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c

第 2卷◆第 9期◆版本 1.0◆2018年 9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Building Developments 建筑发展

1建筑业碳排放趋势分析

1.1范围界定：第一,建筑业研究范围依据我国投入产

出表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指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

装业、建筑装饰业和其他建筑业；第二,能源种类范围,建筑

业能源消费种类包括煤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电力

等 6种能源。

1.2建筑业碳排放特征：第一,高度正相关性：碳排放量

的变化趋势与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趋势高度吻合, 两者呈

现高度正相关性；第二,弱脱钩状态：从近几年建筑业碳排

放强度的变化来看,一直处于持续下降趋势,建筑业总产值

和碳排放强度呈现弱脱钩状态, 表明建筑业节能减排工作

的开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继续加大减排力度有望实现

建筑业总产值和碳排放的完全脱钩。

1.3建筑业碳减排趋势：第一,经济活动频繁必然导致

碳排放量增加, 建筑业产值的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增加密切

相关；第二,辽宁省近几年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加大了力度,

减少了能源消耗,正在向着绿色、低碳、高效、环保的集约化

道路前进；第三,在建筑活动中进行技术创新,碳排放强度不

断减少。从长远来看,建筑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仍将占有重

要地位, 而建筑业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也将存在持续走高

的风险,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辽宁省建筑业碳减排策略显

得尤为迫切。

2建设碳减排建筑的意义

2.1充分利用自然能

因地制宜设计出适合当地特点的建筑, 充分利用自然

能,减少动力设备的使用。冬季的采暖和夏季的制冷耗费能

源最多,这样建筑外围护结构的保温就显得格外重要。严寒

和寒冷地区的建筑要做到充分争取阳光照射并且避免冷风

的侵袭。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要注意夏季的遮阳

和通风。尽量争取自然采光,减少人工照明的使用量。充分

利用太阳能制热水和利用太阳能发电。

2.2降低设备损耗

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室内环境和更完善的功能, 现代

建筑使用了大量的专用设备。这些设备包括采暖、通风、制

冷、给排水、电气、运输等方面的设备。这些设备的使用造成

了大量的碳排放。降低设备损耗的措施包括提高锅炉的热

效率,提高热交换器的效率,根据冷负荷自动调整冷冻机的

制冷量,用高效光源(如 LED灯)代替低效光源(如白炽灯),使

用热泵技术来利用低品位热能等。

2.3提高建筑利用率

伴随我国经济收入的增加, 也兴起了一股建筑的奢华

之风,许多建筑超出“适合人居”这一功能越来越远。从碳减

排的角度,我们提倡建筑的简约实用,人均建筑面积适用即

可,从而提高建筑的利用效率。对于办公建筑,应与人员编制

挂钩,防止盲目提高标准;对于公共服务建筑,应制定相应标

准,防止求大求洋;对于居住建筑,可以考虑对占有住房面积

超过一定标准的征收碳排放税。

3建筑业碳减排对策

3.1推行绿色建筑发展

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发展, 切实转变住房城乡建设模

式和建筑业发展方式。绿色建筑是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之

一,具有“四节一环保”（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建

设污染）的特点,因此,绿色建筑的建设和发展对建筑业实现

碳减排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绿色建筑应涵盖到城乡建设

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大型公用建筑、民用住宅,还要在城郊

及农村推行绿色保障房及绿色民房建设等。

3.2优化建筑业能源结构

建筑业的低碳发展, 不仅需要在建设阶段实行生产方

式的调整来减缓碳排放, 还要在使用阶段减少能源的消费

强度来降低碳排放。因此,需要从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两个

方面展开。第一,加大风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

的利用,进一步优化建筑业能源结构,通过能源利用的多样

化来实现建筑低碳化；第二,结合辽宁省产业空间布局和能

源平衡,建立科学合理的能源供应和运输渠道,减少运输压

力和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3.3提升建筑业的产业技术升级

优化建筑设计, 加强源头的材料消耗控制和末端的建

筑垃圾处理,降低单位面积的建筑材料消耗量,对废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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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建筑业在拉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和国民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同

时,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建筑业引起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全球气候变暖和减

