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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能耗调查及分析
尹 　峰１

，朱青松１
，杨 　勇２

（１ ．长沙市城市建设科学研究院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１ ；２ ．长沙市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料管理办公室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１）

［摘 　要］ 　本文通过对长沙市 ３７６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调查 ，分析

了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为公共建筑节能管理提供

参考 。

［关键词］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能耗 ；节能

1 　前 　言

公共建筑特别是大型公共建筑虽然其总面积在所有民用建筑中所占比例不大 ，但其单

位面积能耗远高于居住建筑 ，节能潜力较大 。大型公共建筑通过科学的能源管理可以实现

实质性的节能 ，这也是我国建筑节能投入最少 、见效最快的途径 。我国建筑节能的主管部门

在 ２００７ 年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了建筑管理节能上 ，尤其是针对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 ，并启动了一系列建筑能源管理的重大项目［１］
。

长沙市于 ２００７年启动了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 。为摸

清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基本信息及能耗状况 ，受长沙市建委的委托 ，

长沙市城市建设科学研究院与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于 ２００８年共同对长沙市国家机关办

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基本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 。除去能耗数据异常的建筑 ，本次调

查共涉及 ２７７个单位 、总计 ３７６栋建筑 。

2 　建筑基本情况

本次建筑能耗调查共涉及 ２７７个单位 、３７６栋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总建

筑面积达 １００５畅９８万 m２
。其按功能分类［２］的各类建筑的基本情况见表 １ 。

表 1 　按建筑功能分类的基本情况
编号 类别 单位数 建筑栋数 面积（m２

）

１ s政府办公建筑 ５３ Y８９ 灋１１６０１８１ 湝
２ s大型非政府办公建筑 ６７ Y７７ 灋２１２８４５７ 湝
３ s大型商场建筑 ３４ Y３５ 灋１９２８１０３ 湝
４ s大型宾馆饭店建筑 ５８ Y６８ 灋２０４０９３２ 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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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编号 类别 单位数 建筑栋数 面积（m２
） 　 　 　

５ s大型文化场馆建筑 ６ B６ 噰２６４６１３ 　 　 　

６ s大型科研教育建筑 ４ B６ 噰７１５９１ 　 　 　

７ s大型医疗卫生建筑 １６ Y４９ 灋８７４０１０ 　 　 　

８ s大型体育建筑 １ B１ 噰２１０００ 　 　 　

９ s大型通信建筑 ７ B１１ 灋２８０２６４ 　 　 　

１０ 妸大型交通建筑 １ B１ 噰６３００ 　 　 　

１１ 妸大型影剧院建筑 ２ B２ 噰１１２０００ 　 　 　

１２ 妸大型多功能综合建筑 ２２ Y２５ 灋１０５７４６０ 　 　 　

１３ 妸其他大型公共建筑 ６ B６ 噰１１４８５９ 　 　 　

总计 ２７７ p３７６ 档１００５９７６９ 　 　 　

图 1 　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调查面积分析

从各类建筑的建筑面积看 ，大型非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大型宾馆饭店建筑 、大型商场建

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大型多功能综合建筑和大型医疗卫生建筑位于各类建筑的前六位 ，

