小区视察并给予充分肯定，推动了全省建筑节能示范工程的建设。目前，全省已建立国家级示范工程25 个，省级示范工程

54 个。应该说湖北省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还要进一步强化。在推进领域上，由新建建筑的推进向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新农村建设、商业和福利事业建设等方向逐步转化。 

（5）推进农村建筑节能减排。计算结果显示，当有30%的农村建筑接受改造时，全国农村地区碳减排量达到1.14 亿吨，占

到农村建筑总碳排放量的16.0%；当有50%的农村建筑接受改造时，全国农村地区碳减排量可以达到1.9 亿吨，占到农村建筑总

碳排放量的26.8%。由此可见，农村建筑的节能减排潜力巨大。湖北农村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包括太阳能、水能、风能和以

秸秆、薪柴、牲畜粪便为主的生物质能等自然清洁能源，这些能源在消耗过程中都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在农村地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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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两方面的节能减排措施，首先，加强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农村地区尤其应该注重开发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经济性好的可

再生能源，把太阳能技术与建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但可以提高室内舒适度，还能节约大量常规能源，显著提高建筑的节能

率，而且对于净化环境污染将起到重要作用。其次，注重农宅节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更应注意开发适合当地情况的炊事和局

部供暖技术，达到改善室内热环境和空气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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