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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源热泵空调系统运行两
年，温度恒定在18℃-26℃之间，
达到了冬暖夏凉的效果，项目每
年可节省标准煤约1050吨，减少
渣土排放量约300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2592吨。”临沂市三河
里社区地缘热泵系统项目经理
孙晓涛介绍。

孙晓涛算了一笔环保账，临
沂地区该项目仅有25%的能量来
自电力，75%的热量来源于地下
热源，并且系统建在地下，节约
了冷却塔等室外设备，没有锅炉
房及附属煤场，节约了土地资
源；夏天用地上热量回补地下，
降低室内温度。

枣庄的水源热泵空调系统
也采用了类似的原理，利用含有
大量稳定能源的地下水作为空
调系统排热或吸热的热源。

“我们小区水源热泵系统的
年运行成本大概为 19元/㎡，虽
然和枣庄当地的取暖成本差不
多，但是我们不仅冬季能提供取
暖，夏季还可以提供3个月制冷，
小区入住率达到 7 成左右的时
候，系统就会收支平衡，而且住
户使用中央空调，光安装空调的
钱就能省下好几万。”小区负责
人告诉记者。

一个空调系统

节煤一千吨

节节能能改改造造，，能能否否让让业业主主不不掏掏钱钱
临沂引入合同管理推广绿色建筑

山东省政府不久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提升建筑质量的意见》提出，从2015年开始
全面执行居住建筑节能75%、公共建筑节能65%的设计标准。节能建筑是否能够解决传
统建筑高耗能、低效率的弊端？记者走访省内节能建筑和绿色建筑推广较好的临沂市与
枣庄市，看节能改造效果如何，成本又有多高，探索解决问题的双赢之策。财经调查

本报记者 徐瀚云

“临沂市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收
费平均为135元/㎡，国家补助资金
45元/㎡，省里配套15元/㎡，临沂
市配套45元/㎡，算下来仅有30元/
㎡的空缺需要住户自己来掏。”临沂
市住建委副主任张济民说，这其中
就包含了分户计量改造、管网改造
等成本。

张济民解释，分户计量收费以
后，用多用少居民自己说了算，如果
家里长时间没人，可以完全关闭；节
能改造以后建筑的保暖效果好，供暖
用量本身就会减少，几年下来，节省

的取暖费就可以将改造的费用全部
挣回来；并且房间在夏天也会更凉
快，可以节省制冷的费用；住户再也
不用担心楼里如果有人不交取暖费，
全楼都要停暖的尴尬。

不过，由于建筑节能改造除去国
家补助资金和各级政府的配套资金，
住户往往还要自己再掏一部分钱，

“各个地市补贴不同，有的地方补贴
少，住户就得多掏钱，这也是住户最
难接受的，除了资金问题，还有的住
户嫌麻烦，也不愿意改造。”枣庄市住
建局局长王新生说。

账本

节能改造老百姓掏多少？

延伸阅读

求解

合同管理,解决成本难题

节能建筑和绿色建筑采用高新
技术，增加建筑成本在所难免，房地
产开发商和消费者都不愿增加负担。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越来越多的项目
开始由技术提供方投资，通过一段时
间的运营回收成本和盈利，再将整套
系统交还给业主，实现双赢。

临沂市行政服务中心就采取了
合同能源管理的办法。2012年，临沂

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山东同德技
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约，采用合同
能源管理模式对行政服务中心进行
节能改造，并建设能耗检测平台。

“项目总投资260万元，效益分享
期为5年，这5年内，预计综合节能率
20%以上，节约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收
入。”项目经理程健说，“预计5年总收
入能达到500万元。”

“刚搬来那几年，冬天屋里可冷了，
在家得穿毛衣毛裤。”家住临沂市金河
社区的王树芹说起刚搬进来的时候供
暖不足，居民一到冬天就得打投诉电
话。

金河社区从2004年开始兴建，2007
年居民陆续入住，由于距离供暖站比较
远，这儿的暖气在冬天总是不太热，屋
子里的温度往往只有13℃左右。

2013年，社区内26栋居民楼进行
建筑节能改造，内容包括楼外围护结
构、热计量及温控、换热站节能三项，记
者观察到，改造后社区的窗户全部变成
了双层窗户，外墙也有明显的变化。

“去年冬天屋里大概17℃左右吧。”
70岁的社区居民王凤印告诉记者，“不
光冬天温度高了，夏天也比以前凉快
了，改造前过一个夏天得开一个月的空
调，今年我家一共就开了4天空调。”

王树芹介绍，通过建筑节能改造，提
升了热源效率，2013-2014采暖季结束后，
社区内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改造
后的居民楼室内温度普遍提升了2℃-
4℃。

个案

居民楼改造后

室内温度提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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