其建筑面积之和占总建筑面积的 ９１％ 。

3 　能耗总体情况

表 ２为本次统计调查的能耗总体情况表 。

２ 夏热冬冷地区中心城市建筑节能和墙材革新论文集



表 2 　能耗统计调查总体情况表
单位数 ２７７  
单体建筑数 ３７６  
总建筑面积（１０

４m２
） １００５ 2'畅９８

总耗电量（１０
４ kWh） ９０２８１ Ù畅２１

总耗气（天然气）量（１０
４m３

） ３５９６ 2'畅０４

总耗油量（t） １２２５６ Ù畅１３

总能耗（折算标煤）（１０
４ kgce） ３８３５３ Ù畅２１

单位面积耗电量（kWh／（m２
· a）） ８９ 种怂畅７４

单位面积耗气量（m３
／（m２

· a）） ３ è潩畅５７

单位面积耗油量（kg／（m２
· a）） １ è潩畅２２

单位面积能耗（折算标煤）（kgce／（m２
· a））［３］［４］ ３８ 种怂畅１３

从统计调查结果看 ，长沙市建筑所用能源种类以电 、天然气 、柴油为主 ，其中电的消耗最

大 。被统计建筑累计年总耗电量为 ９畅０２８亿度 ，年总耗气量为 ３５９６畅０４万 m３
，年总耗油量

为 １１２５６畅１３t ，所有能耗折算为标煤量为 ３８畅３５万吨标准煤 。各种能源所占比例见图 ２ 。

图 2 　建筑能源消费结构图（折算为标准煤）

各类能源中 ，电是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所使用能源的主要构成部

分 ，占全部能源消耗的 ８３％ （折算为标准煤） ，天然气和柴油为辅助能源 ，主要用于直燃式空

调机组 、生活卫生热水系统及冬季采暖锅炉等的消耗 。

4 　能耗初步分析

4 ．1 　不同类建筑能耗

在所有被调查建筑的年总能耗中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占 ７畅７９％ ，非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占 １３畅８９％ ，大型宾馆饭店建筑占 ２４畅２９％ ，大型商场建筑占 ３０畅０４％ ，大型医疗卫生建筑占

８畅６６％ ，大型多功能综合建筑的占 ６畅４６％ ，这 ６种建筑能耗之和占统计总能耗的 ９１畅１３％ ，

是长沙市公共建筑能耗的最主要的建筑类型 ，其中大型商场建筑和大型宾馆饭店建筑能耗

之和已经超过了统计总能耗的 ５０％ ，这两类建筑应该作为公共建筑节能的重点 。

３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调查及分析



图 3 　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总能耗饼图
所有统计建筑的平均单位面积能耗为 ３８畅１３kgce ／（m２

· a） ，平均单位面积耗电量

８９畅７４kWh／（m２
· a） 。

从各类型建筑单位面积能耗看 ，大型通信建筑单位面积能耗为最高 ，达到 ７３畅１８

kgce／（m２
· a） ，主要原因是其中所使用的通信 、计算机设备及为保证其正常运行而配备的

空调 、供电系统等运行能耗较大 。而通信建筑功能特殊 、数量较少 ，其高能耗不具备代表性 ，

不宜与其他公共建筑作能耗比较 。

而大型商场建筑 、大型宾馆饭店建筑单位面积能耗居于二 、三位 ，分别为 ５９畅７５

kgce／（m２
· a）和 ４５畅６４kgce／（m２

· a） 。
大型体育建筑能耗最低 ，仅 ４畅０４kgce／（m２

· a） ，因本次调查只得到一栋体育建筑的能

耗 ，其数据没有普遍意义 ，体育建筑的能耗高低与使用率关系密切 ，总体来说长沙市体育建

筑的运行 、使用率较低 ，因此其单位面积能耗相对也较低 。

图 4 　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能耗

４ 夏热冬冷地区中心城市建筑节能和墙材革新论文集



4 ．2 　同类建筑能耗

纵向比较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非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商场建筑 、宾馆饭店建筑 、医

疗卫生建筑 、多功能综合建筑等各类型建筑能耗 ，同类型建筑之间单位面积能耗最小值和最

大值存在最大 １０倍左右的较大差异 ，如图 ５所示 。

建筑能耗除与建筑内部人员数量 、使用率等有关外 ，还与建筑形式 、建筑设备系统方案

差异如中央空调系统 、电梯 、照明系统方案等有很大关系 。部分建筑具有特殊功能 ，使用了

诸如较大规模计算机系统 、冷冻设备 、恒温恒湿设备 、移动通讯基站等高能耗设备 ，会造成建

筑整体能耗偏高 ；另有部分建筑未设计采用中央空调系统 ，而是安装了分体空调 ，且空调的

开启有较为严格的控制 ，使建筑整体能耗偏低 。此外 ，建筑用能管理水平及人员的使用习惯

也直接影响建筑的能耗高低 。同类型建筑存在较大的能耗差异 ，也说明部分能耗偏高的建

筑存在较大节能潜力 。

图 5 　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单位面积能耗（kgce／（m2
· a））

4 ．3 　不同建设年代建筑能耗

在所有被调查的建筑中 ，９０％ 以上为上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建成并投入运行的 ，其中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年的又占到全部被统计建筑的 ３０％ 以上 。由此可见 ，长沙市大型公共建筑随着城市