少碳排放已成为当下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议题。因此,建筑业的节能减排对我国绿色低碳建筑的发展及全球气候变暖的控

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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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工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减少建筑业能源结构碳强度。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 打造现代建筑产业化示范城市,

推动辽宁省建筑业的绿色转型。

3.4转变居住观念

居民的居住条件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之一, 但在现

今低碳社会发展中,要摒弃追求超大居住空间的观念,尽量

选择中小户型的住宅, 减少建筑使用阶段的住宅能耗碳排

放。住宅使用阶段要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减少煤炭等矿物燃

料的使用和依赖, 同时降低火力发电在电力结构中的比例,

从而减少电力的碳排放系数。

3.5既有建筑的碳减排改造

我国有数量巨大的既有建筑,这些建筑能耗高、碳排放

大。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要比新建建筑复杂得多。在改造

时,要考虑建筑的现状,技术上要复杂一些,施工也较麻烦。

对于住宅建筑,最大的难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资金问题。改

造一栋住宅楼,要面对众多的业主,达成一致比较困难。比较

切合实际的做法是政府在这方面加强投入。从社会效益的

角度考虑,政府出资改造也是有必要的。在已经改造的建筑

中多数是政府出资或者政府出大部分的资金。

3.6建筑领域清洁发展机制的应用

清洁发展机制(CDM)设定的初衷是能够使发达国家以

较小的代价获得核证减排量(简称 CER),而与之合作的发展

中国家获得发展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但是由于市场对利益

的追逐, 使得经济效益好但生态社会效益差的项目受追捧,

比如回收 CH4、分解 NO2和 HFC-23的项目大受欢迎。而建

筑项目因为单个项目减排量小、核证减排量(CER)认定困

难、基准线确定困难等原因而难以开展。但是由于建筑领域

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巨大, 市场广阔, 在当前还是应该加强

CDM在建筑领域应用的研究,开发适用于建筑领域的方法

学,进行规划方案下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尝试,培养该领域

内专业技术人才,完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建筑类 CDM项目

试点开发。

3.7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

在建筑的报废回收期和新建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的建筑垃圾, 将建筑垃圾回收处理后再重新利用既能

保护天然资源,又能降低建筑垃圾对环境的影响。建筑垃圾

包括砂石、砖瓦、混凝土块、木料、玻璃、陶瓷、塑料、金属等。

经过分拣,不同的材料可以分别回收处理,如废木料经加工

再利用或用于制造中密度纤维板、废金属送钢铁厂或有色

金属冶炼厂回炼。而废弃砖、瓦、混凝土经破碎、筛分、分级、

清洗后作为再生骨料, 可以用于建筑物地基回填、道路垫

层、混凝土结构工程,以及制作砌块等建材产品。

3.8增加城市碳汇

碳汇就是植物吸收大气中的 CO2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

土壤中的过程。受条件限制,植被在城市中数量有限,但其作

用不容忽视,除了固定 CO2之外,还能起到美化环境、吸收有

害气体、遮阳、导风、阻滞雨水的作用。城市化改变了原有的

地表形态,造成了植物碳储量的减少。迅速进行的城市化使

原有的农田、草地、林地变成房屋、道路和硬化的地面,固定

在植物中的碳被释放出来。在城市中种植植物可以部分抵

消城市化产生的碳排放。通过造林、植草方式吸收固定 CO2,

其成本要远低于工业活动减排的成本。国际社会高度重视

植被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功能与作用。城市绿化不

仅能够保护和改善了中国的生态环境, 也能够为减缓气候

变暖作出贡献。

4结语

所谓碳减排,顾名思义,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随

着全球气候变暖,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必须减少,从而缓解人

类的气候危机。从低碳概念的角度出发,碳减排建筑的普及

和推广势在必行。然而投资者往往只关注眼前利益,只看到

碳减排建筑初期额外的成本投入, 却忽视其良好的环境表

现和其带来的长远效益。从城市建筑出发,以碳减排理念为

指导,对建筑碳排放进行分析,分析碳减排建筑的发展趋势,

进而研究碳减排建筑对城市建设的重大意义, 对城市的碳

减排建设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助力于低碳经济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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