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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要求将碳达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和各方面，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节能降碳增效行动、工业领域碳

达峰行动、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

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碳汇能力巩固提升行动、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各地

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等“碳达峰十大行动”。 

2021 年 11 月，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发布《上海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形成绿色低碳、

生态环报的城乡发展环境。推进本市建筑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落地，助力全市

2025 年前实现碳达峰。”2021 年，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相关单位，进一步深化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

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运行实践和数据应用，探索研讨升级建设上海市建筑碳排

放智慧监管平台，持续推动本市公共建筑节能减排工作，助力建筑领域碳达峰。 

本报告以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数据为基

础，从全市发展、区域管理、行业监督及典型案例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详细分析

了 2021 年本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情况及建筑运行特征

和规律。报告较上一年度增加了五个新城的在线监测情况分析、重点用能建筑的

用能分析、用能热力日历图分析等，对高能耗建筑进行了调研并披露了原因，同

时对能耗监测平台升级为建筑领域碳排放智慧监管平台进行了展望。报告内容

将为楼宇节能、机构研究、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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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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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分析 

 

1、综述 

 

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以下简

称“能耗监测平台”），自 2010 年启动建设和逐步拓展完善，已运行

十余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市累计共有 2143 栋公共建筑完成

用能分项计量装置的安装并实现与能耗监测平台的数据联网，覆盖建

筑面积 10101.1 万 m2，其中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210 栋，占监测总量的

9.8%，覆盖建筑面积 406.9 万 m2；大型公共建筑 1933 栋，占监测总

量的 90.2%，覆盖建筑面积 9694.2 万 m2。按建筑功能分类统计情况

如表 1 所示。 

年度新增联网量方面，能耗监测平台新增联网建筑共计 126 栋，

新增建筑面积 893.1 万 m2。近年来，由于节能管理工作的持续推进以

及相关管理制度的完善，未联网的存量建筑在逐步减少，新竣工建筑

联网数逐年增加。 

 

 

2021 年，全市累计联网建筑数量 2143 栋，覆盖建筑面积 10101.1 万

m2，新增联网建筑共计 126 栋，新增建筑面积 893.1 万 m2，联网建筑单体

平均面积约为 4.7万 m2。2021年全市联网建筑总用电量约为 101.2亿 kWh，

折合碳排放量约 425.0万吨 CO2，单位面积年平均用电量为 100.2 kWh/m2。 

从 2021年用电情况来看，较 2020年疫情期间社会已恢复正常稳定运转。

从历年用电情况来看，用电强度平缓波动，无明显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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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各类型公共建筑分布情况 

序号 建筑类型 
数量 

(栋) 

数量占比 

（%） 

较 2020 年占

比变化（%） 
面积(m2) 

1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210 9.8  -0.1  4068903 

2 办公建筑 700 32.6  1.1  34125366 

3 旅游饭店建筑 218 10.2  -0.3  9816759 

4 商场建筑 274 12.8  0.0  15893528 

5 医疗卫生建筑 135 6.3  0.2  4936467 

6 综合建筑 255 11.9  0.0  20755523 

7 教育建筑 235 11.0  -0.6  6836385 

8 文化建筑 35 1.6  0.1  952990 

9 体育建筑 19 0.9  0.0  928876 

10 其他建筑 62 2.9  -0.4  2696182 

总计 2143 100 / 101010981 

单栋建筑面积分布方面，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公共建筑面积主

要分布在 2.0 万 m2 到 4.0 万 m2 之间，达 875 栋，占总量的 40.8%；

建筑面积大于 10.0万 m2的超大型公共建筑为 178栋，占总量的 8.3%。

单栋建筑面积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建筑面积分布情况 

经统计，大型公共建筑单体平均面积约为 4.7 万 m2，其中，综

合建筑平均面积最大约 8.1 万 m2，商场建筑平均面积约 5.8 万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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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建筑、办公建筑、旅游饭店建筑平均面积在 4.5～4.9 万 m2，医

疗卫生建筑、教育建筑、文化建筑平均面积在 2.7～3.7 万 m2 之间。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体量较小，平均面积约为 1.9 万 m2。各类型建筑平

均面积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各类型建筑平均面积情况 

2、年度总用电量情况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公共建筑年总用电量约为 101.2

亿 kWh，折合碳排放量[1]约 425.0 万吨 CO2。按不同类型建筑分别统

计，办公建筑、商场建筑、综合建筑与旅游饭店建筑用电总量较大，

依然是用电消耗主力，四类建筑用电量占总量的 82.3％。各类型建筑

年总用电量占比如图 3 所示。 

                                                             
[1]本报告中各种能源碳排放因子均按《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调整本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相关排放因

子数值的通知》（沪环气〔2022〕34 号）方法计算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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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建筑年用电量占比情况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公共建筑逐月用电强度如图 4 所

示。由于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因此加入 2019 年数据一起进行

比对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2020 年 1-5 月因受疫情影响，联网公共

建筑平均用电强度较低，而 2021 年社会已恢复正常稳定运转，1-5 月

用电强度与 2019 年水平接近。此外建筑逐月用电强度变化情况与气

温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夏季随着气温不断升高，空调制冷需求逐渐增

大，导致用电量也逐渐增加，同时，冬季随着气温不断降低，空调采

暖需求逐渐增大，用电量也逐渐增加。从上半年数据来看，2021 年 1

月平均温度低于 2019 年 1 月，对应 1 月用电强度明显高于同期水平；

2021 年 2 月平均温度高于 2019 年，对应 2 月用电强度也低于同期水

平，而其余月份平均温度接近，用电强度也接近。从下半年数据来看，

三年用电强度最高的月份均是当年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而 2021 年

9-10 月气温持续高于 2020 年同期，使得对应月份的用电强度也明显

高于同期水平。另外 2 月由于春节放假原因，往往是继过渡季之后用

电强度较低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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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9-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建筑逐月用电强度 

