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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阳能技术包括太阳能光电技术与太阳能光热技术。太阳能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且可永久获

得，因而太阳能光热利用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节能减碳项目之一。然而在我国民用建筑太阳能使用和推广

中已出现诸多问题：太阳能光热产品市场无序竞争，小区住户安装太阳能光热产品遇到技术、管理和法律

层面的阻碍。建议地方政府制定相关节能强制政策与技术规范，主要包括：制定民用建筑太阳能热利用强

制政策和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技术规范，清晰楼顶产权，建立政府补贴制度，成立太阳能光热利用专业指导

委员会，从而实现节能减排与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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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of Civi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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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lar energy technologies include solar photovoltaic technology and solar optothermal technology. The
use of solar energy does not produce pollution to environment, and it can be obtained permanently, so the solar energy light
heat utilization will become one of world's largest projects in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The civil engineering
solar energy use and promotion in our country have many problems. The market for optothermal products of solar energy
is in disorder competition. There are some hinders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legal aspects in community residents
installing solar optothermal products. It is suggested that local government sets down relevant energy-saving mandatory
policie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such as making mandatory policies of solar thermal utilization for civil construction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solar building integration, clarifying building roof property, establish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system and setting up a profess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solar energy optothermal utilization, so as to achiev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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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越来越追求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比如冬天使用暖气，

夏天使用空调），但却加大了对能源的消耗。而太阳

能是非常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其光热产品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

在建筑物节能方面，太阳能的应用大致可分为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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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和光热转换 2 种形式。湖南省长株潭地区的年
日照时间为 1 800~2 000 h，年辐射总量在 410~450万

kJ/m2，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这为该地区利用太阳

能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统计，欧美等发达国家民用建筑的能耗约占

国家总能耗的 40%，而我国民用建筑的能耗大约为

25%[1]。该数据表明，民用建筑能耗在能源消耗中占

有较大比例，几乎占据各种能耗之首位，而民用建

筑能耗的 50%以上是用在冬季采暖和夏季制冷上。
随着能源供应的日趋紧张，能源将成为制约国民经

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此情况下，湖南省提出

了在长株潭地区实施促进“两型社会”发展的战略，

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在快速发

展经济的同时努力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而民用建
筑作为耗能大户有着巨大的节能潜力，应大力提倡

和推广太阳能光热和光电、地源热泵、热管和相变

蓄热材料等节能技术[ 2 ]。在提高人们居住环境舒适

度的同时，降低建筑耗能总量，有效缓解能源的供

需矛盾，既具有实际经济意义，又具有重要的社会

意义和环保价值。

1 太阳能技术

目前，在建筑物节能方面太阳能的应用技术主

要有太阳能光电技术与太阳能光热技术 2 种。
1.1 太阳能光电技术

太阳能光电技术的应用就是利用太阳能电池在

白天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将其储存在蓄电池内，

晚上在放电控制系统下将电能释放出来，以供通讯

系统、路灯、楼梯、室内照明和其他用电需要。

太阳能光电转换主要由太阳能电池、充放电控

制器、蓄电池、负荷等部分组成一个系统。太阳能

电池组件是由多个单晶硅或多晶硅单体电池串并联

而组成，其作用是把光能转化为电能[3]。充放电控制

器用来控制蓄电池的充电和放电，还能对蓄电池的

电流、电压和温度等进行监控和数据采集，并具有

反向放电保护功能和极性反接电路保护功能。蓄电

池是系统的储能设备，它的主要作用是将太阳能电

池所产生的电能储存起来，在用电器需要时放出电

能。随着大功率 LED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将太
阳能光电技术与 LED技术相结合将是非常节能的照
明技术[4]。

1.2 太阳能光热技术

太阳能光热技术就是将太阳辐射能量转化为热

能的技术。太阳能光热技术通常可分为直接利用和

间接利用 2种方式。
常见的直接利用太阳能的方式有：1）利用太阳

能空气集热器供暖或进行物料干燥；2）利用太阳能
热水器提供生活热水；3）基于集热 -储热的原理间

接加热做成被动式太阳房；4）利用太阳能加热空气
产生的热压来增强建筑通风等。但目前技术比较成

熟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太阳能温室蔬菜大棚、太阳

能干燥中药材和果脯、太阳能热水器等[5]。其他几种

技术还处于研发阶段，且由于一次性投资较大，因

此，走向市场和大范围推广还需假以时日。

太阳能间接利用的主要方式有：1）太阳能吸收
式制冷；2）太阳能吸附式制冷；3）太阳能喷射制冷。
这些制冷技术虽然还处于研究阶段[ 6 ]，但已显示出

了巨大的市场前景。随着世界范围研发资金的不断

投入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今后这些技术将会取得突

破性进展。

2 应用太阳能技术的优势

太阳能作为清洁能源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但在目前情况下，应用太阳能技术既有较大的优势，

