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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耗强度 指标要求

1） 铜级：应满足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要求；

2） 银级：相比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要求降低 20%以上；

3） 金级：相比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要求降低 25%以上；

4） 铂金级：相比于现行国家建筑节能标准要求降低 30%以上。

【设计与应用说明】：

长期以来，我国建筑节能一直使用相对节能率概念，以 80年代未采用保温

隔热措施的建筑，在给定的室内热湿环境参数下，通过动态能耗模拟软件计算

出的年供暖供冷能耗结果为基准，设定相对节能目标，如节能率 65%或 75%。

这是我国过去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用做法。

随着我国建筑节能工作的深入开展，建筑节能评价和管理开始从相对节能

率向能耗限额转变。在双碳战略目标背景下，以能耗限额为评价指标的意义更

为明显，不仅有助于建立以实际节能效果为导向的建筑节能工作观念，进一步

夯实能碳联系，形成以减少碳排放为最终目标的反向节能设计和管理，还有助

于消除不同气候区因相对节能率不一造成的评价差异，因此，本导则采用能耗

强度（即能耗限额）作为建筑节能水平的评价指标。

根据设计和运行两个阶段的特点，分别规定如下：

1）对于设计建造阶段的新建、改建和扩建民用建筑，由于生活用能较难准

确模拟分析，因此仅关注供暖空调和照明系统能耗这两类建筑主要能耗，可采

用能耗模拟软件，计算建筑在标准工况下的能耗情况，结果要求不高于现行国

家强制性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的平均能耗水

平。该平均能耗水平是基于典型建筑在不同气候区计算得出的建筑标准工况能

耗值。进行银级及以上等级碳中和预评价的建筑，应在《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

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给定的平均能耗强度基础上再降低相应的比例。

2）对于已投入运行的建筑，其能耗强度应采用实际计量或统计的结果，且

不高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的约束值。需要说明的

是，当建筑运行后实际使用人数、小时数等参数和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

耗标准》GB/T51161中规定值不同时，可对建筑实际能耗进行修正。进行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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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等级碳中和评价的建筑，应在《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能耗约

束值基础上再降低相应的比例。

在建筑围护结构的性能大幅改善后，内扰成为影响建筑能耗的主要因素。

模拟和实际测试均表明同一气候区的同类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结果差别不大，为

了便于理解和执行，上述标准中未涉及的公共建筑类型，可按能耗特点相近的

原则进行近似考虑。

公共建筑内部集中设置的高能耗密度的信息机房、厨房炊事等特定功能的

用能不应计入公共建筑非供暖能耗中（依据是《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第 5.1.3条）。

二、建筑负荷调节能力 指标要求

1）铜级：不做要求；

2）银级：≥20%；

3）金级：≥30%；

4）铂金级：≥40%。

【设计与应用说明】：

电力系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非线性时变能量平衡系统。传统电力系统采取

的生产组织模式是实时的“源随荷动”，即用一个精准实时可控的传统发电系

统，去匹配一个基本可测的用电系统，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滚动调节，实现电

力系统安全可靠运行。传统电力系统实时控制一般以小时为单位，并可分为峰、

谷、平等三个时段。峰、谷时段的划分意味着用电/供电负荷存在波动性，这既

是以满足需求侧用电为目标的体现，同时也是电网经济性、安全性问题解决的

关键。

建筑负荷调节能力的实施目的是在满足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削减高峰

时段负荷，降低建筑用电负荷波动，进而支撑电网供电负荷曲线平滑，帮助电

网实现更加灵活、韧性、经济的供电。可独立或组合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1）设置蓄能设施

蓄能设施包含蓄电、蓄冷、蓄热，具体技术路径可以根据实际工程条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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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种或多种。除蓄电外，蓄冷、蓄热可以在用能高峰时段满足的冷、热负荷

需求（释放的蓄冷或蓄热量），应根据制冷制热系统的性能系数转化为用电负

荷，再与该时段的总用电负荷进行比较。

（2）设置具备 BVB技术的充电桩

BVB（Building to vehicle to building，建筑电动车交互）技术是通过在建筑

用地范围内设置的充电桩使用建筑供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在需要的时候通过

充电桩从电动车取电，从而实现建筑用电与电动车充放电耦合的技术。安装有

BVB技术充电桩的建筑，当电动汽车不使用时，可将车载电池的电能反向输出

给建筑用电系统。目前电动汽车电池容量普遍达到 80kWh，且大部分已有 V2G

（Vehicle-to-grid，车辆到电网）功能，一辆车约可满足 200m2建筑日用电量。

在停车位数量满足相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具备 BVB技术的充电桩数量占

停车位总量比例分别达到 10%、15%、20%，即可认为满足银级负荷调节 20%、

金级负荷调节 30%、铂金级负荷调节 40%的要求。

（3）存在峰谷电价的地区，在高峰和低谷用电时段，通过建筑管理系统调

节建筑用电负荷

高峰用电时段一般是高峰电价对应的供电时段，并不一定完全与建筑的高

峰用电负荷时段重合（部分重合）。峰谷用电波动较大的地区，一般会采用峰

谷电价的方式引导需求侧高峰时段减少用电、低谷时段增加用电。采用建筑管

理系统调节使用行为以削减建筑用电负荷时，首先应在电网高峰用电时段内确

定建筑高峰用电的调节时间段（建筑尖峰用电时刻前后各一小时）；其次根据

确定的建筑高峰用电调节时间段，计算建筑用电高峰平均值；最后根据建筑设

计建造情况、使用功能需求、建筑设备系统形式，通过调整设备运行状态，实

现降低用电负荷。在调节使用行为时，需通过模拟分析判断室内舒适度降低情

况，应确保满足基本建筑使用功能需求。

建筑管理系统至少应包含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室内环

境监测系统，其中室内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温湿度、照度、

CO2浓度。鼓励采用智能化系统，实现基于监测结果的智能调节。

用电高峰时段 2小时的负荷调节能力是建筑与电力交互（GIB）的基本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3%BB%E7%BB%9F/47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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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需求侧的建筑用电负荷调整是负荷调节能力的初级形式，随着智能电网的