3、历年用电量变化情况 

由于联网建筑总量不断增加，联网的公共建筑的年总用电量逐年

递增，但用电强度呈平缓波动势态，无明显的增长趋势，如图 5 所示。 

2021 年公共建筑单位面积年平均用电量为 100.2 kWh/m2，与“十三

五”期间的平均用电强度 105.5 kWh/m2相比较（不含 2020 年）下降

了 5.2%，这与本市在能耗监测、能源审计、节能改造、能效提升等监

管工作的持续推进以及广大楼宇业主节能意识的提高不无关系。 

 

图 5  2016~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建筑历年用电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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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题分析 

 

1、供热季、过渡季、制冷季用电量情况 

根据上海市气候变化规律及生活用能习惯，本报告设定 1、2、3、

12 月份为供热季，4、5、10、11 月份为过渡季，6、7、8、9 月份为

制冷季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历年供热季、过渡季与制冷季单位面积平均用电量变化

情况看，2021 年较 2020 年（疫情影响），在供热季和过渡季平均用电

强度均有较大提升，但与 2019 年水平接近；制冷季用电强度与 2019

年和 2020 年基本持平，如图 6 所示。 

针对 2021 年数据统计发现，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建筑供热季

用电量为 32.2 亿 kWh（31.9kWh/ m2），过渡季用电量为 28.7 亿 kWh

（28.4kWh/ m2），制冷季用电量为 40.3 亿 kWh（39.9kWh/ m2），制冷

季用电量最高，约为过渡季的 1.4 倍。供热季用电量约为过渡季的 1.1

倍。 

综合分析，相较于往年同期情况，三个时段的用电量波动较为平

缓，总体呈下降趋势。 

从不同工况季用电情况来看，2021年，制冷季用电量最高，约为供热

季的 1.4倍，空调用电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从工作日与非工作日用电差异

来看，办公类建筑差异率较大，商业类建筑基本无差异，医疗卫生建筑差

异率较小。从峰谷用电情况来看，冬季峰谷比明显小于夏季，商场建筑峰

谷用电量差异最大，旅游饭店与医疗卫生建筑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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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7～2021 年公共建筑供热季、过渡季、制冷季用电量情况 

其次，从联网建筑不同用电分项角度，分析 2021 年供热季、过

渡季、制冷季的用电量情况后发现： 

一是空调分项用电量在三个工况季的变化明显，体现了空调用电

的季节性； 

二是动力用电、特殊用电分项在三个工况季的用电量基本保持不

变，全年用电量也比较稳定，体现了这些分项用电的非季节性，如图 

7 所示。 

照明与插座用电在制冷季和供热季略高于过渡季，这是由于部分

空调末端插座能耗被计入了照明插座分项中，但这部分量相对较小。 

从占比来看，制冷季空调占比与照明插座占比接近，分别占 39%

和 41%，其他时段照明插座占比较高，约占 50%。这与目前日常生活

中电气设备的增多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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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1 年供热季、过渡季、制冷季公共建筑主要分项用电量情况 

最后，按照不同建筑类型分析 2021 年联网建筑在供热季、过渡

季、制冷季的用电强度情况。经统计发现，所有类型建筑均表现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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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二是因为办公类建筑电气化率较高，而其他类型建筑部分冬季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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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21 年主要类型公共建筑供热季、过渡季、制冷季用电量情况 

2、工作日与非工作日用电情况分析 

在 2021 年制冷季、过渡季、供暖季中分别选取一个自然月，计

算典型类型建筑工作日与非工作日单位面积日平均用电量，并计算两

者之间的差异率，如表 2 所示。 

表 2  2021 年工作日与非工作日主要类型建筑用电量差异情况 

建筑类型 

1 月（供暖季） 7 月（制冷季） 11 月（过渡季） 

工作日

Wh/m2 

非工作日

Wh/m2 

差异率 

% 

工作日

Wh/m2 

非工作日

Wh/m2 

差异率 

% 

工作日

Wh/m2 

非工作日

Wh/m2 

差异率 

% 

机关办公 352 228 54.4  389 224 73.7  234 161 45.3  

办公 338 219 54.3  349 204 71.1  206 136 51.5  

旅游饭店 300 297 1.0  392 373 5.1  226 222 1.8  

商场 363 370 -1.9  466 441 5.7  260 262 -0.8  

医疗卫生 367 330 11.2  499 424 17.7  309 271 14.0  

注：差异率=（工作日-非工作日）/非工作日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与办公建筑工作日用电量大于非工作日，且差

异较大，尤其在需要开空调的制冷季及供暖季，差异率可在 50%~75%，

体现了办公类建筑的用电周期性。 

旅游饭店建筑、商场建筑工作日与非工作日用电量差异较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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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商业建筑的连续营业特性。 

医疗卫生建筑工作日用电量略多于非工作日，但相比于办公建筑，

其差异率明显较小，且在不同季节差异率基本一致，反映了卫生类建

筑运营的特殊性，非工作日仍有大部分区域持续运营（如急诊、病房、

周六门诊等）。 

对以上三个月的办公类建筑（包含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旅游饭

店建筑和商场建筑样本逐日数据分别进行离差标准化，形成 0-1 的无

量纲数据集，并绘制如图 9 所示的热力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类建筑普遍在冬季极端低温日和夏季极端高

温日期间能耗较高，办公类建筑能耗对气温变化更为敏感。 

旅游饭店和商场建筑能耗无明显周期规律，但元旦放假期间有明

显的用能高峰（如图 9（b）和（c）所示），说明节假日对商业及旅游

业有一定刺激作用。 

 

   
（a）1 月部分办公类建筑

样本逐日热力图 

（b）1 月部分旅游饭店建

筑样本逐日热力图 

（c）1 月部分商场建筑样

本逐日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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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月部分办公类建筑

样本逐日热力图 

（e）7 月部分旅游饭店建

筑样本逐日热力图 

（f）7 月部分商场建筑样本

逐日热力图 

   

