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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能耗统计审计公示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能源管理

水平，降低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合理利用资源，同时增加高等学校校园

建筑能耗水耗状况的公开透明度，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促进高等

学校校园建筑节能工作的深入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国高等学校。 

第三条  本办法制定的主要依据： 

（一）《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令第 530 号） 

（二）《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的实

施意见》（建科[2007]245 号） 

（三）《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动态监测系统建设

实施方案》 

（四）《关于推进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节

能节水工作的意见》（建科[2008]90 号） 

（五）《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与管理技术导则》（试行）（建

科[2008]89 号） 

第二章  能耗水耗统计办法 

第四条  统计机构 

各高等学校应设立校园节能管理委员会、校园节能管理部门或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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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部门。校园节能管理部门或类似的管理部门，是高等学校从事本

校的建筑能耗水耗统计工作的授权部门，对本校的能耗水耗统计工作进

行委托、考核，并对上报数据负责。 

授权能耗水耗统计的单位必须具备技术力量、仪器设备、能耗水耗

统计分析相关经验。 

授权能耗水耗统计的单位，对调查数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准确性

负责，并负责向校园节能管理部门或类似的管理部门上报。 

第五条  统计内容 

（一）高等学校校园建筑按现有建筑条件，将统计分为初级统计和

高级统计两级进行数据采集。 

1、初级统计： 

 缺少初级统计对象的定义 

（1）建筑基本信息采集与统计，含建筑物基本信息调查，建筑近

年能耗水耗账单采集与统计； 

（2）建筑分类能耗，包括电量（kWh）、水量（t）、燃气（天然

气或煤气）（m
3
）、集中供热量（kJ）、集中供冷量（kJ）、煤（t）、

液化石油气（t）、人工煤气（m3）、汽油（m3）、煤油（m3）、柴油（m3）、

可再生能源、其他能源应用量；  

（3）建筑分类水耗，包括市政自来水耗量（t）、非传统水源（雨

水、中水）利用量（t）； 

（4）室内耗能设备或系统基本信息采集与统计； 

（5）运行管理节能及行为节能调查（含建筑用能管理制度）、建

筑内人员行为节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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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统计： 

（1）在初级统计的基础上增加对校园重点能耗建筑的分项计量内

容并具备相应计量设备； 

（2）在建筑分类能耗统计的基础上增加建筑分项电耗，包括照明

插座用电、空调用电、动力用电、特殊用电。 

（二）能耗水耗统计指标： 

1、初级统计：全年总能耗量、分类能耗、全年总水耗量、分类水

耗、全年建筑单位面积能耗量、全年建筑单位面积水耗量等指标； 

2、高级统计：在初级统计指标的基础上增加分项能耗指标。 

第六条  工作程序 

高等学校校园节能管理部门委托能耗水耗调查单位进行校园建筑

能耗水耗统计工作，并在规定时间上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

政部门或所属主管部门。高等学校校园节能管理部门应同时抄报给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或所属主管部门。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教育

行政部门对所在辖区内统计工作进行汇总整理，并在规定时间上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或主管部门。 

第七条  统计方法 

（一）工作准备 

能耗水耗调查统计前，被统计建筑的使用单位或物业管理单位应提

供下列资料： 

1、项目全套竣工验收资料和完整的竣工图纸； 

2、竣工后建筑物的维修维护改造资料； 

3、与建筑能耗水耗相关的系统、设备、材料和部品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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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建筑能耗水耗相关的设备、部品的运行管理规章制度与运行

管理记录； 

5、建筑能耗水耗历史数据，包括近年水、电、煤气、油、煤等能

源消耗账单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应用面积、供能量等； 

6、其它必要资料。 

调查测试人员对建筑进行能耗水耗分析、诊断前，应完成以下准备

工作： 

1、详细了解建筑物本身及各类建筑用能系统的形式，绘制主要用

能系统的流程图； 

2、备齐调查所需的数据记录表格； 

3、完成测量所必须的仪器设备的准备以及仪器设备的标定； 

4、提交建筑能耗水耗调查、统计的具体日程安排； 

5、做好与建筑业主以及分管能耗水耗人员的事前交流沟通。 

（二）初级统计方法 

1、建筑基本信息的采集与统计 

（1）建筑物基本信息调查 

a 完成建筑物基本信息调查表内容； 

b 调查方法采用查阅建筑竣工验收资料和竣工图纸与现场调查相

结合方式。 

（2）建筑近年能耗水耗账单采集与统计 

a 采集不少于一年的建筑电、气、油、煤等一、二次能源以及水的

消费账单，完成建筑近年能耗水耗账单统计表； 

b 调查方法采用查阅由被调查对象提供的能源消费账单或其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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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能源使用量的资料。 

