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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美国建筑节能研究总览》由许鹏、殷荣欣、朱亚明、吴昌甫、沈鹏元等人著，共计七章，从三
个方面总结分析了美国的科研、产业动态和政府引导走向，概述了美国建筑能源领域政策、技术和市
场的发展历史、动态。
总体描述了美国建筑节能产业链、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的分工和运作情况。
信息的来源以文献整理和分析为主，全部以非保密的公开文献作为依据。

《美国建筑节能研究总览》全面、系统地总结美国建筑能源领域的发展情况及最新动态、产业发展方
向，本书的出版可使中国建筑领域的从业人员和政府官员全面系统地了解发达国家在科研领域、新产
品研发领域的发展情况及动态。
期待着我们的工作能让您获得收益，并共同推动中国和美国在建筑节能领域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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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1975年能源政策与节能法案》颁布以来，美国政府对于节能与能效政策的支持
力度经历了一些起伏。
1978年颁布的《国家能源法案》延续了《1975年能源政策与节能法案》的内容，并增加了住宅、商业
、交通和发电领域的新条款。
当年美国的石油进口比例达到44％。
1981年，在加强能源价格的控制后，能源价格有所下降。
1983年的美国能源部国家能源政策计划强调石油价格的变化性和与之对应的灵活的能源政策的必要性
。
当年美国的石油进口比例降低到了33％。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能源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后期石油价格较低，没有新的能源法案颁布，
同时美国石油生产量减少，到1987年，石油进口上升到40％。
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使美国政府重新认识到节能政策的重要性。
《1991年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1991／1992年能源部国家能源战略》、《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都
对建筑、工业和发电领域的节能与能效作了新的规定，例如，电和天然气设施的整体规划、13大类的
住宅电器设备的效率标准和标识。
这些政策还包括了对建筑、工业、发电（供给侧与需求侧）和运输的相关能效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进行
大力的资金支持的条款。
1992年美国石油进口上升到46％。
1995年，节能与能效进一步得到重视，美国能源部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战略》中的五大战略之一是通
过扩大节能和能效技术的研发以及可替代交通燃料、可再生能源和技术的利用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由于美国经济和能源需求的增长、国产原油供应量的减少和可替代交通燃料的缺乏，当年美国的石油
进口上升到50％。
进入21世纪，美国的能源政策开始把重点放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上。
《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涵盖了很多交通、建筑和发电领域的新的节能与能效条款。
该法案对于能效与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的力度更大，且对能源供应侧如核能和碳捕获与
碳封存等技术提供支持。
而因需求的上升和国产原油的减少，美国的石油进口持续爬升，2000年为58％，2005年为66％。
 2.美国政府各层面的能源政策 美国能源政策可分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个层面，表1—1总
结了各层面能源政策与法规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联邦政府层面的政策与法规的最主要的优势是影响面广，联邦政府可以在节能技术商业化进程的最初
阶段对其进行奖励，可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如电器和汽车标准等，可为各州、各地方政府和私人企
业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这些都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扩大政策影响力。
其缺点是可能由于过度管理限制了市场的发展，以及低估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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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中美两国的这些差异，会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和建筑节能工作中的问题。
越深入进行这种比对研究，越能够找出脉络，挖掘出实质。
这种研究需要对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基本状况有全面了解，需要与美国相关机构、相关人员的直接沟通
、交流，并共同开展对比研究。
这也是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在建筑节能这一方向上准备主要开展的工作。
这些年来，尽管中美两国在建筑节能领域多有交流，在政府间、学术界、企业界都有很多交往与合作
，但是当真正要开展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时，就发现双方相互了解得还很不够，尤其是我国建筑节能
领域的社会各界缺少对炎国相关信息的系统了解，包括政策和标准体系，研究队伍、相关企业以及关
键技术和措施。
许鹏教授等学者所著的这本《美国建筑节能研究总览》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这些信息，第一次向我们全
面地展示了美国在建筑节能领域的情况，填补了这方面信息的空白，恰逢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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