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继大气污染防治后，土壤环境污染成为我国下一步重拳治理的重点。 据悉，被
称为“土十条”的《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近日已由环保部提交至国务院审核，预
计今年年内或明年年初将会出台。无论是之前的“气十条”还是“水十条”，环保对于中国来说都
迫在眉睫。 近期，有报道称，我国现有的

95%

建筑都是高耗能建筑，诸多建筑几乎从规划设计，

到施工使用，再到拆除和废弃物利用的每个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资源能源“浪费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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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大求洋成了很多建筑设计的通病
贪大求洋已成为国内许多建筑设计的通病， 一些城市追

求地标建筑的标新立异，高价买外国设计方案，重奢华、讲排
场，大量使用昂贵建材、无谓扩大景观面积、盲目追求外观新
奇而大大提高造价。

中国就存在很多这样的例子，建设周期从
4

年延长到
11

年，投资从
45

亿元增加到
90

亿元，被网友谑称为“秋裤门”的
苏州地标建筑“东方之门”，在经历了长时期建设后

4

次推迟
交付，至今未能把“门”关上。“东方之门”曾是当时国内最大的
超高层单体建筑， 号称要创造“中国结构最复杂的超高层建
筑”“中国最高的空中苏式园林”等十来项国内乃至世界之最。

然而，这些建设最终成了建设施工的沉重负担。

“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地标建筑，审批时由政府和相关部
门领导集中审批，基本是只看相片和外形，基本不考虑是否绿
色节能。而在国外，业内专家最有发言权。 ”一位规划专家说。

由于规划设计的不科学和施工的粗放， 有的地方出现不
少“短命建筑”。我国建筑“短命”长期备受诟病，经分析其往往
是两种原因造成：一是由于建筑标准过低或质量不高，缩短了
使用寿命，如此前浙江奉化一座房龄仅

20

年的居民楼坍塌造
成多人伤亡，为我国建筑质量敲响警钟；二是由于规划调整、

经济利益驱动、追求
GDP

等因素，对正常使用的建筑物拆除，

人为缩短了建筑寿命。 目前我国每年建筑物拆除量高达数亿
平方米，然而资源价值极高的建筑废弃物利用率却极低。

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静说， 实际
上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的技术已经很成熟， 制造出的建材性
能也非常好，由于成本稍高，造成大量被弃用，大量“变宝为
废”造成浪费不说，很多地方还是仅顾眼前利益，违规使用黏
土砖，破坏生态环境，情况十分严重。

(

综合
)

“土十条”“呼之欲出”

建筑设计能否告别“高耗能”

“土十条”有望年内出台
治理土壤污染作为我国向污染宣

战的三大行动之一，在国家“气十条”、

“水十条”相继颁布后，已纳入决策层
规划。 “土十条”有望于下半年出台。

相比看得见的空气、水体污染，

大地之下难以察觉的土壤污染亟须
“疗伤”。全国耕地面积数据在

2009

年至
2012

年的变化，是一条下滑的
曲线。

去年
6

月
4

日， 环保部发布
《

2013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土地状
况被归纳为“耕地质量问题凸显，区
域性退化问题较为严重， 农村环境
形势依然严峻”。 环保部披露，国土
面积超三成遭受侵蚀， 现已达到
2.95

亿公顷。 同样不容乐观的还有
全国土壤污染总体状况： 局部地区
的土壤存在恶化趋势， 其中耕地环
境质量堪忧， 遭受重度污染耕地已
占

1.1%

。

据悉，按照国务院要求，即将出
台的“土十条”中，会包括划定重金
属严重污染的区域、 投入治理资金
的数量、 治理的具体措施等多项内
容。 作为土壤管理和综合防治的一
个重要规划， 将会制定治理我国土
壤污染具体“时间表”，总体上把土
壤污染分为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

分类进行监管治理和保护， 对于土
壤污染治理责任和任务也将逐级分
配到地方政府和企业，争取到

2020

年土壤恶化情况得到遏制。

目前
95%

以上已建成建筑是高耗能建筑
建筑工地抽出的地下水直排到污

水管网，住宅楼窗户是单层玻璃还没有
外遮阳，办公楼室内采光

24

小时依靠开
灯……这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

就是我国建筑业能耗现状的缩影。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每年
能耗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一个不太为人知的信息是，在
中国的总能耗中，有

45%

是建筑耗能，排在第一位，其次才
是汽车和工矿企业，建筑耗能分别是汽车的

2

倍、工矿企
业的

4

倍。 另一个不太为人知的信息是，目前，中国每年
新增建筑

16

亿平方米
～22

亿平方米，但近
95%

都是高耗
能建筑，总量庞大，潜伏巨大能源危机。 “简单地说，如果
我们不注重建筑节能的话，

15

年后，中国建筑内的能耗，光
是夏天空调就需要

10

个三峡电站才能满足。 ”面对这样庞
大的能耗，很多人认为，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节能”。

目前， 我国
95%

以上的既有建筑是高耗能建筑，能
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以供热为例，我国集
中供热的一次能源消耗为

20

公斤标煤
/

平方米， 高出同
纬度甚至更高纬度欧洲国家一倍，而且欧洲国家的集中
供热能耗还覆盖了夏日制冷和四季生活热水供应。

除此之外，由于长期依靠粗放发展模式，我国建筑业
施工环节中，从水、电、能耗到人力资源，再到时间成本，

浪费都极其严重。 “比如施工常用的建筑模板，一般只能
用三四次，技术最好的工人也只能用七八次，带来巨大的
木材浪费；由于普遍采用现场加工方式，施工中钢筋、钢
材及其他原材料在加工过程中产生大量损耗和短料，仅
这一项原料浪费就在

3%

以上；再如施工安排不科学，导
致大量非必要运输产生巨大浪费，加上现场施工周期长，

为交通、环境带来长期影响。 ”有专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