2、建筑用能系统、设备基本信息采集与统计 

（1）完成冷、热源系统，空调系统，采暖系统，空调和采暖控制

系统，照明系统，动力系统，其它耗能系统，特殊耗能系统（如医院洁

净室、计算机房、恒温恒湿设备等）基本信息采集，填写建筑用能系统、

设备基本信息表； 

（2）通过查阅统计对象单位所提供的与建筑能耗水耗相关的系统、

设备和部品的详细信息，结合现场调查设备铭牌信息。 

3、室内耗能设备或系统基本信息采集与统计 

调查从插座取电的主要用能设备的种类、数量、额定功率、实际使

用功率和平均使用时间，填写室内设备用能情况调查表。 

4、运行管理节能及行为节能调查 

（1）建筑用能管理制度； 

（2）建筑内人员行为节能调查。 

（三）高级统计方法 

在初级统计的基础上，对已实施能耗分项计量的建筑进行能耗的分

项统计；对未实施分项计量的建筑根据《高等学校节约型校园建设与管

理技术导则》、《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节能监管系统建设技术导则》，结

合学校实际情况选择实施分项计量的建筑，加装分项计量装置，采集并

统计分项计量能耗水耗数据。 

第八条  统计数据处理 

建筑分类能源的年累计消耗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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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E ——统计对象建筑中第 i类能源的年累计消耗量；  

ijE ——统计对象建筑中第 i 类能源第 j 月的消耗量； 

 i——能源种类，包括：电、水、燃气（天然气或煤气）、集中

供热量、集中供冷量、煤、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汽

油、煤油、柴油、可再生能源及其它能源； 

j——月份，j=1,2,…,12。 

各类建筑分类能源的全年单位建筑面积消耗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subb

subbi
subbi F

E
e




  ,

,

                                

式中 ,i b sube  ——各类建筑中第 i 类能源的全年单位建筑面积消耗

量；  

b subF  ——各类建筑的总建筑面积。 

注：各类能源折算标准煤的理论折算值参见附录1。 

第九条  报表体系与报送 

各高等学校应按指定期限及时上报本校园建筑能耗水耗统计数据

给所属地方的建设部门、教育部行政主管部门或所属主管部门省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于每年的 3月底前向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教育部报送当地高等学校上一年度校园建筑能耗水耗数据。其他高

校参照实施，报送所属主管部门。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每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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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本辖区内所有高等学校的校园建筑能耗水耗数据采集工作。 

各高等学校年报制度表格应在每年2月底之前提交上一年度本校校

园建筑能耗水耗统计报表。 

统计报表格式参见附录 2。 

第三章  能耗水耗审计办法 

第十条  责任主体及审计机构职责 

（一）主管机构 

各高等学校校园节能管理部门或类似的管理部门是本审计制度的

主管机构，其具体职能部门负责审计工作的组织和管理，相关具体工作

可以委托本校或校外具有一定资质的专业机构来完成。 

学校应成立校园能源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应包括

校内财务、审计、监察、设备、能源管理等部门负责人员。 

（二）高等学校内部的学院、部门等建筑物使用单位及物业管理单

位 

高等学校被审计建筑物的使用者（各学院、部门、相关的建筑物业

管理部门）应高度重视建筑节能工作，积极配合高等学校建筑能耗水耗

审计工作，应主动配合对本单位使用的建筑进行能源审计。 高等学校

被审计建筑物的使用者或物业管理单位，必须指定专门责任人和联络

人。 

责任人职责：代表被审计建筑，对所提供的基本数据和相关资料的

真实性承担责任；负责与能源审计工作领导小组、能源审计机构或单位

的沟通与协调；负责安排建筑能源审计必要的现场工作条件，包括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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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点、现场测试便利条件等；负责提供建筑物的能源费用账单与能

源管理文件；在审计报告上签字。 

联络人职责：负责与审计工作领导小组、能源审计机构或单位的沟

通，并将问题反馈给责任人。 

（三）审计机构 

相关技术资质、技术装备及技术实力的高校研究及工程咨询机构、

专业从事能源审计的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可接受高等学校的委托，对高

等学校建筑能耗水耗状况进行能源审计，并对其能源测评、能源审计报

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四）审计机构职责 

审阅并记录一至三年（以自然年为单位）的能源费用账单，分析能

源费用账单，计算出能源实耗值； 

审阅建筑物的能源管理文件，对高等学校校园建筑中随机抽检 20%

的重点耗能建筑（指非实验耗能）进行能源审计，并同时检测室内基本

环境状况并记录备案（包括温度、湿度、CO2浓度等室内参数）。 

撰写审计报告：能源审计报告应列出审计的目的和范围、被审计设

备/系统的特性和运行状况、审计结果、确定的节能措施及相应的节能

量和费用，评估建筑能效水平，并给出进一步的节能管理建议。 

建筑能源审计报告应包括以下章节内容： 

第一章 概况（建筑能源审计的目的、建筑基本信息综述、建筑用

能系统概况和主要设备清单、审计工作小组的成员名单）； 

第二章 建筑物能源管理（建筑物能源管理机构、制度、建筑物能

源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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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筑能耗水耗分析（通过现场调研发现的建筑能耗水耗情