（g）11 月部分办公类建筑

样本逐日热力图 

（h）11 月部分旅游饭店建

筑样本逐日热力图 

（i）11 月部分商场建筑样

本逐日热力图 

图 9  典型类型建筑部分样本 1 月、7 月、11 月逐日热力图 

将不同类型建筑样本标准化值进行平均，得到如图 10 所示能耗

日历热力图，图中当格子颜色越深红（越接近 1）则说明当天相对能

耗较高的建筑越多，当格子颜色越浅蓝（约接近 0）说明当天相对能

耗较低的建筑越多，通过该热力图可以发现各类型建筑能耗的用能变

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季节，旅游饭店建筑和商场建筑一

个月里的色差较小（个别特殊情况除外），这也与前述表 2 计算结果

相符，其工作日与非工作日能耗差异较小。另外可以看到，在 1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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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旅游饭店建筑和商场建筑突然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淡季”，经调

查，2021 年 1 月 21 日上海出现了 6 个新冠确诊病例，后续零星仍有

确诊病例出现，从而对商业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也说明市民自觉抗

疫，在出现疫情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了外出和去人员集中的场所。 

同样在 7 月 25 日（周日）、26 日可以看到旅游饭店建筑和商场

建筑也出现了不寻常的能耗低谷，经调查，这两日上海普降大暴雨，

从而影响了市民的出行意愿，同时由于下雨气温降低，因此这两日能

耗相对 7 月其它日偏低。 

此外，从图中可以看出办公类建筑能耗受温度影响波动更为明显，

在 1 月 8 日（最低温日）和 7 月 14 日（最高温日）时，办公类建筑

当日标准化值平均数大于 0.9，说明大部分办公楼在 1 月 8 日能耗达

到当月最高值或接近最高值，但旅游饭店建筑和商场建筑还受人流、

入住率等影响，因此每栋建筑达到当月最大能耗时间较为分散，不完

全与气温变化对应，尤其在过渡季 11 月，其每日标准化平均值基本

在 0.3~0.6 左右，说明每栋建筑逐日用能变化差异性较大。 

 

 
图 10  典型类型建筑 1 月、7 月、11 月逐日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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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峰谷平用电情况分析 

根据本市相关部门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上海受寒潮影响，冬

季最高用电负荷为 3339 万 kW，出现在 1 月 8 日晚上 8 点 30 分左

右，超过了 2020 年夏季最高负荷；2021 年夏季最高用电负荷为 3352

万 kW，出现在 7 月 14 日 13 时 23 分。 

从两个最高用电负荷出现时间可以看出，冬季和夏季用电高峰时

刻差别较大，因此取这两日逐时用电数据进行峰谷用电情况分析。

2021 年 1 月 8 日与 7 月 14 日，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公共建筑峰时段

用电总量与谷时段用电总量比值如表 3 所示，其中峰时段与谷时段分

别按照工商业用电两部制计算。 

从结果可以看出，冬季峰谷比明显小于夏季，旅游饭店建筑和医

疗卫生建筑冬季峰谷用电量基本持平。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造成： 

一是冬季峰时段比夏季谷时段少两个小时； 

二是冬季部分建筑使用非电能源采暖； 

三是冬季夜间寒冷，对于夜间仍运行的建筑，谷时段用能需求大

于夏季。 

商场建筑无论在冬季还是夏季都是峰谷比最大的，这与其营业时

长有关，商场建筑比起办公类建筑在峰时段运行时间更长，但比起旅

游饭店建筑和医疗卫生建筑基本 24 小时运转的特性，其谷时段又基

本停止运行，所以造成了较大的峰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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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1 年 1 月 8 日和 7 月 14 日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公共建筑峰谷比情况 

序号 建筑类型 1 月 8 日峰谷比 7 月 14 日峰谷比 

1 商场建筑 2.1  3.9  

2 办公建筑 1.5 3.1 

3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1.3 2.7 

4 旅游饭店建筑 1.1  1.5 

5 医疗卫生建筑 1.0  1.5  

6 所有联网建筑 1.5 2.7 

注：1、峰谷比=峰时段用电总量/谷时段用电总量 

2、冬季峰时段：8:00~11:00、18:00~21:00；谷时段：22:00~次日 6:00 

3、夏季峰时段：8:00~11:00、13:00~15:00、18:00~21:00；谷时段：22:00~次日 6:00 

各主要类型公共建筑 2021 年 1 月 8 日与 7 月 14 日逐时离差标准

化用电曲线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冬、夏两季各类型建筑

用能特征曲线具有一定差异。 

冬夏两季，各类型建筑主要设备开机时间较为接近，在 7:00 ~ 

9:00 之间，而由于运行模式不同，主要设备关机时间相差较大。但夏

季维持在高负荷的时长大于冬季，这是由于下午往往是一天最热的时

候，致使冬季下午用能需求减少而夏季下午用能需求增加，从特征曲

线可以看出，1 月 8 日 12 点后各类型建筑能耗有个明显下降，而等

到 18:00 后随着气温降低，能耗需求再次增长，对于还在运行的旅游

饭店建筑和商场建筑其能耗又有所回升，这也是造成旅游饭店建筑 1

月 8 日特征曲线出现明显双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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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月 8 日 

 

（b）7 月 14 日 

图 11  2021 年 1 月 8 日和 7 月 14 日主要类型公共建筑逐时标准化用电曲线 

各类公共建筑 2021 年 1 月 8 日与 7 月 14 日峰谷平用电量占比情

况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冬季与夏季各类型公共建筑峰谷

平分布趋势是一致的，冬季平时用电量占比最大，约 50%；夏季峰时

用电量与平时用电量基本持平。 

旅游饭店建筑和医疗卫生建筑谷时用电量占比较大，占总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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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除通过调整设备开启策略消减峰值用量外，

通过储电、冰蓄冷等储能技术将日间用电需求转换到夜间，也可以起

到很好的削峰填谷作用。 

 

（a）1 月 8 日 

 

（b）7 月 14 日 

图 12  2021 年 1 月 8 日和 7 月 14 日主要类型公共建筑峰谷平用电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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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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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区概况 

 