的快速发展而快速增加 。

图 6 　不同年代建筑所占比例（建筑面积）

５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调查及分析



各年代建筑的能耗情况见表 ３ 。

表 3 　各年代建筑能耗情况表表
建筑竣工
年代

栋数
建筑面积
（m２

）

平均耗电量
（kWh／（m２

· a））
平均耗气量

（m３
／（m２

· a））
平均耗油量
（kg／（m２

· a））
平均总能

（kgce／（m２
· a））

１９９０年以前 ２１ 痧６３２５８６ 潩８８   畅４０ ５ 镲滗畅９７ ２ è潩畅５０ ４２ od畅７１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年 ７９ 痧３１１１０９７ 潩９４   畅８５ ３ 镲滗畅９７ ２ è潩畅５３ ４２ od畅３６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年 １１０ 痧３４７５４８３ 潩８９   畅５６ ２ 镲滗畅５６ ０ è潩畅７０ ３５ od畅９６

２００５年至今 ６７ 痧２８４０６０４ 潩７７   畅４１ ３ 镲滗畅８１ ０ è潩畅１３ ３２ od畅５１

从调查结果来看 ，建筑的单位面积能耗指标随建筑年代的临近而呈下降趋势 ，平均单位面

积能耗从 １９９０年以前的 ４２畅７１ kgce ／（m２
· a）下降到 ２００５年以后的 ３２畅５１kgce ／（m２

· a） ，单

位面积能耗减少 ２４％ ，由此可见 ，２０００年以后的新成的建筑在建筑设计 、设备性能条件 、节

能运行管理等方面较之以前的建筑有了很大的提高 。

各年代建筑的单位面积能耗指标比较见图 ７ 。

图 7 　各年代建筑的单位面积能耗指标

长沙市从 ２００５年开始执行枟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枠 ，按节能设计标准建设的建筑竣工

投入使用的时间基本在 ２００７年以后 ，所以本次调查中 ，完全按节能设计标准建设的建筑所

占比例较小 。

5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 ，大多数人都具有节能意识 ，这也说明媒体的节能宣传发挥了

作用 ，但是 ，很多人却没有养成良好的节能习惯 ，比如说开空调开窗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随手

关灯 、关电脑的习惯还需要培养 。

（２）部分建筑存在设计不合理 ，比如有的商场建筑在冬季的部分时段需要开启制冷空

调 ，而不能通过加大新风量来降温 ；为提高视觉效果 ，商场建筑照度值一般设计偏大 ，从部分

６ 夏热冬冷地区中心城市建筑节能和墙材革新论文集



测试情况看 ，个别商场照度值甚至达到 １０００lx 。
（３）部分建筑设备老化 ，特别是 ２０００年之前的建筑 ，由于设计负荷偏小 ，变压器容量 、电

线线径都偏小 ，容易造成超负荷使用 ，使电线发热 ，线损增加 ，同时也增加了安全隐患 ；部分

建筑还在使用老式的电感式日光灯镇流器 。

（４）运行管理水平还比较低 ，大多数建筑缺少必要的设备运行维护记录或是记录不全 ；

设备运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很多建筑空调系统存在“小温差 、大流量”现象 ，空

调系统的“跑 、冒 、滴 、漏”现象也较为多见 ，空调系统的维护保养也不及时 。

（５）管理手段还不健全 ，设备运行控制以人工为主 ，自动化水平低 ；设备运行监测设备不

全 ，部分监测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绝大多数建筑只安装了用于计费的计量表具 ，不能详细了