况、通过能源费账单分析得到的建筑常规能耗总量、通过分析计算得出

的建筑分项能耗指标（即空调通风、照明、供暖、室内设备和综合服务

系统）、建筑分类水耗指标（即市政自来水耗量、非传统水源利用量），

生均能耗水耗指标。应放在后述的能源公示部分）；    

第四章 节能潜力分析和建议； 

第五章 审计结论。 

第十一条  审计内容 

（一）校园建筑概况 

建筑名称、总建筑面积、运营状况、在校师生员工人数、建成及使

用年份、设计单位、建设施工单位、建设监理单位等。 

高等学校能耗水耗审计工作原则上以单体建筑为对象进行。各校也

可根据实际情况以二级单位（院、部、处）为对象进行。 

（二）建筑能耗水耗指标 

建筑能耗水耗指标：建筑能耗水耗总量、建筑单位面积能耗水耗量、

生均能耗水耗量； 

特殊设施能耗水耗量指标：特殊设施能耗水耗总量、特殊设施单位

面积能耗水耗量； 

特殊设施是指采用特殊专业设备且终端能耗水耗密度高的区域（包

括厨房、信息中心、、实验室等）； 

常规能耗水耗量指标：常规能耗水耗总量、常规能耗水耗单位面积

消耗量； 

暖通空调系统能耗指标：用于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常规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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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总量、用于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的常规能源单位面积消耗总量； 

照明系统能耗指标：照明系统能耗总量、照明系统单位面积能耗量； 

室内设备能耗指标：室内设备能耗总量、室内设备单位面积能耗量； 

综合服务系统能耗指标：综合服务系统能耗总量、综合服务系统单

位面积能耗量； 

综合服务系统能耗总量指除暖通空调系统、照明系统、室内设备系

统之外的其它常规耗能系统（包括电梯系统、给排水系统、热水加热系

统等）能耗量； 

年度分类能耗量：年度耗电量、年度燃料（煤、气、油等）消耗量、

年度集中供热量、年度水耗量等； 

年度分类水耗量：年度市政自来水耗量、年度非传统水源（雨水、

中水）利用量。 

（三）节能指标 

年度节能率
上一年度总能耗

度总能耗上一年度总能耗－本年
＝  

年度节水率
上一年度总水耗

度总水耗上一年度总水耗－本年
＝  

（四）高等学校建筑能耗水耗水平总体评价结论 

综合考虑生均能耗水耗和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水耗进行评价。 

全校学生总数

全校年度总能耗
生均能耗指标＝    

全校学生总数

全校年度总水耗
生均水耗指标＝  

全校总建筑面积

全校年度总能耗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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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总建筑面积

全校年度总水耗
＝单位建筑面积水耗指标  

第十二条  审计程序 

（一）审计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确定年度

建筑能源审计工作重点，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二）在审计开始 10个工作日之前，由校园节能管理部门或类似

的管理部门确定审计的建筑对象，并书面通知被审计的建筑使用单位或

物业管理单位。 

（三）在审计开始至少 5个工作日之前，被审计的建筑使用单位或

物业管理单位应将填写完成的基本信息表格（书面版和 Excel 电子版）

送回审计机构，并确定责任人和联系人。被审计的建筑使用单位或建筑

物业管理单位应向审计机构提供审计过程中必要的工作条件与技术辅

助。 

（四）在审计开始之前，应首先判断建筑物开展能源审计所具备的

条件，确定审计目标。对不满足最低审计条件的建筑，不对其实施能源

审计，并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加强管理。该建筑应在第二年提供相应的

审计条件。 

（五） 审计机构进驻建筑物的首日，主持召开建筑能源审计座谈

会，与建筑使用单位或物业管理单位人员进行沟通，落实审计内容、审

计日程、审计细目，以及审计过程中必要的工作条件与技术辅助；提出

需审查调阅的文件和能源账目、测试楼层和测试项目；核对基本信息表

中的数据。 

（六） 能源审计机构应分成文件审查和现场测试两个小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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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现场审计过程需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 