发展，未来将形成建筑根据电网信号，实时调整建筑负荷，并根据电网的实时

电价，进行逐时结算的新型供用电模式，这将有利于全面消纳光电、风电，提

升电网的稳定性、经济性，减少建筑开发建设的电力增容费，促进电网实现深

度脱碳。

最高日用电负荷是负荷调节能力的比较基准，新建建筑可通过模拟分析方

式确定；既有建筑应根据过去一年能耗监测系统记录数据进行分析确定。

对于超过 10层的建筑，考虑到实施难度较大，现阶段负荷调节能力要求可

按 50%处理。

三、可再生能源电力替代率 指标要求

1）铜级：≥2%；

2）银级：≥4%；

3）金级：≥8%；

4）铂金级：≥15%。

【设计与应用说明】：可再生能源电力替代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100% （4.2.4）

式中：Rre——可再生能源电力替代率，%；

Ere ——建筑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用电量，kWh；

E ——建筑运行使用电力用量，kWh；

Ei ——建筑运行使用的除电力以外的第 i种非可再生能源用量；

fi ——i类型能源的能源换算系数。

建筑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光热、太阳能光伏、地源热泵、水源热泵、空

气源热泵、生物质能以及风力发电等（导则第 4.2.1条）。采用任一种可再生能

源都可降低建筑运行碳排放强度， 但与热泵和生物质能相比，可再生能源电力

的应用场景更广泛，可满足不同时段、季节、功能的需求。鼓励建筑提高可再

生能源电力的使用比例，有助于建筑更加主动的参与分布式能源系统建设和使

用，从而加速形成智能微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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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标所指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仅指可再生能源产生的可商品化的电力，如

光伏发电，不考虑热泵和生物质能替代的能源消耗（此部分的有利影响在建筑

碳排放计算部分体现），即应用的热泵和生物质能不进行能源类型换算。计算

公式 4.2.4的分母是建筑所用到的全部能源，包含电力、外购热、外购冷、化石

能源等，对于外购的热、冷、化石能源，应按照导则附表 A换算成电力。公共

建筑内集中设置的高能耗密度的信息机房、厨房炊事等特定功能的用能可在建

筑总能耗中扣除（依据是《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2016，第 5.1.3

条）。

建筑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可以是在建筑结构上或在建筑用地红线内安装

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设施，也可以是用地红线外输入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应由专

线接入，导则 6.1.2条），但不包含建筑采购的绿电（无论是购买绿证还是签订

PPA，但绿电是可用的碳抵消措施）。

十层以上建筑采用屋面（包含裙楼屋面）实际铺设光伏面积与可铺设面积

比例判定，当实际铺设光伏面积比例分别为≥30%、≥50%、≥70%、≥90%时，

依次满足铜级、银级、金级、铂金级要求。

四、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指标要求

1）铜级：不做要求；

2）银级：≥30%；

3）金级：≥50%；

4）铂金级：≥70%。

【设计与应用说明】：

既有建筑项目进行碳中和不考察绿色建材应用情况，同时也不考察建筑前

期碳排放量（因此部分属于“沉没”碳成本，可能在多个碳排放管控周期前发

生），也即既有建筑（未做改造）进行碳中和评价没有全生命期概念。对于进

行节能或绿色改造的既有建筑项目，仅考察新增使用建材的部分，绿色建材的

使用比例对比的基准也是新增使用的建材量。新建建筑项目所用建材应全部纳

入考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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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统计的绿色建材应提供绿色建材标识评价证书，当产品缺少专项绿色

建材评价标准，无法进行评价或产品尚未进行绿色建材评价时，可根据产品检

测报告，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出具评估报告，以证明该产品在环境保护和使用性

能方面优于行业平均水平。评估报告内容应包含建材环境影响评价（EPD）或

碳足迹（CFP）内容。

五、绿容率 指标要求

1）铜级：不做要求；

2）银级：0.5；

3）金级：0.8；

4）铂金级：1.0。

【设计与应用说明】

既有建筑或特定区域内没有条件提升绿容率的项目，本指标可不考核，但

仍应计算绿容率数值。

对于整个地块中仅取一栋建筑进行碳中和评价的项目，绿容率指标应取地

块用地红线范围内的整体绿容率数值，当建筑周边存在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如

道路）时，也可只计算分界线以内的绿容率。

六、常见问题解释

（1）运行阶段碳中和预评价，碳排放需要模拟吗？

尚未实际使用的建筑，在进行运行阶段碳中和预评价时，需要进行能耗模

拟，并根据能耗模拟情况进行碳排放计算。

（2）碳中和评价四个等级，是不是必须均要满足碳中和？

是的，碳中和是进行评价的前提，导则明确提到在评价前应进行碳中和声

明。

（3）绿电价格怎样？是否必须购买？

绿电仅是碳抵消的一种方式，不是必须购买。绿电价格是交易市场决定的，

目前比非绿电价格高 0.03-0.05元/kWh，即绿电价格比基准电价高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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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废热的碳排放如何计算？

废热本身不产生碳排放，但制热的过程一般会有碳排放产生。废热利用从

热量置换角度来看，同样无碳排放产生，本导则现阶段暂不考虑废热制热过程

中的碳排放分担问题，认定废热利用为零碳排放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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