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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三五”工作回顾

“十三五”期间，本市建筑节能工作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稳妥推

进，实现了由点到面逐步开展，整体情况总结如下：

(一)中卫市建筑能耗现状

“十三五”期间，本市建筑行业发展迅速，建筑规模快速扩大。截

止 2020 年末，新建建筑面积共约 671.19 万平方米，其中，新建居住

建筑 379.34 万平方米，新建公共建筑 291.85 万平方米。另外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也有序稳步推进，共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174.36 万平方

米。

       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中卫

市建筑节能工作，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低碳型城

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7 部门关于印发绿色

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建标[2020]65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卫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等要求，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对本市建筑节能工作现状进

行了调查和研究，制订本规划，以指导本市建筑节能工作持续、有效

、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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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随着建筑规模扩大，经济服务要求提高，生活水

平提升，用能强度增大，本市建筑能耗增长迅速。

(二)建筑节能工作进展及成效

“十三五”期间，围绕全市节能减排总体目标，本市建筑节能工作

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构建了五个

体系：

一、政策体系，使建筑节能管理有章可依。《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用

建筑节能办法（2022）》、《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

条例》、《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建筑发展

条例》。

二、计划体系，明确了工作目标。逐步对和区县下达工作目标，以

明确的计划目标体系指导全市建筑节能工作的有序开展。

三、标准体系，规范指导各项工作开展。《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15 、 《 建 筑 节 能 与 可 再 生 能 源 利 用 通 用 规 范 》 GB

55015-2021、《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19)、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四、管理体系，推动建筑节能管理工作协作有序开展。成立中卫市

建筑节能协调推进小组，各区县也相应成立了工作小组。将新建民用建

https://jst.nx.gov.cn/zwgk/zcwjk/gcjsbz/202203/t20220317_3381650.html
https://jst.nx.gov.cn/zwgk/zcwjk/gcjsbz/202203/t20220317_3381650.html
https://www.so.com/link?m=b+pnbiZEU1phsigUD5sHZUW5l+S5JNfLbnObLOo1edd6+lXuabtOXmpfmDodGZTLlQdvXpLu5v0mJjDXQhr462K9cvRNBMXR7FhInE+a2NnCFajSdMUParovJLAhRdVnv0yM2neP3RvafCTZW5Z3R8ebGFmn5xTO368S+ZiP2sQvG5/+0Pmb6GEb8xv4=
https://www.so.com/link?m=b+pnbiZEU1phsigUD5sHZUW5l+S5JNfLbnObLOo1edd6+lXuabtOXmpfmDodGZTLlQdvXpLu5v0mJjDXQhr462K9cvRNBMXR7FhInE+a2NnCFajSdMUParovJLAhRdVnv0yM2neP3RvafCTZW5Z3R8ebGFmn5xTO368S+ZiP2sQvG5/+0Pmb6GEb8x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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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全部纳入建设工程管理程序，做到了每个新建项目必须进行建筑节能

方面的备案，将建筑节能管理范畴扩展到建筑全生命周期。

五、各类建筑节能技术体系，创建了一批试点示范工程。

“十三五”期间，通过对新建建筑全面实施节能设计标准、对既有

建筑推行节能改造，以及加大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规模等工作的开

展，加强建筑节能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等工作，主要取得

了以下成效：

1.新建民用建筑由试点向全方位推进，实现了两个 100%的节能标准执

行率

“十三五”以来，建筑节能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建建筑陆续全

部实行建筑节能备案制，且逐步实施强制标准，对新增建筑实现了源头

管控。新建居住建筑全部按照国家最新《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要求设计和建造。新建公共建筑全部按照国家最新《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要求设计和建造。“十三五”期间，建筑节能工作从

试点到全方位推行，最终实现了新建民用建筑全部按照建筑节能标准设

计和建造的目标。全市累计建成执行以上节能设计标准民用建筑面积

671.19 万平方米。

2.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有重点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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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既有建筑量大面广，节能改造任务十分繁重，为了有效推进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自治区出台了最新的《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

术规程》，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有力的保障。

“十三五”期间，本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展开，

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逐渐由单体建筑扩展到居住小区，既有公共建

筑的节能改造涵盖了政府办公楼、商场、宾馆等大型公共建筑。此外，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体系逐渐完善，在节能改造的过程中制定符合实

际情况的实施方案，根据各类既有建筑的特征采用适宜、经济效益好的

改造技术逐渐成为节能改造工程实践的主要原则，节能改造措施也逐渐

由单项节能措施向综合技术集成方向发展。全市累计完成节能改造建筑

面积（174.36）万平方米。

3.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逐年增长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和科技部等有关部门的要求，本市把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作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抓手，积极培育适合中卫市特

点的可再生能源应用项目，大力发展太阳能光电和光热、浅层地热能、

水源热泵等技术，并积极争取国家财政支持。几年内，涌现了一批技术

水平先进、节能效果好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并得到了中央财政

的支持，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应。2019 年，沙坡头区人民政府组织实

施了可再生能源应用试点示范项目，采用太阳能光热+热泵供暖技术，

为中卫市沙坡头区 11 个乡镇 53 个村委会安装太阳能与超低温空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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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泵综合应用供暖系统，解决村委会冬季取暖与夏季制冷。并对 53 个

村委会安装分体式平板太阳能热水系统 1 套，解决村委会日常生活热

水。沙坡头区采用太阳能光热+热泵供暖技术，为沙坡头区常乐镇农宅

进行供暖改造，该项目通过创新技术的示范，带动周边乡镇对可再生能

源供暖技术应用与推广。海原采用太阳能热水技术应用面积 84371 ㎡，

其中海原县向阳安置区，建筑面积 65761 ㎡，海原县“十二五”老城

区劳务移民安置点项目施工（二标段），建筑面积 11930 ㎡，海原县

2020 年公租房项目（电商物流园 3#、4#）二标段，建筑面积 6680 ㎡。

4.节能建筑向创建绿色生态低碳建筑方向迈进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一如既往全力推进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