解各个设备运行能耗 ，对于一些不合理的用能情况不能及时发现［５］
。

6 　结 　语

（１）本次能耗调查虽然没有包括长沙市所有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但是

除学校建筑以外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各种类型均有涵盖 ，较全面地反映

了长沙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基本情况 ，可以为建筑能源审计 、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等提供较为全面和可靠的基础数据 。缺失的建筑基本信息和能耗数据将逐步在

下阶段的能耗统计中加以完善 。

（２）所有被调查建筑基本未安装分项计量表具 ，无法对各分项能耗做更详细的统计 ，需

要在下阶段对重点能耗建筑安装分项计量表具 ，进行能耗监测 。

（３）大型商场建筑 、大型宾馆饭店建筑是单位面积能耗较高的建筑类型 ，且建筑总面积

大 ，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大 ，具有较大的节能潜力 ，应该作为下阶段能耗监测和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的重点 。

（４）大多数被调查建筑都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用能现象 ，通过采取提高运行管理水平 、改

变不合理的用能习惯 、低成本的节能改造等措施 ，可以收到较为明显的节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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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能耗管理平台应用需求
及其集成方法

储雪松

（杭州市城市建设科学研究院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３）

［摘 　要］　本文提出了建筑能耗监测管理系统的定位 ，分析了系统基本需求 ，介绍了建筑管

理 、设备管理 、数据采集 、数据上传 、权限管理 、系统维护 、数据查询 、数据展示 、数据分析等基本功

能 ，同时 ，为了加快平台的建设 ，介绍了异构平台集成的方法 。

［关键字］ 　建筑能耗监测 ；需求分析 ；数据集成

1 　前 　言

按照“十一五”期间国家制定的枟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枠 ，国务院发布了枟国务院关于印发

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枠（国发［２００７］１５号） ，明确提出了到 ２０１０年 ，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１畅２２吨标准煤下降到 １吨标准煤以下 ，降低 ２０％ 左右 。

为了贯彻枟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枠 ，住建部先后发布了枟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

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枠 、枟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

能监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枠等规定 。

为指导各地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建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组织有关专家 ，以我国现行相关标准为依据 ，研究制定了枟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能耗监测系统建设相关技术导则枠 。导则分为电能分项计量及冷热量计量两部分 ，包括总

则 、术语 、分类 、设计 、计量装置性能参数 、安装 、验收等部分 。

同时 ，浙江省发布了枟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节能有关部门工作的通知枠 ，提出进一步加强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用能监管的要求 ，要求各地尽快开展用能监管平台建设 ，

加强用能监管 ，安装分项计量装置 ，实施用能监测 。 ２０１０年 ４月 １日起 ，全省新建国家机关

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建在设计阶段必须实施建筑用能分项计量 ，安装可以为用能单位及用能

监管部门传送用能信息的计量设备 。

杭州市也从 ２００８年起 ，选择了市政府办公楼等 ２０ 几个建筑 ，开展了建筑能耗监测试

点 ，其中 ，省 、市级各 １０个 。 ２００９年 ，我们开展了省科技厅下达的枟政府机关办公建筑及大

型公建能耗监测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枠项目 ，同时开展了建筑能耗监测试点项目的调研 ，通

过工作现状调研和试点项目的了解 ，结合技术开发工作 ，认为城市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的建设

过程中 ，仍然存在应用需求模糊 ，设备和软件标准化程度不高 ，平台的通用性差 ，缺乏研究建

设方法等问题 。

为此 ，我们结合近年来这方面研究工作 ，对系统的应用需求以及信息集成方法作一介



绍 ，从而加快城市建筑能耗管理平台的建设 ，促进低碳城市的建设 。

2 　应用需求介绍

建筑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应定位在同时满足用户能量管理和监管机构管理需要 。用户能

量管理主要针对楼宇的水 、电 、气能耗管理 ，功能应该在建筑智能化 BA 中体现 ，包括用能方

式 、能耗值和能耗分析的管理 ，主要为业主或物业服务 。监管机构的管理是对区域内建筑能

耗的总体统计和分析 ，为建筑节能提供决策和管理基础数据 ，确定用户能耗指标 ，用户实际

能耗的监管等方面应用 。

由于国内 BA 在建筑能量管理方面还处于空白 ，从节约资源和提高系统的实用性出发 ，

在建筑能耗监测管理平台开发设计中 ，满足用户能量管理和监管机构的不同需要 ，应该在系

统开发中兼顾 。

在确定了城市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的发展目标 ，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平台的应用需求 ，主要

