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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盈|■ 为实现发达国家既有建筑达到气候中和的规划目标，德国T20i 1年启动‘‘城市节能改造联邦政府资助计划”，

包括住宅区综合改造和改造工程管理两部分内容。本文通过对德国住宅区综合改造模式的研究，明确德国城市祉区

更新改造的实施流程和要点，总结德国城市社区节能更新改造经验，为我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提供参考。

■目团 德国城市社区；节能更新；改造模式

0、引言

2011年底德国正式启动“城市节能改造联邦政府资助计

划”，为实现发达国家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80％的

规划目标。该资助计划由前联邦交通、建设与城市规划部(BM-

VBS)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共同制订．故被称为德国

“KFW32”项目。2012年初项目组设立了常规资助机制．明确了

资助对象和资助方式．其中资助对象主要是德国境内所有对城市

节能改造感兴趣的地市、乡镇．资金主要来自国家气候保护倡议

计划．每年提供5000万欧元资助款。截止2015年．该项目共发放

了573笔资助款，其中84％资金用于住宅区综合改造，剩余用于

改造工程管理。同时．2013年德国又设立了复兴信贷银行“城市

节能改造“计划同期研究项目．主要对联邦范围内63个试点项目

组织实施改造．大多集中于建筑物改造．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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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德国63个试点改造项目分类情况

通过对63个试点项目进行研究发现．德国绝大多数城市社

区节能更新改造过程更注重改造前模型设计和明确实施方案。因

此．为更好的借鉴国外节能改造经验，本文主要从规划设计、改

建方案、组织管理三方面对德国城市社区节能更新改造模式及路

径进行总结分析。

1、 改造规划总体设计

城市区域节能更新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用

户、能源、环境、市场．材料等诸多影响因素．各个因素问既相

互影响又相互独立。为了在改造前期规划过程中．更好的满足各

方需求．最大化挖掘节能改造潜力．德国社区更新改造过程中

采用“整体层面模型” (见图2)方法进行规划设计．进而实现

”1+1>2“的效果。该方法将城市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分

析，除了包括建筑物本身、街道、设计的自由空间和树木等客观

因素外．还需考虑对城市区域的主观态度。设立的共同目标必须

对个体有意义外，也能体现对城市区域的主观意见。

ndMdue
十^

挂●，t■

鼍t-● 叠^t日

’!zil■■tti

f学‘毒度．提夤，翻琏情位

K训phⅣ 叠体

图2德国城市社区改造整体层面模型

城市区域节能更新”整体层面模型”共包括四个层面：第一

层．材料和能源流动的物理学：第二层．城市区域在建造上和设

计上的客观环境：第三层．城市区域的居民和工作人员的态度及

关系．第四层．社会和市场条件。另外．每个层面均含一个内部

结构．划分成四个象限：左右象限为城市区域内部和外部关系之

间的区分，上下象限为个体和集体关系间的区分。

1．1城市区域物理学

第一层城市区域物理学通过客观描述计算出城市区域物质流和

能源流，具体指以一个决算年作为时间周期进行情况描述．结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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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计算出该城市区域每年的能源供需平衡关系，如图3所示。

图3按领域的能源供需平衡模型

由图3可以看出．能源需求方面．按照消耗领域的不同可划

分为家庭、企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其中家庭能源消耗又分为用

电，供暖、制冷和交通能耗。能源供给方面，按能源转化设施划

分为燃煤电厂、风力发电和炼油厂，考虑到热电联产是将一个能

源转化为多个后续能源载体．故在此次单独描述。按照热力学原

理．在能源转化、传输和储存过程中都会产生损失．即投入的最

终能源不能完全用于能源服务。根据基尔霍夫定律．能源流在图3

中的方块处交汇．能源的供给与能源需求之间的总量差通过输入

和输出来平衡。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区域的能源输入要高于输出．

因为即便采用了能量储存，大多时候当地的发电能力都不足以完

全满足能源消耗的需要。为了避免对能源流零值的错误解读．保

证正确地说明情况．很重要的做法是把城市区域内部的能源流和

向城市区域外的能源流区分开来对待。

1．2城市区域建造和设计环境

城市区域建造和设计环境讨论的是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包括

所有在城市区域内建造的楼宇、街道和景观等。这些既可以当做

生物质能的潜力来考虑．也可按应对气候变化来考虑。城市区域

本身作为最大的空间维度．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

关系是与相邻城市区域的联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城市区域内

部结构。例如，城市区域内的楼宇是由建筑构件组成．而建筑

构件又由建筑材料组成．但仅仅把钢筋，水泥、玻璃、沥青和

生物质拼凑在一起不会形成一个城市，只有当建筑材料按照一

定设计规则组成不同的建筑元素．和树木、房屋等物体共同形

成城市文化．如图4所示。同时．还需要根据系统特征整体进行

设计．如窗户改造过程中，南侧光照多要通过优化窗户做好夏

季隔热．北侧主要是靠间接光照．可以采用其他改造技术来减

少人造光源的使用。

通过动态地模拟建筑物，可以把建筑构件个性化的描述不断

优化，考虑的细节越多．模拟就越全面。为了能够理解对城市区

域综合模拟的设计．就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模型．并对细节进行精

细优化．这对一个好的改建项目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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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城市区域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组织结构