不断强化建筑能效提升、高星级绿色建筑创建、装配式建筑发展、科技

创新能力建设、绿色建材和绿色施工推广应用，实现绿色建筑高品质、

高质量发展，真正把绿色“嵌”入钢筋水泥之中，为全市建筑业发展注

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5.加强施工降耗管理，积极开展节约型工地创建活动

“十三五”期间，建筑节能工作由重点抓建筑运行能耗发展到同步

抓建筑施工能耗，围绕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

环境保护，开展绿色施工节约型工地创建活动。开展全市施工企业能源

消费普查工作，摸清全市施工能耗的基本状况，对其中能耗大户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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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施工单位能耗指标统计申报制度，对其能耗情况进行重点监管。严格

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民用建

筑节能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施工实施指南》等有关规定。通

过这些措施，树立了一批节约型工地绿色施工样板工程。

6.建立了建筑节能项目扶持资金

“十三五”期间，通过积极创建建筑节能试点示范项目，起到了以

点带面的效应，本市建筑节能各项工作得以平稳较快发展。为鼓励推进

建筑节能工作，设立专项资金“十三五”期间市级财政安排支持建筑节

能专项资金共计 4063 万元，主要用于扶持执行节能标准 65%及以上的

新建建筑，节能标准达到 50%及以上的既有建筑改造项目，太阳能、

浅层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与建筑应用的示范项目。

7.加大了科研投入力度

“十三五”期间，从新型建筑节能材料研制、民用建筑围护结构保

温系统的开发、节能型预制装配式墙体开发应用、新建建筑节能技术集

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术、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化、废弃物资源综合

利用、民用建筑用能设备系统优化、能效测评标识技术、国家机关办公

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方式、低能耗居住建筑建设模式等多方面

进行研发创新，并将成果进行推广。

https://jst.nx.gov.cn/ztzl/gczlaqjd/gczlaqjg/202205/t20220511_34953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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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存在主要问题

“十三五”期间，本市建筑节能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

具体工作开展中还存有一些问题。主要反映在：

政策法规体系仍需进一步健全。建筑节能工作的推进目前主要依靠

政府管理部门，在落实各项节能工作制度过程中，因缺乏一定的法律法

规依据与支撑，使得建筑节能推动进程受阻。其中包括新建建筑高节能

标准贯彻缺乏保障、对既有建筑改建扩建活动缺失节能监控，建筑节能

监管体系制度有待完善等问题。 建筑节能标准体系的本地适应性有待

提升。现行建筑节能标准体系多数都是以国家标准为主，有关条文标准

并不完全适应中卫地区特有的气候特征，有关建筑节能规范体系的本地

适应性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建筑节能是系统工程，系列节能标准规范

的配套体系化需求也日益凸显。 建筑节能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建筑节

能工作涉及到各类民用建筑，主要有居住建筑、办公楼宇、宾馆酒店、

商场、高校、医院等，涉及多个行业领域，它们分别归属不同的政府部

门行政管辖，其建筑功能类型与能耗特点存有很大差异，目前的管理机

制存有监管力度不均、缺乏统筹等现象问题。 建筑节能激励制度仍需

完善。当前建筑节能工作在很多方面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一直是由政

府推进的，对建筑业主、开发商、施工单位、物业管理单位的激励约束

机制一直缺失，难以对市场各主体产生持续长效的节能动力，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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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位，使激励机制政策功效无法完全显现，对各利益主体的行为规范

引导有限。

二、“十四五”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新发展阶段的开局起步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期，也是加快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一

方面，建筑市场作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要阵地，在与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发展方面

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建

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人民群众对住房的要求从有

没有转向追求好不好，将为建筑业提供难得的转型发展机遇。建筑业迫

切需要树立新发展思路，将扩大内需与转变发展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同

步推进，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

的提升，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式发展新路。

中卫市近年来建筑能耗每年都在速度递增。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

展，本市建筑用能供需矛盾将更加强烈。首先，随着本市城市功能转换

及提升、城市多个副中心的建立、市郊区城镇化发展快速、城市基本设

施重大工程的推进完善，致使各类型的公共建筑需求激增，公共建筑能

耗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其次，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显著提

高，将促使人们对居住条件的改善需求，用能设备增多，居民生活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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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刚性增长趋势明显。此外，自然灾害、极端气候频现，也进一步

加剧了建筑能耗的攀升速度。每年夏冬季用电负荷峰值屡创新高，在给

城市安全供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的同时，也给建筑节能工作带来重大压

力。

“十四五”是中卫市面临重大变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实施城

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时期。作为全市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建筑节能工作任务艰巨。

三、“十四五”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十四五”期间，本市建筑节能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

态低碳型城市为目标，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节约能源和

提高能效为核心，以贯彻中卫市建筑节能条例为抓手，立足本市发展新

阶段、新要求，全面落实节能减排战略方针，坚持绿色新发展理念，坚

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和装配式建筑高

质量发展，形成建设领域绿色发展新局面，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通过

加强行政监管，推进技术进步，完善标准规范，注重市场引导，强化舆

论监督，实现全社会增强建筑节能共识，全面推进建筑节能目标，全方

位落实建筑节能措施，确保全市节能目标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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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原则

“十四五”期间，本市建筑节能的工作原则是：在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的大背景下，节能目标的制定

遵循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以及与全市节能减排总体目标相接轨等原

则；节能工作的实施体现先进性、可操作性、可量化性和可核查性等原

则。依法推进建筑节能工作，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相结合，推动建

筑节能产业的发展。

(三)发展目标

重点抓好新建建筑节能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继续完善建筑节能的

法规和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各级建筑节能工作机构，加大建筑节能的财

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推广绿色建筑，开展低碳城区试点建设。具体指标

如下：

──对新建建筑继续 100%严格按照国家或地方节能标准执行设计

建造外，积极稳步推进建筑执行更高节能标准。

──实现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

──实现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建筑面积 208.6 万平方米。

──力争建筑施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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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定期开展能耗统计；每年组织开展能源审计，至“十四五”