1、各区在线监测建筑联网情况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公共建筑在各区的分布情况如 

表 4 所示。其中，浦东新区累计联网量 346 栋，联网建筑总面积

2055.2 万 m2，为各区之最。 

在联网数据质量方面，2021 年在整体数据质量较好的情况下，平

均数据正常率较 2020 年仍提升了 4 个百分点。已有 13 个区 2021 年

平均数据正常率超过 90%，其中宝山区、金山区、静安区和松江区正

常率超过 95%。数据质量提升方面，徐汇区和闵行区提升幅度较大，

正常率提升超过 20 个百分点。 

表 4  2021 年各区在线监测建筑联网情况 

区 联网量（栋） 覆盖建筑面积（m2） 

浦东新区 346 20552071  

黄浦区 270 10093643  

徐汇区 239 9721058  

静安区 182 9463441  

普陀区 149 6400582  

长宁区 142 6969460  

从联网公共建筑各区分布情况来看，浦东新区联网数量和联网建筑面

积均为各区之最。2021 年平均数据正常率较 2020 年提升 4 个百分点，13

个区正常率超过 90%。各区各类型建筑用能差异较大，中心城区用电强度

普遍高于其他城区。根据区平台综合评价指标，13 个区评分达到 20 分以

上，其中得到满分的有 9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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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联网量（栋） 覆盖建筑面积（m2） 

杨浦区 143 5651742  

虹口区 99 4128644  

松江区 124 4593019  

嘉定区 94 5665608  

崇明区 45 501749  

闵行区 105 7145655  

宝山区 51 1782243  

金山区 51 1267321  

青浦区 26 1069093  

奉贤区 25 616307  

虹桥商务区 52 5389344  

总计 2143 101010981 

按照建筑类型划分，各区不同类型公共建筑在线监测数量占比情

况如图 13 示。 

 

图 13  2021 年各区联网公共建筑类型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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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区联网建筑用电情况 

各区典型公共建筑类型年用电情况如图 14 所示，由于各类型建

筑有效样本有限，仅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办公建筑、旅游饭店建筑

和商场建筑这四类主要类型建筑进行分析。  

从结果来看，各区各类型建筑用能差异较大，中心城区用电强度

普遍高于其他城区，各类型建筑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率均大于 50%，

这与各区建筑样本所在商圈、服务等级不同有关。如国家机关办公建

筑中公安局、检察院由于应用更多的信息化系统，其用电强度一般高

于同类型其他建筑；如旅游饭店建筑中高星级用电强度一般高于低星

级。因此以下数据仅供参考，不能代表各区建筑能效水平。 

  

  

图 14  2021 年各区主要类型公共建筑年用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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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级平台多维特征综合评价 

基于联网数量、数据质量、数据质量维持时间、数据质量提升效

果、平台点击率多维角度，对各区级平台进行综合评价，评价指标如

表 5 所示。 

表 5  区级平台综合评价指标 

评分项 评分依据 
评分指标 1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联网 

数量 

中心城区 40~59 栋 60~79 栋 80~99 栋 100~119栋 ≥120 栋 

非中心城区 5~9 栋 10~24 栋 25~44 栋 45~59 栋 ≥60 栋 

数据质量 
数据月平均

正常率 

40~60% 61~70% 71~80% 81~85% >85% 

数据质量维

持时间 

数据正常率

≥80%持续

月数 

1~3 个月 4~5 个月 6~7 个月 8~9 个月 10~12 个月 

数据质量提

升效果 2 

较上年数据

质量提升率 

1~2% 3~4% 5~9% 10~19% ≥20% 

平台点击率 
楼宇用户平

台点击率 

5~10% 11~20% 21~45% 46~60% >60% 

注： 

1、未达到“1 分”评分指标要求的即为 0 分； 

2、当数据月平均正常率≥90%时，该项即得 5 分。 

各区评分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大部分区平台综合评价指

标均高于 20 分，其中满分 25 分的有 9 个区，20~24 分的有 5 个区，

20 分以下的 3 个区。 

表 6 区级平台综合评价结果 

评分结果 区 

25 分 
黄浦区、长宁区、徐汇区、杨浦区、静安区、普陀区、

嘉定区、浦东新区、松江区 

20~24 分 金山区、宝山区、崇明区、虹桥商务区、虹口区 

＜20 分 闵行区、奉贤区、青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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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区分析 

 

1、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在线监测建筑数量分布情况 

本报告所述中心城区包含长宁区、虹口区、黄浦区、静安区、普

陀区、徐汇区及杨浦区。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公共建筑中，

位于中心城区的建筑数量占比为 57.1%，其他城区占比为 42.9%。

2021 年其他城区占比略有增长，这主要由于更多新建建筑位于其他

城区。 

从 2021 年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内各类型建筑的分布情况来看，

中心城区公共建筑中，办公建筑占比最大，其次是综合建筑、商场建

筑和旅游饭店建筑；其他城区公共建筑中，办公建筑占比最大，且文

教体类建筑占比明显大于中心城区，如图 15 所示。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公共建筑中，位于中心城区的建筑数量

占比为 57.1%，其他城区占比为 42.9%。2021 年，中心城区的公共建筑平

均用电强度比其他城区高出 19.0％，其中商场建筑和医疗卫生建筑差异更

明显。针对虹桥商务区和五个新城等区域也进行了联网情况和用电情况的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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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21 年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各类型建筑分布情况 

2、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建筑用电量情况分析 

2021 年，中心城区的公共建筑单位面积年平均用电量比其他城

区高出 19.0％，如图 16 所示。 

从整体来看，中心城区和其他城区用电强度呈平缓波动趋势。从

中心城区来看，2021 年中心城区用电量明显高于 2020 年，与 2019 年

基本一致。相较而言，其他城区公共建筑单位面积年平均用电量从

2019~2021 年基本持平，说明 2020 年疫情对中心城区影响更大。 

 
图 16  2017～2021 年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建筑用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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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不同建筑类型对 2021 年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建筑用电情况