文件审查小组负责调阅能源账目文件、相关的用能设备原始文件，

审阅能源管理文件（标准、规范、规定、规程、组织机构等），审阅设

计图纸和运行记录等，调查核实文件数据的来源与真实性。能源账目至

少应包括 12-36 个月的能源费用账单（复印件和录入标准电子表格）。 

现场测试小组负责现场调查与测试，主要包括大楼巡视（填写巡视

表格）和室内环境测试，并将现场测试数据记录在标准电子表格内。 

1、大楼巡视：随机抽检 20%的楼层（对单体建筑，例如：15 层以

下的建筑至少抽检 3 层，25 层以下的建筑至少抽检 5层，以此类推）或

建筑群中的重点耗能建筑（对大学校园和建筑群，例如：有空调的图书

馆等），巡视室内基本状况。 

2、室内环境测试：在被抽取的楼层或重点耗能建筑中，每 1000m
2

随机抽取 2个房间，检测室内基本环境状况（温度、湿度、CO2浓度）。

上午下午各一次，至少两天。有条件的情况下可采用自记式温湿度计，

在整个审计阶段跟踪连续检测并记录。 

（七）现场审计过程结束后，由建筑能源审计机构分析数据，并对

被审计建筑的用能系统做出诊断，查找不合理用能现象，分析节能潜力

并对室内环境效果做出清晰评价。能源审计机构应在现场审计过程结束

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建筑能源审计报告。 

（八）在遵循审计原则的前提下，审计机构需就审计报告得出的结

论与被审计建筑使用单位或物业管理单位交换意见，于 5 个工作日形成

最终审计结论。审计结论需有双方负责人签字，并上报校园节能管理部

门或类似的管理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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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能耗水耗公示办法 

第十三条  能耗水耗公示分为社会公示和校园内部公示两种。 

第十四条  责任主体 

（一）主管机构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所属辖区内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能耗水耗

公示制度的主管机构，应会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共同完成能耗水耗公示

工作。其具体职能部门负责公示工作的组织和管理，相关具体工作可以

委托具有一定资质的专业机构来完成。 

（二）各高等学校 

各高等学校应高度重视建筑节能工作，积极配合各级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工作。校内公示由校内节能管理委员会协调

实施，并负责责成校园节能管理部门对本校在公示中所反映出的能耗水

耗问题给予及时的整顿改造。 

第十五条  公示规则 

（一）数据来源 

公示的信息来源于受高等学校委托的本校或校外的专业机构所出

具的建筑能源审计报告。 

（二）公示方式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对所属辖区内高等学校

校园建筑能耗水耗在固定网站、新闻媒体进行公示。具体公示方式的选

择要符合经济性、广泛性和便利性的原则。 

各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能耗水耗应当通过校园内的固定场所、校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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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形式自行公示。 

（三）公示时间 

社会公示时间为每年 3-5 月份，公示时间不少于 20 个工作日。 

校园内部公示时间为全年公示，公示数据更新每月至少一次。 

（四）质询处理 

公示时应注明对公示内容的质询渠道，如电话、信箱和联系人等信

息。对社会公示内容提出的质疑，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

门应积极妥善处理并给予答复。对校园内部公示内容提出的质疑，由高

等学校自行答复。 

第十六条  公示内容 

（一）社会公示内容 

1、建筑基本信息 

建筑名称、建筑面积、建筑层高、建筑层数、建筑功能、建成及使

用年份、常驻人数、主要用能方式等。 

2、能耗水耗指标 

年度总能耗量、年度总水耗量； 

年度分类能耗量：年度耗电量、年度燃料（煤、气、油等）消耗量、

年度集中供热量、年度水耗量等； 

年度分类水耗量：市政自来水耗量、非传统水（雨水、中水）耗量； 

年度单位面积能耗量、年度单位面积水耗量、年度生均能耗量、年

度生均水耗量； 

能耗水耗公示应该包括实际能耗水耗量和标准量。 

3、节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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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节能率： ％
上一年度总能耗量

本年度总能耗量上一年度总能耗量
100


 

年度节水率： ％
上一年度总水耗量

本年度总水耗量上一年度总水耗量
100


 

年度总能耗水耗量应将与气象条件有关的部分进行标准气象修正

后，再进行计算。 

（二）校园公示内容 

高等学校内部以学院、部门和机构为单位的能耗水耗公示应以月为

时间单位进行公示，公示内容由各高等学校自行确定。 

第五章  奖惩 

第十七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教育部对在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能耗

水耗统计审计公示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八条  审计机构出现审计差错、被审计方出现消极对待的行