末期实现重点用能建筑覆盖率 90%以上；每年完成 8 栋建筑分项计量

监测系统的安装；每年完成 7 栋左右建筑的能效公示。

──实现建筑中安装太阳能光热面积 75 万平方米。

──完成创建绿色建筑面积 90 万平方米以上，启动至少 2 项低碳城

区建设工程。

四、“十四五”建筑节能重点任务

“十四五”期间，在巩固“十三五”成果的基础上，仍应坚持观念

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工作创新，重点推进下述任务，确保本市

建筑节能目标顺利完成。

(一)新建建筑节能

“十四五”期间，新建居住建筑自 2022 年起逐步推行严寒和寒冷

地区居住建筑平均节能率为 75％、新建公共建筑平均节能率为 72%的

节能设计标准，通过试点示范工程，逐步推广实施更高节能标准，在原

有基础上节能 20%~30%。加强保障性住房的节能建设，采用系列经济

高效的节能技术，严格贯彻实施节能标准。对于特殊功能的大型公共建

筑，将制定相应的评价、管理措施，进一步细化、完善公共建筑的节能

设计标准。同时，在新建建筑施工、验收、运营管理等环节应加强对贯

彻执行节能标准的监管，进一步推广能效测评标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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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既有建筑改造

“十四五”期间，坚持观念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继续有重

点地稳步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降低建筑能耗，提升能效水平。通过

财政补贴示范引领、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政策扶持、建筑节能改造市场培

育等措施，对既有建筑重点开展非节能外墙、屋面、门窗、空调系统、

照明系统改造；增加屋顶绿化、遮阳设施等节能措施。

中卫市现辖一区两县，分别为沙坡头区(市政府所在地)中宁县及

海原县。全市既有建筑总量为 5641.89 万平方米，其中城区既有建筑总

量为 1728.16 万平方米，占比 30.63%，县城既有建筑总量为 1353.88

万平方米(中宁县城 928.88 万平方米，海原县城 425 万平方米)，占比

24%，农村既有建筑总量为 2559.85 万平方米(沙坡头区农村 775.45

万平方米，中宁县农村 986.7 万平方米，海原县农村 797.7 万平方米)，

占比 45.37%。

中卫市近几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既有建筑改造工作，相继出台了多

项既改政策，各年度均制定有既改目标并均已实现。在原有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的基础上，据统计，目前中卫市城区具备改造价值的既有非节能

建筑约 17.4 万平方米，县城具备改造价值的既有非节能建筑约 52.63

万平方米(中宁县城 42.63 万平方米，海原县城 10 万平方米)。随着城

镇化率的提高，农村人口逐年减少，加之农村住宅的翻新和改建数量增

多，据统计，农村 1584.65 万平方米供暖建筑面积中，尚有 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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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改造价值，则农村具备改造价值的既有非节能建筑约 792 万平方

米。

以下为中卫市 2021-2015 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详细计划列表

中卫市县（区）2021-2025 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表

县（区）名称：沙坡头区

年份
项目实施地点（小

区名称）

计划改

造面积

（万平

方米）

计划改

造栋数

（栋）

建筑平

均层数

（层）

建成时

间

（年份）

房屋结构

性质

计划改

造户数

（户）

计划改造 内容 备注

2021

广厦花园

6.13 21 6

2001

砖混 678
建筑围护结构节

能、供热管网改造

广厦新村 2003

王氏楼 2000

东园家属楼 1998

2022
新花园

4.7 18 6
2005

砖混 690
建筑围护结构节

能、供热管网改造金河一期 2004

2023

铭城家园北区

15.36 47 6

2001
砖混、钢

筋混凝土
1725

建筑围护结构节

能、供热管网改造
东方家园 2005

文萃家园 2004

2024

世纪花园 A 区

7.98 31 6

2004

砖混、钢

筋混凝土
1324

建筑围护结构节

能、供热管网改造

世纪花园 B 区 2004

世纪花园 C、D区 2004

高氏楼、马氏楼、

韦氏楼
2001

2025

应理嘉苑

14.43 50 6

2004
砖混、钢

筋混凝土
1526

建筑围护结构节

能、供热管网改造
上游新村 2005

阳光家园 2004

合计 48.6 167 6 5943

注释：1.2021 年填报已完成改造任务。

2.房屋结构性质：砖混、框架、剪力墙。

3.计划改造内容：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外墙保温、屋面保温、门窗等）；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

度调控改造；热源及供热管网热平衡改造等。

中卫市县（区）2021-2025 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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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名称：中宁县

年份
项目实施地点（小区名

称）

计划改造

面积（万

平方米）

计划改造

栋数（栋）

建筑平

均层数

（层）

建成时间

（年份）

房屋结

构性质

计划改

造户数

（户）

计划改造 内容 备注

2021 年

农行小区

1.729 10 4

1996 年

砖混 214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建行小区一区 1995 年

公路小区一区 1994 年

南街新村 2001 年

原水管处家属楼 1996 年

保险小区 1996 年

农机推广小区 1997 年

2021 年

食品小区

4.42 12 4

1997 年

砖混 277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农信联小区 1996 年

剧团小区 1996 年

盐业小区一区 1988 年

盐业小区二区 1999 年

五金小区 2000 年

商贸小区 1994 年

建行小区二区 1994 年

影剧院小区 1991 年

华夏小区 1995 年

2021 年

红宝家园

7.69 30 4

2001 年

砖混 225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宁安乡小区 1995 年

红宝职工楼 2003 年

景苑小区 2002 年

广场佳苑 2003 年

农机小区 1998 年

七星渠小区 1999 年

固海小区 1997 年

信用社小区 1992 年

乳品小区 1999 年

2021 年

镇政府小区

4.635 17 4

1990 年

砖混 515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供销社小区 1990 年

兴茂小区 2000 年

线路工区 2000 年

中宁中学小区 1997 年

公路小区二区 1986 年

赢嘉小区 2000 年

运管小区 1990 年

招待所小区 1996 年

水保旧居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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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水保新居