包括 ：

（１）建筑管理需求

对用户的建筑要有统一编号 ，在用户能量管理中 ，一些事业单位包括多幢建筑 ，如学校 、

医院等 ，就要采取用户建筑群管理的方法 。

（２）设备管理需求

对计量设备 、采集设备的信息管理 ，要同建筑物或使用类别对应 ，用电一般按照明 、电

梯 、空调和其它进行分类 ，从而形成能耗计算关系 。

（３）数据采集和处理需求

对水 、电 、气数据的采集 、转换以及存储 。

（４）数据接收＼上传需求

数据向中转站 、本地数据中心 、上级数据中心传输 。

（５）权限管理需求

针对普通用户和机构用户有不同的权限设置 。

（６）系统维护需求

包括对现有设备 、数据的维护 ，以及对增加设备和数据的维护 。

（７）数据查询需求

该项需求对用户能量管理主要是对本单位建筑的能耗数据查询 ，查询建筑物本身能耗

监测数据 、分类分项能耗数据 ；对监管机构是对管辖区域的单位能耗的总体分析查询 ，可以

查询同类建筑的平均能耗 、标杆建筑能耗 、同类建筑能耗排序等信息 。

（８）数据展示的需求

包括预警 、曲线 、图形 、报表 、打印等功能 ，针对用户能量管理和管理机构 ，在展示方式上

还是有所侧重不同 。由于数据量大 ，展示形式要求数据归一 、图形直观和操作灵活 。

（９）能耗分析需求

用户能量管理主要是采用建筑能耗模拟的方法 ，分析能耗的合理性 ，以及改进的可行

性 ；管理机构的能耗分析主要采用统计的方法 ，对本地区或跨地区的能耗对比 ，分析能耗占

比 、能耗差异成因 ，找出气候 、材料 、设备 、运行方式等影响因素 ，提出管理优化建议 。

９城市建筑能耗管理平台应用需求及其集成方法



3 　数据集成方法

在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的建设实施过程 ，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条件 ，加快平台的建设 ，

提高平台的实用性 。在设备之间和异构平台之间的集成上需要认真研究 。其中 ，研究现有

行业或能源管理平台之间的集成方法是关键 。

跨平台集成就是实现建筑能耗监测系统与其他行业用户管理平台的无缝联接 。主要重

点在关联数据分析和交换接口设计两方面 。关联数据分析是为了交换接口设计做准备 。就

是要分析能耗管理与其他业务的关联性 ，然后根据这种关联业务设计关联数据接口 。下面

以集成用水管理平台为例 ，介绍实现方法 。

根据本地用水管理系统平台的年用水量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表 １） 。 可以看出 ，除了居

民用水占 ７３畅２３％ 以外 ，大专院校 、商业企业 、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占了 ２１畅６５％ ，这些单位正

是建筑能耗监测管理平台的监测对象 ，可以看出 ，建筑能耗管理平台同行业用户管理平台在

监测对象上有很大的关联程度 ，同时 ，水的计量 、气的计量及远传也是建筑能耗管理平台需

要监测的参数 ，和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之一 。因此 ，行业用户信息平台之间跨平台能耗交换