进行分析，如图 17 所示。 

经统计分析，中心城区的商场建筑和医疗卫生建筑用电强度与其

他城区差异较大，分别高于其他城区 56.7%和 59.4%，这主要是因为

中心城区人员居住密度大、交通便利、商圈众多，且中心城区三甲医

院多于其他城区，从而造成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用电强度的差异。 

中心城区政府办公建筑、办公建筑与旅游饭店建筑的用电强度也

略高于其他城区，但差异相对较小。 

 
图 17  不同建筑类型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建筑用电情况 

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平均逐月用电强度如图 18 所示，可以看出，

中心城区夏季用电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城区，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

原因： 

一是由于中心城区热岛效应大于其他城区，环境温度一般较高； 

二是由于中心城区建筑的人员密度一般高于其他城区，单位面积

服务量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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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中心城区与其他城区平均逐月用电强度 

3、虹桥商务区用电量情况分析 

由于虹桥商务区大部分建筑采用集中冷热站进行供热与供冷，而

冷热站能耗数据并未接入平台，因此对虹桥商务区用电情况进行单独

分析，不计入全市用电计算样本中。虹桥商务区联网建筑以办公建筑

和会展建筑为主，针对这两类建筑进行详细分析。 

虹桥商务区办公建筑平均逐月用电强度如图 19 所示。从图中可

以看出，虹桥商务区办公建筑用电强度与全市办公建筑用电强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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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虹桥商务区办公建筑逐月用电强度与全市办公建筑对比 

虹桥商务区联网会展建筑为国家会展中心（含配套办公、酒店、

商业），2021 年联网建筑面积 152.0 万 m2，总用电量约 0.56 亿 kWh,

展馆、商业、办公、酒店年用电强度分别为 32.0 kWh/ m2、39.3 kWh/ 

m2、48.4 kWh/ m2、85.0 kWh/ m2，各功能区用电量占比如图 20 所示。 

 

图 20  国家会展中心各功能区用电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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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个新城在线监测情况分析 

根据上海城市规划，将重点建设五个新城：嘉定新城、松江新城、

青浦新城、奉贤新城及南汇新城。目前五个新城联网建筑情况如表 7

所示。 

嘉定新城与松江新城区域内联网建筑较多，且占所在区联网建筑

比例较高。 

从用电强度来看，嘉定新城与松江新城用电水平接近，但明显低

于全市平均水平。 

表 7  五个新城联网建筑情况 

地区 
数量

(栋) 

建筑面积

（m2） 

占所在区联网建

筑比例（%） 

2021 年单位建筑面积

用电量 1（kWh/m2） 

嘉定新城 83 515345 88.3  76.7 

松江新城 110 3836784 88.7  79.8 

青浦新城 17 470071 65.4  / 

奉贤新城 16 427019 64.0  / 

南汇新城 13 520089 3.8  / 

注：1、青浦新城、奉贤新城、南汇新城由于样本量较少，不参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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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类建筑用电分析 

 

1、各类型建筑用电强度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各类公共建筑逐月用电强度如

表 8 所示，年度用电强度情况如图 21 所示。文化建筑、体育建筑和

其他建筑因上传数据样本量有限，用电量数据仅供参考。 

表 8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各类型建筑逐月用电强度 

单位: kWh/m2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8.5 6.8 7.2 6.0 6.4 7.5 9.1 8.9 8.3 6.6 6.5 7.6 

办公建筑 8.6 6.3 7.2 6.0 6.7 7.7 9.5 9.5 8.5 6.5 6.1 7.2 

旅游饭店建筑 9.5 8.1 8.8 8.0 9.1 9.9 11.4 11.0 10.2 9.0 8.0 8.8 

商场建筑 12.2 10.6 11.1 10.5 11.6 12.3 13.7 13.6 12.8 11.5 10.2 11.1 

医疗卫生建筑 12.5 11.5 11.7 11.1 12.1 12.8 14.1 14.1 13.3 11.7 11.3 12.1 

综合建筑 8.6 7.3 7.9 7.2 7.9 8.7 10.0 9.9 9.1 7.9 7.3 8.3 

教育建筑 4.0 3.6 3.8 3.7 3.8 3.9 3.7 3.7 3.9 3.7 3.7 3.8 

文化建筑 7.3 6.8 6.9 6.6 6.8 7.2 7.6 7.5 7.3 6.9 6.7 7.0 

体育建筑 6.1 6.0 6.1 6.1 6.1 6.2 6.3 6.3 6.2 6.1 6.1 6.1 

其他建筑 8.6 8.2 8.4 8.2 8.2 8.4 8.6 8.7 8.5 8.3 8.2 8.3 

2021年，教育建筑用电强度最低，商场建筑和医疗卫生建筑用电强度

相对较高。近 5年来，各类型建筑用电强度主要受气温影响出现波动，无

明显增长趋势。从分项用电情况来看，照明与插座用电、空调用电为主要

用电分项，空调用电占比最高的为医疗卫生建筑，照明与插座用电占比较

高的为商场建筑、办公建筑及教育建筑。定义年能耗超过 1000 万吨的建筑

为重点用能建筑，覆盖约 13%的联网建筑。重点用能建筑普遍为体量大或

用能强度高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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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21 年与能耗监测平台联网的各类型公共建筑年用电强度情况 

针对主要类型建筑，将其年用电强度按照 7 个档位划分，比例分

布情况如图 22 所示。 

 
图 22  2020~2021 年主要类型建筑用电强度分布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2021 年教育建筑用电强度最低，用电强度小

于 50 kWh/m2 的建筑超过 75%，这一是由于教育建筑用能需求与商

业建筑不同，二是因为教育建筑在一年最冷与最热的时期往往处于放

假状态，一年实际运行时间远少于其他类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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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办公建筑用电强度小于 100kWh/m2 的建筑