为，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视具

体情况给予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住房和城乡建筑部、教育部相关部门负责解

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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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各类能源折算标准煤的理论折算值 

我国规定每公斤标准煤的含热量为 29306 千焦，以此可把不同类型

的能源按各自不同的热值换算成标准煤，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可按照下式

换算。单位重量的各类能源折算成标准煤的理论折算值如下表所示。 

主要种类能源折算成标准煤的理论折算值表 

序号 能源类型 标准煤量/各类能源量 

1 电 4040 千克/万千瓦时 

2 燃气（天然气） 12143 千克/万立方米 

3 燃气（焦炉煤气） 5714~6143 千克/万立方米 

4 燃气（其它煤气） 3570 千克/万立方米 

5 集中供热量 1229 千克/百万千焦 

6 煤 0.7143 千克/千克 

7 液化石油气 1.7143 千克/千克 

8 汽油 1.4714 千克/千克 

9 煤油 1.4714 千克/千克 

10 柴油 1.4571 千克/千克 

 

其它类型能源折算成标准煤的理论折算值按下式计算： 

能源折标准煤＝某种能源实际热值（千卡/千克）/7000（千卡/千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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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统计报表 

高等学校校园建筑能耗水耗统计报表 

   

 

         

                 表    号：              表   

          制表机关：   

          批准机关：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年     月  

综合机关名称：       200   年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行政办

公建筑 
图书馆 

教学建

筑 

科研楼

建筑 

综合楼

建筑 

场馆建

筑 

食堂餐

厅 

学生宿

舍 

学生浴

室 

大型或

特殊实

验室 

医院 
交流中

心 
其他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建筑总量 

总栋数 栋 101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02                             

常

驻

人

数 

教师 个 103A                           

学生 个 103B                            

全年总能

耗量 

电 万千瓦时 201                            

水 吨 202                            

燃气（天然气或

煤气） 万立方米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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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吨 204                           

液化石油气 万立方米 205                           

人工煤气 万立方米 206                           

汽油 万立方米 207                           

煤油 万立方米 208                           

柴油 万立方米 209                           

全年总能

耗量  

集中供热量 万千焦耳 210                            

集中供冷量 万千焦耳 211                            

可

再

生

能

源 

技术类型   212A                           

面积 万平方米 212B                           

替代常规

能源量 吨标准煤 212C                           

其他能源   213                            

合

计 

能耗量 吨标准煤 214A                           

生均能耗

量 

吨标准煤/

人 214B   

每百万元

科研经费

能耗量 

吨标准煤/

百万元 214C   

全年单位

面积能耗

量 

电 

万千瓦时/

平方米 301                           

水 吨/平方米 302                           



 19

燃气（天然气或

煤气） 

万立方米/

平方米 303                           

煤 吨/平方米 304                           

液化石油气 

万立方米/

平方米 305                           

人工煤气 

万立方米/

平方米 306                           

汽油 万立方米 307                           

煤油 

万立方米/

平方米 308                           

柴油 

万立方米/

平方米 309                           

集中供热量 

万千焦耳/

平方米 310                           

集中供冷量 

万千焦耳/

平方米 311                           

全年单位

面积能耗

量 

可再生能源替代

常规能源量 

吨标准煤/

平方米 312                           

其他能源   313                           

合计 

吨标准煤/

平方米 314   

全年水耗

量 

市政自来水 吨 402A                           

非传统水源 吨 4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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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生均水耗

量 吨/人 402C   

每百万元

科研经费

水耗量 吨/百万元 402D   

全年人均

水耗量 

市政自来水 吨/人 502A                           

非传统水源 吨/人 502B                           

合计 吨/人 502C                           

用电分项

能耗量 

照明插座用电 万千瓦时 604A                           

空调用电 万千瓦时 604B                           

动力用电 万千瓦时 604C                           

特殊用电 万千瓦时 604D                           

 

说明：1、表中“其他能源”项应填写建筑中本表没有列出的其他能源的类型和对应的能耗计量单位； 

        2、表中可再生能源技术类型即代码 212A 项应填写 1位或多位大写英文字母代码 A～I，“A”表示太阳能热水，“B”表示太阳能供热制冷，“C”表示

太阳能光伏发电，“D”表示土壤源热泵，“E”表示地下水源热泵，“F”表示淡水源热泵，“H”表示海水源热泵，“I” 表示污水源热泵； 

        3、表中代码 212C 及 312 项为选填项，具备计算可再生能源替代常规能源量条件的单位填写，不具备计算条件的单位可选择不填写； 

4、表中 604A、604B、604C、604D 项为具备了高级数据采集条件的单位报送的指标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