又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2.1 太阳能对环境没有污染

太阳能作为可再生能源，与传统化石燃料（包括

煤、石油和天然气）相比有较多优势。由于化石燃

料在使用过程中会排放出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如

CO2,CO,NOx,SO2,H2S，多环芳烃和含N,S,O杂环有机污
染物等，对水、土壤和大气造成严重污染，形成温

室效应和酸雨，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身体

健康。而太阳能却是一种较理想的清洁能源，它虽

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燃料，但可在许多领域部分代

替或大部分代替传统燃料，从而减少碳排放。

如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按每平方米集热计算，每

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322 kg，二氧化硫 3.96 kg，二氧化
氮1.98 kg，粉尘3.06 kg；可节省环境治理费75元 /m2。

每台太阳能热水器寿命期以 10 a来计算，则总效益
可达 750元 / m2 [7]。因此，太阳能技术正日益受到世

界各国的重视。目前，长株潭地区太阳能热水器年

安装量约为 100多万m2，总保有量达 1 500万m2。年

可节约标准煤 230万 t [8]。应用太阳能技术有如此巨

大的节能减排效益，应将该产业纳入节能环保的优

惠财税政策扶持体系。

2.2 太阳能可永久获得

太阳是一个巨大的能量源，每秒辐射到地球上

的能量相当于 500万 t标准煤。对于人类活动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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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是一种可利用的、无尽的能源。随着化石燃

料的不断开采和消耗，能源的供应越来越紧张，开

发和利用太阳能就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太阳能的

利用无需运输，只需通过专门的技术和设备，就可

将光能转化为热能或电能，且利用这一能源完全是

免费的。因此，太阳能光热利用将会成为世界最大

的节能减碳项目之一。

虽然太阳能光热和光电技术具有许多优势，但

目前多晶硅转换太阳能的效率还较低（一般在 20%
以下），且受季节、地点和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太阳能光电、光热转换器不能维持平稳的工作。另

外，多晶硅的生产需消耗大量的能源，产生巨大的

污染。因此，到目前为止，太阳能的转换设备投资

较高，其技术还不够成熟，需加大研发资金，使之

进一步完善。目前，除太阳能热水器和温室大棚的

利用技术比较普及和成熟外，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

制冷等技术尚处于实验阶段，距离大规模地推广还

有较大差距。因此，太阳能在近期内还无法取代化

石能源而占据主导地位。

3 太阳能利用与推广中出现的问题

以长株潭地区为例，该地区太阳能资源相对丰

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能源环保问题日益

严峻，这为太阳能热产品在该地区的利用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但在使用和推广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主

要表现如下： 

3.1 市场竞争无序导致良性发展遇阻

无论太阳能热水器市场还是太阳能光电市场，

有上万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在经营。其中多数厂家的

生产工艺落后，技术研发队伍薄弱，营销安装服务

良莠不齐；部分零配件质量差，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市场处于恶性竞争状态，良性竞争机制迟迟不能形

成。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太阳能热利用产品在市场

上的良性发展。

3.2 多数小区管理拒绝太阳能热利用

现在太阳能热水器一般从通风管道或外墙走管，

这样不但影响通风效果，而且一旦管道破损，还会

发生渗漏现象。加之业主在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时，需

要在楼顶层面上打孔，这样容易破坏防水层，而且

楼顶上放置过多的太阳能热水器，楼体承重也会有

所增加。此外，杂乱的太阳能热水器还会影响楼房

的美观。因此，开发商在小区设计时基本没有考虑

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也就没有预留安装太阳能热水

器所必须的上下水通道。因而较多小区物业不允许

住户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以免给小区管理和维修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