超过 65%，以上两类建筑的年用电强度明显小于旅游饭店建筑、商场

建筑和医疗卫生建筑。 

商场建筑和医疗卫生建筑用电强度大于 200 kWh/m2的较多，占

比在 20%左右，很大程度上由建筑功能需求导致。对比两年情况来看，

旅游饭店能耗分布变化最大，这是由于旅游饭店 2020 年受疫情影响

最大，在 2021 年旅游业得到了一定复苏，旅游饭店能耗较 2020 年上

涨。 

针对部分高能耗建筑开展了调研，通过反馈发现主要原因总结为

以下两种： 

一种是建筑内存在大量或大功率的特殊设备。如个别办公建筑包

含专业实验室，教育建筑包含多媒体影音录制设备等； 

二是建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如个别酒店增加了泳池酒吧等功能

区，个别商场增加大量餐饮店，在屋顶增加商业区域或室内增建夹层

等。 

2、主要类型建筑历年用电强度变化情况 

过去 5 年主要类型建筑用电强度变化情况如图 23 所示（教育建

筑缺乏历年样本故不做分析）。经分析可得，除 2020 年受疫情影响，

其余几年用电强度主要受气温影响出现波动，无明显增长趋势，说明

公共建筑单耗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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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17～2021 年主要类型建筑单位面积年平均用电量变化情况 

3、主要类型建筑分项用电情况 

从主要类型建筑 2021 年分项用电占比来看，照明与插座用电、

空调用电为主要用电分项，各类型建筑这两项之和均超过 70%，如图 

24 所示。 

空调用电占比最高的为医疗卫生建筑，这是由于其人员流动性

和密度、室内空气质量要求所导致的全年制冷采暖需求高于其他类型

建筑。 

照明与插座用电占比较高的为商场建筑、办公建筑及教育建筑，

办公建筑主要由于除照明用电外，其办公设备插座用电也较多；商场

建筑主要由于营业环境需求，照明功率密度一般高于其他类型建筑；

教育建筑主要由于学习环境需求，照明需求较大且各种多媒体计算机

设备插座用电较多，同时其空调用能需求又少于其他类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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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21 年主要类型建筑分项用电量占比情况 

4、重点用能建筑用电情况 

根据《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沪府发

〔2017〕78 号），定义用能大于等于 1000 吨标煤[2]的建筑为重点用能

建筑，约占联网建筑的 13%。根据统计，2021 年重点用能建筑类型

分布如图 25。从图中可以看出，重点用能建筑主要类型为办公建筑、

综合建筑、商场建筑和旅游饭店建筑。 

经分析，这四个主要类型建筑平均面积及平均用能强度均高于全

市平均值，如图 26、图 27 所示，说明重点用能建筑更多是大体量

或高用能强度的建筑，其能效的提升对总能耗下降有着重要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其中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计算。 

45.9%

35.7%

49.4%

50.7%

40.6%

48.8%

37.7%

30.0%

39.6%

27.6%

28.2%

36.2%

31.1%

35.8%

12.2%

8.5%

11.7%

9.3%

9.6%

10.2%

8.4%

11.9%

16.3%

11.3%

11.8%

13.5%

9.9%

18.1%

0% 20% 40% 60% 80% 100%

教育建筑

医疗卫生建筑

综合建筑

商场建筑

旅游饭店建筑

办公建筑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照明与插座 空调 动力 特殊



32 

 

图 25  2021 年重点用能建筑类型分布 

 
图 26  2021 年重点用能建筑平均面积与全市情况对比 

 

图 27  2021 年重点用能建筑平均用能强度与全市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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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能绿色建筑案例展示 

1、宏安瑞士大酒店 

 宏安瑞士大酒店位于静安区愚园路 1 号，总建筑面积 53909 

m2， 地上 26 层，地下 3 层，建筑高度 99.1m。 

 
图 28  宏安瑞士大酒店 

该项目主要节能改造措施包括： 

（1）采用高效磁悬浮离心变频制冷机组替代原有老旧冷水机组

制冷； 

（2）采用超低氮冷凝真空热水锅炉替代原有老旧蒸汽锅炉采暖； 

（3）增加高效水源热泵制冷、制热水双效机组； 

（4）采用高效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替代原有蒸汽锅炉制取生活

热水； 

介绍了静安区宏安瑞士大酒店、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以及上海地标建筑

——上海中心大厦等三栋绿色节能建筑案例的相关节能措施及其节能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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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采用超低氮燃气蒸汽发生器供洗衣房蒸汽； 

（6）采用冷源智能控制系统，对配套冷冻水泵、冷却水泵和冷

却塔风机进行变频控制。 

通过上述改造，项目年节约电量 55.77 万 kWh，年节约天然气

45.1 万 m3，折合年节约标煤共 746.82tce，节能率达到 22.31%。 

2、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地处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川环南路

490 号，始创于 1938 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预防、

保健于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医院占地面积 47662 m2，建筑面

积 87122 m2。 

 

图 29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节能改造主要针对医院 2 号楼及 6 号楼，改造建筑面积共计

64274.6 m2，采取的主要节能改造措施包括： 

（1）采用高效磁悬浮冷水机组和风冷热泵替换原来的效率低下

的风冷热泵机组，同时优化空调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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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复原有太阳能热水系统，替代低效热泵热水器，同时根

据热水负荷需求新增高效热泵热水器，并拆除部分电加热热水器； 

（3）采用 LED 灯具替代传统照明灯具； 

（4）进行机房变频改造并新增 BA 智能控制系统，优化运行控

制； 

（5）加装能耗监测系统远传电表，增加计量支路，更有效地监

管建筑运行状态。 

该项目于 2021 年 4 月获评上海市 2021 年第 2 批建筑节能和绿

色建筑示范项目，综合节能率为 15.7%。 

3、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中心大厦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嘴功能区，该项目地上 127 层，

地下 5 层，建筑高度 632 m，结构高度约 580 m，建筑面积 57.8 万

m2，是一幢综合性超高层建筑，以办公为主，其他业态有会展、酒店、

观光娱乐、商业等。大厦有着 11 个变电站，通过对 3000 余块电表的

计量监测，实现了全楼用电分类分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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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上海中心大厦 