8.282 28 4

2002 年

砖混 811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电厂家园 1998 年

液化气小区 1998 年

地税小区 1998 年

商城邮政小区 1997 年

物资小区 1997 年

宁安开发楼 1994 年

商城西楼 1997 年

金帝综合楼 1996 年

金帝小区 1998 年

2021 年

张富绪小区

3.155 14 4

2000 年

砖混 325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葛文俊小区 1996 年

信用社小区 1997 年

医药小区 1989 年

张福庆小区 1997 年

三立居小区 1997 年

地矿小区 1993 年

水文小区 1990 年

石油小区 1994 年

金丰小区 1998 年

总计 2021 年 29.911 111 / / / 2367 /

2022 年

碱沟山小区

5.3277 22 4

1990 年

砖混 651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水泥小区 1990 年

科委小区 1990 年

社保小区 1998 年

振兴 20-21 号楼 1994 年

教育土地小区 2000 年

一小小区 1990 年

振兴小区 9-10 号楼 1996 年

计生小区 1993 年

振兴小区 2—3 号楼 1996 年

2022 年

振兴小区 4号楼

4.6968 17 5

1996 年

砖混 567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振兴小区 5号楼 1996 年

振兴小区 6号楼 1999 年

振兴小区 7-8 号楼 1999 年

振兴小区 13 号楼 2000 年

振兴小区 14-15 号楼 2000 年

振兴小区 16 号楼 2000 年

宁新小区 4-7 号楼 1993 年

宁新小区 1-3 号楼 1993 年

法院小区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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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泰安小区

3.6304 15 4

1998 年

砖混 419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公安小区 1995 年

殷庄城建东西楼 1998 年

殷庄城建南北楼 1998 年

粮食小区 1995 年

粮食加工厂小区 1995 年

人行小区 1995 年

振兴综合 2000 年

振兴城建小区 1996 年

农机 2号 1996 年

2022 年

振兴小区 28-29 号楼

3.922 24 4

2000 年

砖混 645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食品开发楼 1999 年

商城东楼（一） 1997 年

工行小区 1998 年

粮食局家属楼 1997 年

红苑小区 2000 年

商城东楼（二） 1997 年

供电小区 1992 年

李宁善楼 1998 年

曹建华楼 1997 年

2022 年

一七七小区

7.5413 20 4

1992-199

9 年

砖混 731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柳琴自建楼 1996 年

育才东苑 5-8 号楼 2005 年

振兴小区 25—26 号楼 2003 年

振兴小区 22 号楼 2005 年

枸杞西苑 2005 年

开元新居 2001 年

总计 2022 年 25.1182 98 / / / 3013 /

2023 年

大庆自建南楼

4.7282 15 4

2000 年

砖混 384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大庆自建北楼 2000 年

百货小区 1988 年

针织新居 2000 年

社保小区 1998 年

公路小区 1994 年

皮件小区 1988 年

食品小区（宁红宝小区） 1997 年

县医院小区 1985 年

质监小区 2000 年

2023 年
西街原饮食服务公司楼

3.26 17 4
1998 年

砖混 218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原预制厂家属楼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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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西街商住楼 1992 年

北街商住楼 1996 年

三中家属楼 1995 年

粮油小区 1991 年

鑫磊小区 1998 年

董引录自建楼 1999 年

西街农行小区 1997 年

吕庆华小区 1998 年

2023 年

孙洪德楼

3.512 12 4

1998 年

砖混 299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张洪庆楼 1999 年

沈永庆楼 1997 年

付克俭楼 1997 年

城关村楼 1991 年

粮食局楼 2000 年

商城东楼 1997 年

宁苑北楼 1998 年

宁苑中楼 1998 年

供销商场 1992 年

魏国明自建楼 2001 年

总计 2023 年 11.5002 44 / / / 901 /

2024 年

惠立华楼

20.8894 93 4

2000 年

砖混 1717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北街新村楼 1994 年

招财小区楼 1994 年

石桥小康村 1997 年

宁华小区 1999 年

宁华家园 1999 年

石桥小康楼 1998 年

东街商住楼 1992 年

红扬小区 2000 年

枸杞东苑 2005 年

2024 年

惠春楼

15.24 54 5

2002 年

砖混 1188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槐成福楼 2002 年

白怀录楼 2001 年

红枸杞商贸楼 2003 年

广场花苑 2004 年

南河子花园 1-13 号楼 2004 年

石桥新村 2005 年

宁新东区 2004 年

宁新西区 2004 年

世纪西苑 2003 年

2024 年 世纪东苑 8.8397 23 5 2003 年 砖混 599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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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平安家园 2003 年

恒达家园 2003 年

车站小区 2003 年

育才南苑 2004 年

永昌家园 2002 年

总计 2024 年 44.9691 170 / / / 3504 /

2025 年

河滨家园

1.8714 9 4

2003 年

砖混 178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民族家园 2002 年

红宝南苑 2003 年

2025 年

红宝北苑

9.113 29 5

2002 年

砖混 818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荣华苑一二区 2005 年

国税小区 2002 年

振兴小区 18、19# 2002 年

育才东苑 5#-8# 2005 年

中银家园 2005 年

紫金苑小区 2004 年

南街新村 2001 年

绿苑 2002 年

2025 年

开元新居

5.8112 19 5

2001 年

砖混 416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迎宾苑 2004 年

气象局小区 2001 年

立新综合楼 2003 年

张元庆综合楼 2001 年

汽保小区 2002 年

运输公司 2004 年

二水厂 2004 年

周金科自建楼 2001 年

工商小区

3.78 12 5

2002 年

砖混 375

外墙保温，屋面防水，

配套管网改造，雨水蓄

排、绿化、健身器材、

停车位、车棚，充电桩，

门禁等

沈伟庆自建楼 2002 年

天仁一区 2004 年

2025 年
天仁二区 2005 年

宁苑南楼 2003 年

总计 2025 年 20.5756 69 / / / 1787 /

注释：1.2021 年填报已完成改造任务。

2.房屋结构性质：砖混、框架、剪力墙。

3.计划改造内容：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外墙保温、屋面保温、门窗等）；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控改造；热源及

供热管网热平衡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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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县（区）2021-2025 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表

