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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住宅的需求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向环境这个维度延伸，绿色建

筑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日前举行的第 14届中国国际住宅博览会上，太阳能建筑一

体化、绿色建筑与智慧能源、人居城市与低碳生活等，成为重要议题。 

 

有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 41%；在已有的近 500亿

平方米建筑中，高耗能建筑占了绝大比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总工程师高立新表示，“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是绿色低碳建筑的发展趋势，其技术

与应用创新正在提速”。 

 

尽管太阳能光热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按目前保有量计算每年可节约 4000万

吨标准煤。但是，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推动起来并没有预想的顺利。截至今年上半

年，全国共有 3000余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总面积只有 3.5亿平方米。

“节能建筑一方面提高了建筑开发成本，另一方面相关鼓励扶持的政策力度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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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有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 41%；在已有的近 500 亿平方米建筑中，高耗能

建筑占了绝大比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总工程师高立新表示，“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是绿色

低碳建筑的发展趋势，其技术与应用创新正在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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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国家太阳能热水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

京）副主任何涛表示。 

 

何涛认为，太阳能建筑一体化需要建筑师、环境工程师、能源专家、管理者、

使用者的共同参与和营建。企业层面上，围绕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商机，龙头企业

四季沐歌“太阳能+”绿色建筑技术创新行动启动。据介绍，战略由“太阳能+建

筑设计、太阳能+多能互补、太阳能+大数据”三部分组成。四季沐歌工程公司总

经理张晟耀表示，“光热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已探索 10余年时间，未来主要方向是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设计、智能控制以及围绕消费需求升级的太阳能建筑科技创

新”。 

 

在建筑采暖中，河北经贸大学太阳能跨季节蓄热采暖被认为是“太阳能+传统

常规能源”的突破性创新。以此为例，四季沐歌通过多能复合及热能反向提取等

国际先进技术，将春、夏、秋三季阳光储存起来用于冬季供暖，有效减少了建筑

采暖性气体排放。与此同时，张晟耀表示，未来的太阳能建筑一体化不是在现有

的建筑上安装太阳能，而是让太阳能从产品变成部品，像门和窗一样成为建筑的

一部分，融入到楼体的规划设计中去。 

 

业内专家指出，“太阳能+大数据”会进一步推动城市的绿色发展。云应用正

在让太阳能变得更加智慧，从集热量、供热量、散热量，到天气变化、水位变化、

用热空间、消费行为变化等等，太阳能内置的智能模块都会运算出数据，同时生

成直观的经济节能图表，通过手机客户端传输给终端用户。这些数据反过来会成

为绿色建筑、绿色城市、绿色生活的标尺，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