集成是十分必要的 。

表 1 　年用水量统计
名称 所占比例（％ ）

１  大专院校 １１ pe畅６４

２  工业交通 １ YN畅７５

３  工业用水 ２ YN畅８９

４  居民用水 ７３ pe畅２３

５  科技用水 ０ YN畅４９

６  商业企业 ９ pe畅７

７  行政事业 ０ YN畅３１

在明确了业务平台的关联性和对应数据后 ，就可以进行接口设计 。建筑能耗监测系统

不仅要实现与行业用户管理平台的无缝连接 ，而且要能采集电子文档 。建筑能耗监测系统

的接口可以分为内部接口 、用户接口和外部接口三类 。内部接口包括 ：网络平台 、设备平台 、

操作系统 、数据库之间的接口 ；用户接口包括 ：数据采集接口 ；用户界面等 。外部接口是建筑

能耗监测系统和外部应用平台的接口 ，各个层级对应（见图 １） 。

０１ 夏热冬冷地区中心城市建筑节能和墙材革新论文集



图 1 　异构平台之间接口对应关系

根据实际使用设备性能和系统情况 ，确定以两条途径实现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和外部行

业用户应用平台之间数据交换 。一条途径是设备层的数据传输 ，利用外部数据采集终端 ，直

接向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和外部用户管理平台传输数据 ，可采用有线或无线的方式通讯 ，目

前 ，开发的设备基本都有向两个网址发送数据的功能 ，因此 ，该途径的实现具备必要的基础 ，

但要增加不同通讯协议的解析功能 ，这方面可以在集成平台层面加以解决 。第二条途径是

数据库层面的交换 ，通过集成平台或集成工具 ，从数据库中抽取关联数据 ，并转换（或不转

换）通讯格式 ，向建筑能耗监测系统传输 。相反 ，建筑能耗监测系统也可以通过该途径向行

业应用系统传输数据 。

4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城市建筑能耗监测管理平台的应用需求以及集成方法 ，并已在软件 、设备的

开发和系统研究中进行了实践 ，取得了一定效果 ，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是值得进一步

深入和提高的 。

１１城市建筑能耗管理平台应用需求及其集成方法



城镇民用建筑能耗统计计算与分析
庄 　智 ，徐 　强 ，邱喜兰 ，杨建荣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２０１１０８）

［摘 　要］　本文以上海为例对统计年鉴 、能源平衡表和抽样调查统计数据分别处理来计算

城镇民用建筑能耗 ，结果比较表明 ，三种方法得到的建筑能耗可以相互参照和校核 ，可用来测算

城市民用建筑能耗 ；同时 ，采用能源平衡表方法对上海市近几年的建筑能耗进行分析得出 ，２００９

年上海市民用建筑能耗达到 １６８０万吨标煤 ，占社会总能耗的比例为 １６畅２％ ，其中居住建筑占

５畅８％ ，公共建筑占 １０畅４％ ，相比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１６２万吨标煤 ，增幅达 ４４畅６％ 。

［关键词］ 　建筑能耗 ；能源统计 ；建筑节能

1 　引 　言

节能减排已成为我国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国策 ，并已在经济社

会各个层面全面展开 。在我国建筑能耗是继工业 、交通能耗之后的第三大社会能源消耗主

体 。目前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十一五”末期 ，系统了解当前建筑能耗总体水平以及分

布特征 ，可为下一阶段的建筑节能工作重点部署和规划指明了方向 ，因此合理地测算国家或

城市的建筑能耗对于科学地推进建筑节能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 ，我国对建筑能耗还

未建立明确的统计制度 ，现行能源统计模式按照产业结构进行统计和发布 ，为测算城市建筑

能耗带来了不便 ，如何合理地对现有能源统计数据进行拆分处理需要深入的研究 。

鉴于此 ，本文以上海为例 ，基于统计年鉴 、能源平衡表和抽样调查统计数据 ，采用三种方

法对全市民用建筑能耗进行了统计计算和校核 ，并对全市建筑能耗特点进行了分析 ，以期对

其他城市民用建筑能耗测算与分析提供参考 。

2 　建筑能耗计算方法

在计算之前 ，首先应明确建筑能耗包含的内容 。在我国 ，建筑能耗通常是指建筑物日常

使用和运行能耗 ，主要包括采暖 、空调 、照明 、电梯 、热水供应 、炊事 、家用电器以及办公设备

等的能耗 ，不包括建筑物在建造过程中 、以及建材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这和国际上惯例

也是一致的 ，本文采用这个概念 。整个城市的民用建筑能耗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 ：一个是基