县（区）名称：海原县

年份
项目实施地点（小区

名称）

计划改

造面积

（万平

方米）

计划改

造栋数

（栋）

建筑

平均

层数

（层）

建成时

间

（年份）

房屋结

构性质

计划改造

户数

（户）

计划改造 内容 备注

2021

老建行小区

2.07 10 5

2000

砖混 206
建筑围护结构节

能、供热管网改造

中医院小区 2000

电信局小区 1999

县委小区 2000

政府小区 2002

2022

工行家属楼小区

2.31 9 4

1987

砖混 242
建筑围护结构、供

热管网改造

邮政小区 1998

皮件厂小区 2002

水务局小区 1999

蓝星小区 2003

2023

税务小区

5.886 23 3

1985

砖混 554
建筑围护结构、供

热管网改造

地震台住宅小区 1991

老回中后面小区 1994

国税局老小区 1999

教育局院内小区 1999

教育局（园丁）老小

区
1999

信用联社小区 1999

教育局安置小区 1999

粮鑫小区 2000

2024

农行小区

2.666 21 4

2000

砖混 251
建筑围护结构、供

热管网改造

胶囊小区 2001

广电局家属楼 2001

劳动就业局商住楼 2001

食品公司小区 2001

一小商住楼 2002

木器厂小区 2002

杨耀廷开发小区 2003

养路工区小区 2004

石油小区 2004

2025

机械厂小区

15.063 33 4

2004

砖混 932
建筑围护结构、供

热管网改造

利民小区 2004

政府西街商住楼 2004

政府东街商住楼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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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原小区 2005

工商局小区 2005

粮食局小区 2005

城建局家属楼 2005

鼎城商住小区 2006

社保局小区 2006

合计 27.995 96 4 2185

注释：1.2021 年填报已完成改造任务。

2.房屋结构性质：砖混、框架、剪力墙。

3.计划改造内容：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外墙保温、屋面保温、门窗等）；室内供热系统计量及温度调

控改造；热源及供热管网热平衡改造等。

(三)大型公共建筑用能监管

“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完善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

节能监管体制，健全各项监管制度，完善节能管理组织体系。每年定期

开展能耗统计，进一步完善统计制度，提高统计质量；每年组织开展能

源审计，至“十四五”末期实现重点用能建筑覆盖率 90%以上的目标；

每年完成 8 栋建筑分项计量监测系统的安装；每年完成 7 栋左右建筑的

能效公示工作；逐步对政府机关办公楼、宾馆、医院、学校、办公、商

场等主要公共建筑实施按行业分类别的用能定额制度，积极推广各类用

能管理措施与方法，督促建筑产权人或者受委托的物业管理单位加强用

能管理，健全节能管理制度，落实节能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

高耗能建筑的节能改造，并为实施合同能源管理制度创造条件。

(四) 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应用

1、太阳能资源



中卫市“十四五”建筑节能专项规划

21

中卫市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日照充足，阴雨天气少、

大气透明度好、太阳能辐射强度高。根据《太阳能资源评估方法》

(GB/T37526-2019)确定的标准，中卫市地区年太阳能总辐射量在

5900~6344.2MJ/m²之间，属于“资源很丰富”区域，大部分区域年

日照小时数达在 3000 小时左右，太阳能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2、水能

中卫市水能资源较为丰富，黄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全长约 182

公里，占黄河在宁夏流程 397 公里的 45.8%，最大自然落差 144.13 米，

水能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超过 200 万千瓦。中卫市境内与甘肃靖远交界

的黑山峡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干流规划建设的三大控制骨干基地的唯

一待建工程，目前已列入“十四五”水电规划布局重点项目，项目距沙

坡头水利枢纽工程 12 公里，预计设计坝高 163 米，总库容 110 亿立方

米，装机 200 万千瓦，年可发电量 78 亿千瓦时。已投运的黄河沙坡头

水利枢纽，总库容 2600 万立方米，总装机 12.03 万千瓦时。最大坝高

37.8 米，坝顶长 867.65 米，坝顶高程 1242.6 米。河床电站安装 4 台

灯泡贯流式水轮机组，泄洪闸设计泄洪流量 6550 立方米每秒。

3、风能

中卫市风能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全市风能资源总体随高度增

加而增加，地形特别复杂地区风速随高度增加的趋势比较平缓，其余地

区风速随高度增加比较明显。中卫香山地区为中卫市风能资源最好的区

域,90 米高度处平均风速 5.5~6.75 米/秒，风功率密度为 225~375W/m

²。分县区来看，中宁县和沙坡头区 90 米高度处风速 5.0~6.5m/s，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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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密度介于 200~350W/m²;海原县大部分地区 90 米高度处风速在

5.0~7.25m/s，风功率密度介于 200~375W/㎡。根据自治区最新的风

电发展潜力研究评估结果，中卫市风功率密度在 200W/m²以上的风能

资源可开发区域 90 米高度技术可开发量约 1219 万千瓦(含已开发规

模)。

4、空气能

中卫市冬季室外供暖计算温度-13℃，供暖期平均室外温度 2.8℃，

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为-7.5℃，年无霜期 159~169 天，相对湿度较小，

结霜少。综合温度、湿度参数，结合现有相关研究，中卫市空气源热泵

供热能力相对较强，适宜推广。

从中卫市能源供给情况可以看出，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充沛的水能和风

能资源是中卫市的独特优势，近年来，中卫市充分立足资源禀赋优势，

不断培育壮大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截至目前，全市

共建成新能源发电项目装机容量达到 833.66 万千瓦，占全区新能源装

机总量的 29%，新能源装机量位居全区第二。中卫市 2021 年底人均新

能源装机容量达到了 7.75 千瓦/人，是全国人均新能源装机容量 0.45

千瓦/人的 17.2 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非常好的绿电利用优势。

十四五期间，中卫市人民政府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加快“宁电入湘”核准开工、加快现代一流配电网

建设、共同创建“绿电园区”、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水平等方面开展合

作。共同打造中卫市“双绿示范区”共同推进宁夏新能源高质量就地消

纳和大范围优化配置“双样板”落地实施，推进中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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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市与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建设现代“双一流”发展