上海中心大厦系统性地集成了 43 项环保节能技术，达到中国能

耗标准下的 54%节能率、美国能耗标准下的 22%节能率，是中国绿

色超高层建筑的标杆，是全球范围内 400 米以上的第一栋 LEED-CS

白金级建筑，是中国第一座获得中美“双认证”的世界最高绿色建筑。

大厦还有效地利用建筑雨污水资源，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达到 25.3%，

节水率在 52.9%以上。同时，大厦设置能源和环境信息综合监管平台，

提高运营管理智能化水平，最终实现建筑节能减排目标。 

该项目采用的主要绿色节能措施包括： 

（1）采用燃气冷热电三联供系统，获得的高温烟气首先用于发

电，然后利用余热在冬季供暖；在夏季通过驱动吸收式制冷机供冷；

同时利用排气热量提供生活热水； 

（2）采用变风量空气调节技术，利用室外新风作为冷源，降低

制冷系统的运行能耗，充分考虑瞬间负荷及内外的热平衡，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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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总送风量； 

（3）采用热回收技术将酒店、办公部分的热空气进行回收，采

用热泵型加热器，为酒店提供生产生活热水； 

（4）采用地源热泵系统进行供冷供热； 

（5）采用垂直轴转子涡轮发电机进行风力发电； 

（6）安装了雨水收集处理和回用系统。 

 



 

 

 

 

 

 

 

 

 

 

四、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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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平台功能，扩大平台影响 

1、助力“双碳”工作，打造全市建筑领域碳排放智慧监管平台 

 在国家、上海市“双碳”战

略背景下，在数字化转型政策指

引下，本市能耗监测平台亟需加

快升级建设成本市建筑领域碳排

放智慧监管平台，融合现有市级

建管平台等相关数据资源，聚焦

建筑碳排放监测管理、能源与环

境智能服务、可再生能源监测等核心功能，拓展数据采集范围，空间

维度上实现“全市—各区/特定建筑群—单体”的建筑碳排放全方位

监管，时间维度上实现 “设计—施工—运行—改扩建—拆除”的建

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追踪，量化可再生能源

利用等碳中和技术应

用情况，建设碳排放及

环境监管示范项目，为本市建筑节能减排管理模式从单一能耗管控转

向能耗与碳排放双控提供数据支撑，为推动本市建筑领域碳达峰、碳

2021年，我们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建筑节能工作任务目标，围绕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重点，聚焦城市数字化转型需求，深入开展能耗监测平

台的运维管理和专项研发工作，同时配合市区主管部门推进建筑节能工

作，持续提升能耗监测平台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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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工作落实提供助力。2021 年，能耗监测平台升级建设工作在市多

个管理部门支持及指导下，不断完善方案并开展了一系列筹建工作。 

2、增强大众节能意识，提升节能宣传力度 

2021 年节能宣传周于 8 月 23-29 日举

行，同时 8 月 25 日为低碳日。今年节能宣

传周活动主题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

低碳日活动主题为“低碳生活，绿建未来”。

在节能宣传周期间，市市场管理总站会同

各相关单位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以增强大

众节能意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节能宣传周期间，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

式发布了《2020 年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及分析报告》，同时

发布了多篇节能降碳相关科普公众号文章，

并组织了建筑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论坛，为公

众和行业专业人士提供数据、信息、政策等多

方面了解渠道。 

（二）节能专项研究，健全管理体系 

1、紧随最新政策，开展专题研究 

围绕最新政策要求，2021 年开展了一系列专项、专题研究。 

一是基于十年公共建筑能耗数据的碳排放分析计算研究，在广泛



40 

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适用于上海市公共建筑碳排放核算边界及

方法，并基于近十年上海统计年鉴及公共建筑能耗统计、监测、审计

等数据，分析公共建筑碳排放现状，研究公共建筑碳排放变化影响因

素，预测不同情景下公共建筑碳排放量及节能减排潜力，为公共建筑

碳达峰和碳中和路径制定提供参考。 

二是开展了公共建筑能耗公示规则研究，通过对国内外能耗公示

制度、途径、程序和相关监管政策研究，调研管理部门、楼宇业主、

节能服务公司对能耗公示的需求和建议，开展公共建筑能耗公示的原

则、对象、内容、方式和程序等研究，提出了适用于本市的公共建筑

能耗公示规则及实施路径建议。 

三是开展了公共建筑节能减排技术措施效果分析研究，调研了本

市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项目，并结合运行能耗数据，分析示范项目实际

节能降碳效果，提出新的评价指标和本市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

目录修订建议。 

2、完善用能监管，健全标准体系 

上海市已陆续出台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商业建筑、星级饭店建筑、

高等学校建筑、医疗卫生建筑等 9 类公共建筑合理用能指南，这些地

方标准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实施建筑节能监管提供了有效抓手，在能

源审计、节能改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 年 12 月，《商务办公建筑合理用能指南》DB31/T1341-2021

（以下简称《指南》）正式发布，并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指

南》代替了《综合建筑合理用能指南》（DB31/T555-2014）中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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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评价指标。 

《指南》根据本市商务办公建筑用能特征，提出了按空调形式和

所在地区进行分类，分别给出对应指标的形式，使标准应用更为便捷。

同时引入了气候修正方法，增加了标准的适用性。《指南》还基于能

耗监测分项计量数据，首次提出了空调分项的参考指标值，为建筑用

能的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 

（三）市区两级联动，共助目标落实 

1、多管齐下，推进建筑绿色发展工作 

2021 年，在市区两级部门联合推动下，全

市累计完成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271 万 m2；

完成可再生能源一体化应用项目 335 万 m2；

完成能源审计 210 项，覆盖建筑面积 386 万

m2；完成能耗公示 285 项，覆盖建筑面积 881

万 m2，超额完成了 2021 年指标任务。 

2、应接未接梳理，扩大平台覆盖面 

2021 年，根据报建系统提供的项目清单，将其中 1 万余项项目

与联网清单进行了匹配，同时结合重点用能单位清单、市重大工程清

单、地标建筑等多方面数据来源，共梳理出应接未接项目 300 余栋，

并反馈至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核实，与部分核准的建筑进行对接，向其

发送《关于抓紧落实本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用能分项

计量装置安装联网工作的函》，督促其尽快按要求接入能耗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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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管理，落实双碳目标，能耗监测平