于统计年鉴和当地能源平衡表中的能源数据进行计算 ，这均是由官方统计机构统计得到 。

此种能源统计模式通常按照第一 、二 、三产业用能和生活用能这四部分来进行统计和发布 ，

因此在具体计算过程中应结合上述建筑能耗概念进行拆分处理 ；另一个是基于建筑能耗抽

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 ，除了能获得能源消耗数据外还能搜集到诸如用能结构等信息 。

此外 ，按照建筑功能来划分 ，整个城市的民用建筑能耗由居住建筑能耗和公共建筑能耗组成 。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和数据 ，下面采用三种方法分别来计算民用建筑能耗 ，并进行对比分析 。

2畅1 　基于统计年鉴数据的计算方法

居住建筑能耗主要由城镇居民生活用电和家庭使用煤气 、液化石油气 、天然气等能源消

耗组成 ，在统计年鉴中是通过生活用能项中给出了这些能源项的统计值 ，本文涉及的居住能

耗主要是指城镇生活用能 ，不包括乡村中的有关能耗 。公共建筑能耗主要来源于第三产业

中的商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 、房地产 、商务及居民服务业和公共事业及管理组织这三部分

能源消耗 ，在统计年鉴中只给出了这些项的用电量 ，而在实际生活中 ，公共建筑还使用除电

以外的其他能源 ，如燃气 、燃煤 、燃油 、热网蒸汽等 ，但能源项的统计值在统计年鉴中没有给

出 ，可根据抽样调查得出的有关公共建筑各类能源消费比例 ，由电能耗消耗量来推算出其他

能源消耗量 。

2 ．2 　基于能源平衡表的计算方法

能源平衡表是将报告期内全国或地区各种能源的资源 、加工转换和终端消费的各种数

据汇总 ，从而直观地描述出能源供需 、加工转换和终端消费间的平衡关系 。表中的终端消费

量同样按照产业布局来划分 ，细致地反映能源流向和供求关系 ，为建筑能耗统计计算提供完

善的数据基础 。对于居住建筑而言 ，能源平衡表中给出了城镇居民生活能源总消费 ，其中包

含了汽油 、柴油以及其他石油制品消耗 。在实际生活中 ，这些石油制品主要由家庭交通工具

或运输工具使用引起的 ，属于非建筑能耗 ，在计算居住建筑能耗时应予以剔除 。公共建筑能

耗包含于第三产业中除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外的能耗 ，但其中也包含交通工具引起的能

源消耗也应当剔除 ，主要涉及的能源是汽油 、柴油 、煤油以及其他石油制品 ，通过调研得知 ，

其中的柴油主要是用于运输交通工具与锅炉 ，考虑保留一半作为公共建筑能耗 ，而有关煤

油 、其他石油制品主要是用于非建筑能耗 ，因此全部剔除 。

2 ．3 　基于抽样调查统计数据的计算方法

通过对民用建筑进行抽样调查统计 ，可以得到不同类型建筑单位面积能耗指标 ，结合统

计年鉴中各类建筑的面积 ，则可以推算出全市民用建筑能耗状况 。以上海为例 ，根据对全市

千余幢大型公共建筑 、政府办公楼及 １万余幢居住建筑和中小型公用建筑的能耗进行了调

查统计工作 ，从而得到了不同类型建筑的年单位面积能耗指标（见表 １） 。

表 1 　基于抽样调查统计得到的不同类型建筑单位面积能耗指标

建筑类型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学校 办公楼 商场 医院 旅馆 影剧院 其他

能耗指标（kgce／m２ a） ９ Q．４５
①

６６ q．０ ４５ 邋．７ ６０ Y．０ ５０ 屯．５ ５３ A．３ ４５ 敂．４
②

４５ )．４

注 ：①该数值仅为单位面积用电指标折算得到 ；② 由于调查的影剧院样本数量少 ，其单位面积能耗指

标取由调查得到的其他公共建筑平均能耗指标 。

2 ．4 　计算结果比较

以上海市 ２００８年的能源统计数据为基础 ，采用上述三种方法分别计算得到 ２００８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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