目标有机衔接、深度融合，争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引领者、推动

者、先行者。2021 年，中宁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可再生能源应用试

点示范项目。采用太阳光热+太阳能热泵+空气源热泵技术进行供暖改

造，并进行 BIPV 光伏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示范。项目接入清洁能源物联

网大数据平台，可实现远程数据传输，可远程进行数据采集、上传、分

析、故障预警等及时功能，同时可进行运营维护。

综上所述，“十四五”期间，应进一步完善太阳能光热建筑应用一

体化技术体系，加强太阳能光热在建筑中的规模化推广应用。新建建筑

均应安装太阳能系统，太阳能系统应做到全年综合利用，根据使用地的

气候特征、实际需求和适用条件，为建筑物供电、供生活热水、供暖或

(及)供冷。同时对有条件的既有建筑也逐步有序推进太阳能热水系统应

用。至“十四五”末实现累计安装太阳能光热集热面积 75 万平方米。

此外，本市也将积极开展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和生物质能利用方面的科

研工作，力促通过科研降低有关技术与产品的经济成本，为大力推广提

供科技支撑。

以上内容在执行期间均应严格按照《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

用规范》GB55015-2021 中规定的要求执行。

(五)家用节能设备推广

“十四五”期间，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加强推广家用节能空调、

绿色照明等节能家电设备的使用，有效控制家庭用能增长。通过对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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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期满的非节能家用空调进行升级更换。同时，加强科普指导居民大

众科学合理使用家用电器。

(六)建筑遮阳技术应用

“十四五”期间，将大力推广实施建筑遮阳技术，鼓励新建居住建

筑、公共建筑采取有效的遮阳措施；既有居住、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

应将设置建筑遮阳系统作为有效的节能改造措施；进一步研究大型公共

建筑的遮阳技术，特别是玻璃幕墙遮阳的系统的安全性、可行性。

(七)绿色建筑推进

“十四五”期间，结合本市绿色建筑领域的实际情况，强化集成创

新的能力，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卫地区特征的绿色建筑技术体系标准，大

力推进地方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工作。鼓励建设单位根据节能、节水、

节材、节地、环保和优化运行管理要求，建造高于现行建筑节能标准的

绿色建筑。以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的方式加大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推进，

以此促进绿色建筑市场需求的形成，进而推进建筑节能产业的发展。

2021 年，全市新建居住建筑均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施工。

(八)积极推进绿色建材固废利用

强化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宁夏回

族自治区新型墙体材料产品认定管理办法》（宁建规发【2021]8 号）

等文件要求，加强绿色新型建材科技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绿

色建材相关标准和评价认证体系。大力推广以非粘土为主要原料生产

的，具有节能、环保、集成化（工业化）等特性的新型墙体材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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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落实新型墙体材料产品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政府专项补助资

金。未经认定的墙体材料产品不得在建设工程中使用，也不得享受相关

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生产节能与利废的轻质内外墙隔墙板和复合墙

板。开展绿色建材应用工程示范，政府投资工程优先设计使用绿色建材

产品。城镇新建民用建筑中实施绿色建筑面积达到 60％以上。推进冶

金渣替代天然砂石骨料示范工程建设。到 2025 年，全区建筑领域利用

工业固废 160 万吨／年以上

(九)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构建装配式建筑标准化设计和生产体系，推动生产和施工智能化升

级，扩大标准化构件和部品部件使用规模，提高装配式建筑综合效益。

完善适用不同建筑类型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体系，加大高性能混凝

土、高强钢筋和消能减震、预应力技术集成应用。完善钢结构建筑标准

体系，推动建立钢结构住宅通用技术体系，健全钢结构建筑工程计价依

据，以标准化为主线引导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积极推进装配化装修

方式在商品住房项目中的应用，推广管线分离、一体化装修技术，推广

集成化模块化建筑部品，促进装配化装修与装配式建筑深度融合。大力

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积极推进高品质钢结构住宅建设，鼓励学校、医

院等公共建筑优先采用钢结构。培育一批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2021

年，全市新开工钢结构装配式建筑面积 2418 平方米。

(十)建筑施工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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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强对建设施工环节的节能监管，将工业

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的施工节能纳入本市建筑节能范畴。以创建节约型

工地为抓手，强化施工企业实施节能施工、绿色施工等措施，并对此开

展有效监管和施工能耗公示制度，大力鼓励住宅产业化发展，加强住宅

工业化建设。

(十一)城市级建筑节能信息平台建设

在本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平台建设的工

作基础上，融合新建建筑节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大型公建节能监管、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筑、施工降耗、建筑节能专

项扶持、建筑节能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建设和合同能源管理共计十项节

能工作内容，构建城市级建筑节能信息平台，实现数据采集与集成，建

筑查询与定位、数理统计与分析、市场监管与能耗监测、信息展示与发

布。整合资源，为中卫市建筑节能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分析支撑。

五、“十四五”保障措施和政策需求

(一)健全政策法规体系，提高建筑节能法制保障

通过加强对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管理办法等系统体系建设，完善

现有的政策法规，对建筑全生命周期中各过程环节以及建筑节能相关领

域实施监督与管理，明确各责任主体和人员的法律责任、权力和义务以

及违法追究程序等，强化法规的刚性约束力，为建筑节能管理工作提供

法律保障与执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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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建筑节能法制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新建建筑高水

准节能标准的实施力度。在建设全过程中对节能标准的落实实施情况进

行核查与管制，要求建筑规划、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各环节严格

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开展建设工作，并对不规范与违规行为进行严格

执法。加强建材市场的管理，严格执行产品限制淘汰目录制度，强化节

能建材质量检测力度；加大建筑工程节能质量建设监管力度，注重对节

能性能质量管理，加强建筑保温系统的安全防火质量管理；对节能审查

验收中存在的各种虚假与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提升节能评审力度。通过

法制手段确保建筑节能效益从最初设计阶段的预期节能量转化为最终

运行阶段的实际节能量，对新增建筑实现从建设源头控制建筑的节能性

能的目标。

健全节能工作推进的政策制度，对既有建筑改扩建过程以及建筑运

行中实施节能监控，实现建筑类型与过程环节的全覆盖。出台配套政策

与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对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要求标准与实施质量管