台将进一步扩大覆盖面积。 

3、百花齐放，尽显各区节能工作特色 

各区为确保能耗监测平台正常运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定期

对业主进行培训及标准的宣贯，对现场设备进行巡检并对数据进行核

验，应用平台数据编制区建筑能耗分析报告等。同时，部分区也开展

了特色探索工作，进一步推动各区节能目标落实。 

静安区在 2021 年节能宣传周召开了“3060 碳达峰、碳中和”绿

色发展技术交流会，并开始试点用水数据自动采集，同时通过能耗监

测数据探索建筑调适方案。 

黄浦区为业主提供微信公共平台服务，并在平台中加入了碳排放

数据和疫情分析等内容。同时在能耗监测基础上，持续试点需求侧响

应工作，对部分楼宇监测系统进行改造，增加监测参数，并对相关业

主进行培训。 

长宁区已连续 4 年对区内约 60 栋大型办公建筑进行能效测评，

并出具单个项目的能效标识评价表。针对参与对标的建筑，分析其节

能潜力及能效排名，并提出了针对性改进建议。该项工作调动了企业

节能改造的积极性，激发了企业社会责任感，同时完善了主管部门从

建筑设计到建筑运行的节能闭环管理。 

普陀区能耗监测平台基于普陀区政府 2 号和 3 号楼能效提升服

务项目，形成了普陀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物业服务单位精细化管理方

案，落实长效的能源绩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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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开展了既有公共建筑用能设备节能诊断调研工作，对北外

滩地区内的部分楼宇开展现场调研摸排，针对现场设备、楼宇管理方

面出具专业意见和问题整改思路。 

浦东新区对平台进行了全面升级，聚焦数据质量与用户需求，实

现了全覆盖、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开展推进超大型公共建筑分项计

量装置安装、联网的相关工作，2021 年推进了上海中心大厦等 4 栋

超大型公共建筑联网。同时，针对用电量超过 500 万 kWh 的公共建

筑进行了节能评估，并提出了相应节能改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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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筑节能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用能指南 

一、政策法规 

1、上海市建筑节能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6 号） 

2、上海市绿色建筑管理办法 

沪府令 57 号 

3、上海市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 

沪建建材〔2021〕694 号 

4、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管理办法

沪住建规范〔2018〕2 号 

5、关于印发《上海市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持办法》

的通知 

沪住建规范联〔2020〕2 号 

6、关于印发《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

统区级分平台工作考核评分细则》的通知 

沪建建材联〔2019〕221 号 

7、关于印发《上海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

统数据（用电量）采集判定要求》的通知 

沪建市管〔2016〕48 号 

8、关于做好本市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基础信息填报的

通知 

沪建市管〔2021〕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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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规范 

1、公共建筑绿色及节能工程智能化技术标准 DG/TJ08-2040-2021 

2、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DG/TJ08-2119-2021 

3、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技术标准 DG/TJ08-2338-2020 

4、公共建筑节能运行管理标准 DG/TJ08-2321-2020 

5、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G/TJ08-2090-2020 

6、公共建筑能源审计标准 DG/TJ08-2114-2020 

7、建筑太阳能光伏发电应用技术标准 DG/TJ08-2004B-2020 

8、住宅建筑绿色设计标准                 DGJ08-2139-2018 

9、公共建筑绿色设计标准                      DGJ08-2143-2018 

10、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DG/TJ08-2253-2018 

11、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标准                    DG/TJ08-2246-2017 

12、公共建筑用能监测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DGJ08-2068-2017 

13、建筑改造项目节能量核定标准             DG/TJ08-2244-2017 

14、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DGJ08-113-2017 

15、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DG/TJ08-2199-2016 

16、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GJ08-205-2015 

17、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GJ08-107-2015 

17、可再生能源建筑应测试评价标准         DG/TJ08-2162-2015 

18、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DG/TJ08-2136-2014 

19、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DG/TJ08-2137-2014 

18、建筑能效标识技术标准                   DG/TJ08-2078-2014 

20、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DG/TJ08-2004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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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能指南 

1、商务办公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1341-2021 

2、星级饭店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551-2019 

3、养老机构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1080-2018 

4、大型商业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552-2017 

5、大中型体育场馆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989-2016 

6、机关办公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550-2015 

7、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554-2015 

8、高等学校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783-2014 

9、综合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555-2014 

10、市级医疗机构建筑合理用能指南               DB31/T55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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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建筑 

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信息一览表 

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市级平台 宛平南路 75 号建科大厦 3 楼 54192618 

市级机关 人民大道 200 号综合楼 311 室 23119879 

浦东新区 浦明路 1229 号 309 室 50897786-302 

黄浦区 黄浦区广东路 357 号 1 号楼西 11 楼 1123 室 33134800-21149 

静安区 大统路 480 号 2217 室 33095281 

徐汇区 漕溪北路 336 号区政府 1 号楼 1013 室 64872222-2522 

普陀区 大渡河路 1668 号区政府 2 号楼 708 室 52564588-7827 

长宁区 娄山关路 555 号 2601 室 32560691 

虹口区 飞虹路 518 号区政府 1405 室 25658449 

杨浦区 惠民路 800 号 2 号楼 1503 室 25033245 

宝山区 宝山区密山路 16 号发改委 103 室 56692517 

闵行区 秀文路 600 号 12 楼 64982362 

嘉定区 博乐南路 111 号区政府大楼 A306 室 69033708 

金山区 龙山路 758 号 502 室 57922460 

松江区 茸北路 690 号 233 室 67740147 

青浦区 城中北路 155 号 201 室 59729537 

奉贤区 城乡路 333 号 902 室 67185847 

崇明区 人民路 138 号 B 楼 201 室 69615661 

虹桥商务区 申贵路 719 号虹桥绿谷 F 栋 3 楼 34733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