3.3 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没有推行

太阳能热水器或太阳能电池板一般都需安装在

楼顶才有利于采光。但由于当前国内没有统一的安

装规范，更没有太阳能与建筑结合的一体化设计标

准，因此开发商和设计院在设计时就没有考虑太阳

能利用问题，从而导致了楼建好后要安装太阳能热

水器，就必须解决楼顶的上水和下水管道问题以及

固定太阳能热水器装置问题。而这种事后安装和无

序安装的状态，导致顶层住户天花板漏水现象时有

发生。不仅太阳能热水器的安装存在这样的问题，太

阳能电池板安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3.4 楼顶产权不清

太阳能热水器或太阳能电池板一般需安装在楼

顶，但是楼顶的产权到底归谁所有，楼顶到底有无

产权，产权是属于整幢楼业主所有还是归顶层住户

所有，这些涉及到法律层面的问题，极易引起矛盾

的产生。一般来说，顶层住户自己安装时往往矛盾

较少（除物业干涉外），而下层其他住户安装时就会

产生矛盾。因为要固定太阳能装置就会对楼顶层面

产生轻微损伤，有些安装的管线可能还需通过顶层

住户，这就造成了顶层住户不容许下层其他住户在

楼顶安装太阳能装置的现象。因此造成的后果是大

多数住户无法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这样的局面不利

于整个社会的节能减排。

4 制定节能强制政策与技术规范

针对民用建筑太阳能利用与推广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应当制定节能强制政策，

并制定利用太阳能的有关技术规范，使太阳能利用

技术能顺利地在民用建筑得到推广。

4.1 建立民用建筑太阳能热利用强制政策

政府应尽快建立民用建筑太阳能光热利用强制

政策。强制安装太阳能的场所应包括：大型商场、医

院、学校、宾馆、饭店、健身中心、游泳馆、政府

机关和政府投资的建筑。应该加强节能减排宣传力

度，使小区住宅建筑及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住房等建

筑也尽可能安装太阳能产品。强制可有两个层次，一

是对上述范围强制安装太阳能热、光利用装置，二

是对民用建筑预留太阳能热水器上下水管路和空间

实行强制标准。

4.2 尽快建立技术监督抽查制度

迄今为止，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照明系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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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构成部件还未被列入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范

围。地方政府应当尽快建立或委托成立太阳能热水

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技术监督部门应加强对市场

的监管力度，接受企业或业主的委托，进行太阳能

热水器和太阳能光系统性能的质量检测。特别是太

阳能热水系统和太阳能集热器的检测、维护和售后

服务的市场监管亟待较强，因为其涉及到千家万户

的利益[9]。

4.3 制定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技术标准

在房屋建设项目管理体制中应纳入太阳能利用

的内容。从施工图审查阶段开始就应将太阳能利用

内容纳入其中，在工程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环节

中也都应有太阳能利用的强制建设工程管理制度。

根据GB50364—2005《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
技术规范》、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06K503《太阳能
集热系统设计与安装》等多项国标的要求，在工程

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等环节中，应强制纳入有关

太阳能利用的内容，并严格执行产品标准、工程标

准，建立资质证书管理制度。这样才有可能使太阳

能产品进入千家万户，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10]。

另外，应由政府主导实现民用建筑节能的基本

规定：1）实行太阳能系统最小贡献率的规定，即民
用建筑的热水器每年能耗的 30%~37%来源于太阳能
热水器，具体的规定值可根据地区气候带来计算决

定。2）实行民用建筑总能耗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最
小贡献率，即将采集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用于建筑

节能。

太阳能光热产品与建筑一体化应该是今后民用

建筑节能的必然趋势。比如，现在太阳能热水器还

是由小区住户自行购买和安装，这种方式有许多弊

端：产品五花八门，规格不统一，外观不能整齐划

一，质量没有保证。要逐步改变太阳能产品的利用

方式，由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房屋时跟建筑统一设

计，统一采购，同步施工，统一维护[11]，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太阳能产品利用的顺利实施，才能保证其

安装质量、运行维护和售后服务。这一措施还可使

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得到简化，并能遏制市场恶性

竞争，使太阳能产品市场得到净化。这些举措将给

太阳能利用产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并在给太阳能生

产经营企业带来良性发展契机的同时，促进节能减

排目标的实现。

4.4 清晰商品房楼顶的产权

目前，国家在法律层面上对商品房楼顶的产权

似乎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住建部《商品房销

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规则》，购房者所购

买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即为套内的建筑面积与应分

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之和。因此，分摊的公用建筑面

积已计入购房价格之中了。也就是说，楼内所有产

权人都可享有这部分公用建筑面积的产权。因而，商

品房楼顶的产权是由楼内所有产权人所共有的，而

不是楼顶住户所独有。

界定出清晰的楼顶产权后，应由当地政府出台

相关的政策和规定，让楼内所有住户都有使用太阳

能产品的权利，让所有人都有权利加入节能减排的

队伍中来。

4.5 建立政府补贴制度

太阳能与建筑相结合符合节能减排的发展方向，

大规模地集中安装太阳能热光系统也必将成为未来

产业的趋势。政府应及早引导和介入，因太阳能热

水工程用户投资大而成本回收年限长，政府有必要

对直接投资安装太阳能热水工程的单位或个人进行

补贴。按国外的成功经验，多是以集热器的平方米

数为补助标准。可通过将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电

池纳入“家电下乡”计划的方式，通过中央和地方

财政对农民或居民购买的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电

池产品进行 20%左右的补贴。这样将在节能环保产
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两大任务中取得双赢。

4.6 建立权威的太阳能光热利用专业指导委员会

目前，我国太阳能光热利用政出多门，家家都自

称权威而家家无权威。政府可出面组建权威的组织

机构，对太阳能产业进行规划和指导，对产业标准

体系进行建设，对产业政策及标准规范进行监督，对

优秀品牌进行扶持推广，同时正确引导研发方向，并

对研发机构给予资金资助，逐步将太阳能热利用产

业做大做强。

5 结语

在民用建筑中利用太阳能有着重要的意义，应

当得到相应的重视。在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的相

关政策中，对节能、环保产品均有明确的财税政策

支持。但令人费解的是，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被排除

在外。应让太阳能热利用产业享受节能、环保产业

的优惠财税政策，让太阳能光和热利用产业在我国

各地形成良好的市场氛围，并为节能减排、促进低

碳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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