理。一定规模以上的建筑翻新和装修与改扩建工程，必须同步实施相应

的建筑节能改造工程，并注重建筑保温系统的安全防火监管，以此督促

节能改造的开展，确保建筑建设环节的节能性能达到规范标准。通过健

全政策法规体系，加强建筑运行阶段的节能监管，特别是公共建筑，提

高建筑能源管理水平，提升建筑能效，降低能耗强度。全面贯彻实施国

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提高能耗统计有效性，

严格实施能源审计，全面建设分项计量系统，实施建筑能耗核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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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型公共建筑用能定额制度。对既有公共建筑进行用能监测，对于

超出基本定额的实施加价收费；情况严重的，应向社会公布，并限期改

造。以上均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加以完善，通过健全节能监管体系引导

和鼓励低能耗项目，约束高能耗建筑的发展。

(二)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完善地方性适应体系

针对工程建设与监管中存在的节能标准规范体系的不健全与缺乏

适应性等问题，立足自主研发，从建筑节能产业化发展所需解决的重点

技术问题出发，着重对现有的节能标准体系进行完善。结合本市的气候

条件与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加强符合本市实际情况的标准体系建设。

加强地方性节能标准建设，完善建筑节能规范体系，形成适合本地

气候特征与城市发展阶段的适应型标准体系。一是对新建建筑实施适合

本市实际情况的节能标准。加强保温技术标准、遮阳技术标准、设备系

统标准以及围护结构防火安全性能等地方性标准的制定，以及对大型、

特殊性建筑分别制定有关节能设计标准体系，突出特点，实现节能功效。

同时完善新建建筑的节能标准实施技术规程、节能验收标准与测评标准

等体系标准。二是健全既有建筑改造技术标准。根据既有建筑类型与特

点，完善系列节能改造技术体系，包括节能改造标准体系与效果评价体

系等，为实际节能改造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与指导，加快推进既有建筑改

造工作的步伐。三是在大力推行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同时，加快制定

适合本市的配套标准体系。加强产品配件标准化、安装实施规范化、技

术标准体系化，为太阳能光热、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规模化推广奠定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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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技术基础。四是加强适合本市气候特征的绿色建筑与低碳建筑评价

标准建设。细化完善各类型建筑的评价标准体系，提升标准体系的本地

适应性，使评价标准体系成为鼓励绿色建筑建设的积极推动器。五是加

强建筑节能效果检测评估标准体系建设。改善目前重措施轻效果的现

状，制定统一规范的评估方法体系，以节能效果作为评价标准，可有效

引导节能技术与产品的发展与推广，加强对各类节能工程建设的监管，

确保各类工作的节能效益。

完善现有工程建设规范，将节能规范建设要求贯彻现有的城市建设

标准规范中，形成体系化的工程建设规范，并加强规范管理与实施监督。

一是将工程建设节能规范与现有的工程建设规范体系加强衔接，形成体

制性规范，便于管理与实施监督工作。二是强化标准实施与监督，在工

程建设活动中的规划、设计、审图、施工、监理、检测、维护以及材料

供应等环节加强标准规范实施监督，对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区别性

实施监管，明确监管组织职责，并对监管工作开展检查工作，以确保监

管工作的到位。

(三)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针对工程建设需求与新技术发展趋势，加强节能科技研究工作，加

大科研投入，强化节能领域科技研究，开展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发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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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基础研究工作，明确研究方向，夯实建筑领域科技发展基础。

一是对本市建筑节能领域的基础科研问题开展系列专项研究，其中包括

城市建筑能耗调查、节能效果、建筑环境等方向，为准确判断节能方向

提供决策支撑：二是加强技术的基础研发，联合相关学科，强化技术基

础，完善地方性技术应用数据基础，如地源热泵、太阳能等；三是加强

有关建筑节能发展机制研究，尤其是市场化推进机制，以及本领域的金

融创新机制研究，通过机制创新来促进节能发展。

加强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与规范建设，为建筑节能趋势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在对现有的技术标准进行梳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修订和完善，为建筑节能工作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的同时，还需整合优势，

强化技术攻关，研发适用性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保障节能性能

与安全性。集聚研究资金、优势研究资源，开展重点课题研究。如被动

式节能建筑技术、新型防火隔热一体化围护结构节能体系、建筑适用型

空调系统节能技术体系、建筑运行能耗管理与调控技术体系、用能监管

平台技术、建筑能效实际运行效果评价技术体系、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技

术体系、保障性住房节能技术体系、绿色建筑适用性技术体系、低碳建

筑技术与评价体系、农村能源新技术等。以技术体系为支撑，广泛吸取

国外技术优点并全面整合“产、学、研、管”等方面资源，以产业化为

目的，迅速提升本市建筑节能领域的科技水平和核心竞争能力。

(四)强化建筑节能监管，完善建筑节能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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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是系统工程，为了有效督促并推进建筑节能的全面开展，

以管理为抓手，开展建筑节能工程全生命周期监管，规范管理流程，加

强组织协调，完善节能管理体制，健全建筑节能目标考核制度，杜绝监

管盲点，将建筑节能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建筑节能建材与设备产品的生产和市场监管，强化建筑节能工

程全过程监管，杜绝监管盲点。实施建筑节能材料与设备产品的生产许

可、产品能效标识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分别加强落实限制淘汰性与推

荐性使用材料与产品目录制度管理，同时加强市场监督检查和材料与设

备产品进场的抽检，杜绝劣质产品进入施工现场。从建筑项目报建、设

计招标、初步设计审查、施工图审查、建筑节能备案、施工过程监理、

竣工验收备案以及交付使用后的全过程实施节能监管。完善配套政策，

加强对材料生产企业、开发建设企业、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审图机构、能效检测单位、质监部门等各相关主体的监管力度，对采用

劣质材料、偷工减料、违法施工、使用“阴阳图纸”等违规行为加大处

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严把节能质量关。

完善组织，加强协调和管理，进一步完善建筑节能管理体制。一是

完善组织体系。明确市、区（县）两级建筑节能管理对口单位关系和管

理任务，市级建筑节能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区（县）建筑节能主管部门的

业务指导、目标考核等。二是加强协调沟通，在现有的市建筑节能协调

推进小组的领导下，增强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建设交通委、市政府

机管局、经济信息化委、旅游局、商务委、教委、卫生局等相关职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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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之间建筑节能工作的协同，形成中卫市建筑节能整体目标、任务、

