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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阳阳能能建建筑筑一一体体化化叫叫好好难难叫叫座座
生产厂家看好发展前景，用户和开发商热情却不高

据统计，淄博市年日照小时数
在2200小时以上，年太阳辐射总量
大约为每平方米5445兆焦，属于太
阳能开发利用条件较好的地区，太
阳能资源丰富。

目前，太阳能在建筑上光热应用
最普遍的形式主要是太阳能光热系
统与建筑一体化，就是将太阳能的光
热利用与建筑有机融合，实现与建筑
的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
步投入使用，使其成为建筑的有机组
成部分，从而降低建筑能耗，达到节
能环保的目的。2010-2013年底我市光
热建筑应用面积总共700多万平方米,

每年就可节约15400吨标准煤、减排
497 .58吨S02、223 .74吨N02、380 .75吨烟尘
等。

淄博市属太阳能

开发条件较好地区

据《淄博市关于全面推进绿色
建筑发展的意见》，从2013年开始，
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机关办公
建筑和保障性住房，单体建筑面积
超过2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以
及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住宅
小区，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到
2015年，城区及县城新建建筑全面
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实现从节能建
筑到绿色建筑的跨越。

明年淄博市实现

节能到绿色跨越

近日，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的《淄博市狠抓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 强力推进建设领域节能减排
工作》中，规定2014年淄博市计划完成太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应用120万平方米。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是将太阳能热
水系统作为建筑的标准体系进入建筑领域，实现与建筑的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后期管理，从而实
现二者的完美结合。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市场上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却面临着叫好难叫座的尴尬。

用户、开发商谁都不买账

不少市民表示，鼓励利
用太阳能是好事，但某些开
发商和企业为了降低成本
而安装劣质太阳能却给市
民带来了许多不便。“热水
器坏了，物业与太阳能企业
相互扯皮推诿，谁都不肯
修。”刘先生告诉记者，最后
家里又重新安装了电热水
器。而且，太阳能容易受到
季节和光照的限制。冬天太
阳光照不足，家又住在低

层，刘先生对冬季家中热水
温度不太满意。。

另外，住建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不少开发商为了
追逐利益而压低太阳能热
水器的成本，同时有的住户
不喜欢用太阳能热水器，安
上还增加成本，因此开发商
不愿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就
算不装太阳能，房子也照样
能卖得出去，于是太阳能企
业面临着两难境地。

本报记者 谭文佳

发展空间大，企业很乐观

淄博市福德太阳能企业
经理张倩说，零售市场份额缩
小有很大原因是外地太阳能
企业竞争力强，这些企业多是
耳熟能详的大企业，对本土太
阳能市场的冲击很大。于是本
土太阳能企业选择与开发商
合作，转做太阳能与建筑一体
化，同时这也是近几年政府大
力发展的重点项目。

对此，福德太阳能集团
董事长房富民表示，太阳能

未来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下一步太阳能企业发展需要
解决的一大问题在于楼房设
计之初的结合。房富民告诉
记者，由于设计不到位，会出
现二次安装等后续问题，因
此如何与设计院做到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是未
来太阳能企业需要重点攻克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消
费者的权益，让住户用上安
全、节约又节能的热水器。

用制度强制推行应用太阳能

据悉，淄博市早在 2 0 1 0年
发布的《关于加快太阳能光热
系统推广应用的意见》中规定，
新建、改建、扩建的12层以下住
宅建筑和集中供应热水的公共
建筑，必须应用太阳能光热系
统，并与建筑进行一体化设计
与施工。鼓励 1 2层以上高层住
宅建筑逐步采用太阳能光热系
统。市住建局科教科孙瑜表示，
这是为了解决目前许多开发商
不愿装太阳能而颁布的强制性
措施。

孙瑜告诉记者，随着淄博
市高层建筑越来越多，许多居
民住宅都建在 1 2层以上，目前
住建局正起草高层建筑推广太
阳能光热一体化应用，主要针
对12层以上建筑。但是，现在需
要克服的困难也很多，在高层
安装要有抗风等技术支撑，而
且国家目前还没有相应的高层
标准规范，但济南、青岛等大城
市已经开始推广。据悉，从2010

年至今，淄博市太阳能光热建
筑应用面积达700多万平方米。

山东理工大学学生浴室太阳能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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