配套政策的分解落实机制，以长效机制形式明确分工、有序开展各领域

的节能工作。三是加强市场管理。明确建筑节能相关企业资质管理、节

能材料与设备产品生产质量管理、市场准入管理、节能施工质量监管、

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管理等管理流程。

强化执行建筑节能从业人员执业资格和企业专业资质管理。对施工

队伍、技术人员、设计、监理人员、用能设备管理人员、政府管理人员

及相关企业实行建筑节能资格、资质管理制度，使从业人员与企业能提

升技术水平，确保节能工作效果。

(五)加强政策调控力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进一步完善建筑节能推进机制，规范建筑节能推进参与各方面的责

任义务和行为，努力建立和完善本市建筑节能推进的长效机制。

加强建筑节能的经济政策调控，完善节能激励机制。一是建立建筑

节能政府专项基金支持开展建筑节能领域系列工作，积极引导社会资源

投入建筑节能产业。二是积极出台财税政策，对节能企业给予贷款、贴

息或者税收优惠，对使用列入建筑节能优选目录的材料与产品给予政策

优惠，对专业能源管理公司予以政策扶持等。三是加强金融制度创新，

为节能改造市场开创新的融资环境，提供资金筹措优惠，创新投资盈利

模式，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建筑节能产业，以此推动建筑节能改造规模化、

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四是加强重点工程示范，积极发挥示范辐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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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总体部署，落实国家《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以及

实现本市建筑节能规划目标，对高于现行节能标准的新建建筑、具有推

广价值的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有一定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创建

绿色建筑、探索低碳城区建设、新材料和新技术的综合项目、国家机关

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政策鼓励和支持，全

面调动全社会参与和投入建筑节能的积极性。

加强对高能耗与重点能耗建筑的政策约束。一是对宾馆、商场等大

型新建公共建筑实施建筑能耗核准制，从源头控制高能耗建筑的增量。

二是建立既有公共建筑能耗定额制度，明确高峰负荷限额，实施建筑能

耗公示制度。在能耗统计与能源审计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各类大型公共

建筑的能耗定额标准，并实施建筑能耗定额管理和建筑能耗公示制度，

超过基本定额一定范围的，再进一步实施超定额加价制度，并限期进行

能效分析与节能改造，以此约束高能耗建筑的发展。三建立目标责任管

理制度，对重点用能建筑将能耗列入目标责任管理，制定能源定额和支

出限制，用具体明确的能耗目标约束建筑日常运行管理，并依照节能的

实际情况予以奖励或惩罚。

坚持“节能优先”的建设方针，贯彻节能激励机制。政府在制定和

实施全市总体规划、城区规划、专项规划、产业规划、社区综合改造、

小区修建等各类规划安排中，应充分体现激励节能的具体导向，避免城

市建设过程中的大拆大建，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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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善能效测评技术，推行能效测评标识制度

扩大用能设备产品的能效认证机制，建立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制度，

完善能效测评机制，提高建筑能效测评技术，提升用户对节能建筑的认

知，引领节能建筑消费需求，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效，督促各建设主

体实施节能标准与措施。

进一步规范并扩大用能产品、设备的能效认证制度，推行能效等级

市场准入制度。组织修订、完善用能产品的能效认证标准，拓展用能产

品能效认证范围，包括建材与可再生能源系统材料等，提高市场准入能

效标准，实施强制性市场准入制度。既有建筑必须提高用能设备的能效，

逐步按照高能效标准采购新设备，实现既有建筑用能设备的节能，推行

门窗节能性能等级标识制度。

建立并逐步有序推广建筑能效测评标识制度。先对宾馆、商场、办

公等高能耗建筑开展建筑能效等级评定，然后再对其他公共建筑以及居

住建筑推行能效等级评定；先对新建建筑全面推行能效标识制度，然后

再逐步对既有建筑开展能效等级评定，尤其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对

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用能设备系统的效率、单位建筑面积的

实际能耗指标进行检测评估，并以能耗指标为依据，对建筑实施不同等

级的能效标识，定期向用户公布，帮助用户直观了解并判断建筑能效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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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第三方公正、公平、公开的能效测评机制。进一步完善建筑能

效检测评估技术与手段、规程、标准体系，加强技术集成研究，准确客

观检测各种节能技术、产品以及措施的节能效益，分析整体效能。在现

有的基础上，规范管理第三方能效测评机构，实施专业资质管理与职业

资质管理制度，形成完整的行业节能检测认证体系，为能效测评标识制

度推广，节能改造评估认证提供公正科学的服务，引导建筑节能产业规

范化发展。

(七)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增进建筑节能共识

通过多渠道开展建筑节能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倡

节能低碳生活方式，宣传教育范围覆盖从业人员、责任主体、普通市民

等人员，提高建筑节能意识，形成建筑节能重要性的社会共识。

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如媒体、展览会、公益广告、节能宣

传周、交流研讨、现场会、推广会等，针对性地组织建筑节能工作的宣

传活动，向全社会宣传建筑保温隔热和节电、节水重大意义和有关政策，

营造政府有效引导、企业自觉执行、公众积极参与的氛围。

强化建筑节能教育基地常态化教育，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建

设。开展系列技术专业培训，提高建筑建设与运行中开发商、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企业中技术主体对建筑节能重要性的认识，增强

节能责任意识，提高建筑节能专业技术技能。同时建筑节能相关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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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通过系统专业培训教育，提高从业人员对建筑节能系统性认识，增强

建筑节能的全局观。

加强节能科普宣传，普及建筑节能知识，提升市民大众的节能观念。

有计划、有针对地运用各种方法手段引导社会各方学习，掌握节能的科

学方法，不断提高建筑节能技术与产品的透明度、认知度和接受度。让

节能贴近市民，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

加强节能示范试点的宣传，科普市民节能知识的同时，有效发挥示

范工程的辐射效益，刺激潜在节能需求的培育与发展，促进节能理念的

推广，推动节能技术产品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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