第一、二层面描述了一个城市区域的客观要素．从第三层

面开始描述主观要素。与客观层面一样．主观层面也按个体与集

体、内部和外部的角度来区分。这个区分既可以针对城市区域的

决策者，也可以针对个体的参与方，如图5所示。

麓
．刁

个人

"Fr_pJj矗

决策荇

-
客f￡c■■政府机构

一
城Ilr

lq’家

必傩

图5社会组织结构区分

按照整体主义的方法．居民们形成了一个集体．他们一起居

住在房子里形成邻里．也成为一个大家庭，在城市区域里有着共

同的利益。因此．在对城市区域改建方案进行分析时要查明下列

问题：一是居民．企业家和政治决策者他们的个人态度是什么；

二是在城市区域存在着哪些集体组织形式．可以把节能改建工作

跟这些集体对接起来。

1．4城市区域的社会条件

如同第一层面是第二层面的物理学抽象一样．第四层面也是

第三主观层面的抽象化。第四层面描述了社会框架条件．由标准

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三部分组成。

(1)标准要素

标准要素通过政府颁布的法律规范构成了外部的法律框架。

德国节能规范(EnEV)作为德国一个固定的法律．是在欧盟建筑

能源性指令(EPBD)下进一步开发出来的。类似的标准性规定

在建筑法、农村建设规范和乡镇规章中都有提及．这些形成了德

国建筑节能管理的法律环境。

(2)经济要素

从国民经济上看城市区域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它有着

内部关系和跨越城市区域边界的资金流。对能源的需求让城市区

域的能源使用者产生了费用．而让能源服务商产生了营业额。城

市区域节能改建项目是为了降低能源需求．其目标是让用户降低

能源使用费用．但能源服务商的营业额可能也随之减少了。为了

降低能源需求就要进行投资．比如对建筑物做保温处理．这些投

入对业主又意味着支出。从企业经济学角度分析．业主们自己的

投资要减除在能源上节约的费用。如果通过节能改建能节约大量

的支出，那么在建筑保温上投入的资本就是值得的。因此综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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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节能上投资比在能源供给行业上投资对国民经济更有利，

因此城市区域节能改建是有经济意义的。

(5)社会要素

社会要素包含了态度和价值观，是指所有参与者的基本社会

共识。在德国社会形成的态度和价值观与中国社会有所不同，因

此城市节能改建需因地制宜．凸显区域特点。同时加强城市内、

省内、国内和国际间的互相学习。

2．城市社区更新方案

基于城市节能更新整体设计模型制定相应的改造方案是德国

城市社区更新过程中的第二个重要环节．重点是把综合复杂的事

实简化到利益相关各方可理解的程度．更好的分析改造主体间相

互关系和区别。德国城市社区更新利益相关方涉及到开发商、政

府部门．管理部门．直至居民．更新方案必须在各个利益相关方

的范畴里起到“说明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内部和外部的

想法、希望和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城市更新过程从三

个方面将现实进行模型化。

2．1从目标出发

首先需要进行改造前现状调研．描述现实情况．但在专业部

分既要兼顾改造前现状．也要着眼于改造后愿景。改建方案的核

心是为了指明着眼于未来的可能性，因此需要纳入到地区或者城

市的总体发展规划中。

2．2能源方案

在调查信息基础上估算现在和未来的能源消耗是现状调查工

作的重心．通过描述可能的潜力和用场景形式描绘发展趋势来展

望未来。为了给这个展望建立架构．按照Trias Energetica(UN

1 987)的设计理念把各种可能性按优先次序排序．首先是降低能源

消耗．其次是使用可再生能源，最后是最优化地使用非可再生能

源。这个设计理念的基础是把能源需要减少到可持续化的程度．

剩余能源需求尽可能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尽可能高效地使用不

可再生能源载体。结合目标设定与能源战略因素分析．最终给出

城市区域节能更新能源方案。

2．3行动计划和具体措施

在改建行动方案制定时．要把未来很多年要实施的措施总结

出来．包括有融资说服力的措施方案描述．通过单个措施或一系

列措施能达到的节能和减排量、时间周期、目标群体和其他参与

方。表1给出了在德国城市区域改建方案中一个措施的实例。这个

措施是为周围的居住区延长供热管网。

表1德国社区节能更新中描述措施的实例

l项目名称 延伸近程供热

l项目目标 在城市区域南部延长近程供热管网

l目标群体 在城市区域南部的建筑物业主

l优先级比 同

项目简述

在城市区域南部有两个使用沼气设备的集中供热站，为养老院和学校供暖。

这两个集中供热站还有足够的供热潜力，可以为一部分居民楼供暖。可能的

做法是他们以供热管网运营商的形式，为南部的居民楼配送供暖。为了寻找
可行的建设和运营解决方案，在改建管理中多次与沼气供热站的运营商和居

民楼的业主们做了沟通。

可能的效果／节能潜力

到目前为止，这里很多居民楼都安装了天然气采暖炉。如果接人到由沼气供

热的热力管网会明显减少碳排放。如果所有计划中的楼宇都能人网，按中等

热能消耗量计算大约是1．365MWh，每年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65吨。

线路长度大约1000米，平均铺设费用每米500欧元，需要投资
费用预算

大约50万欧元，外加热交换站的费用

资助／支持 入网费，能耗使用费

实施时间 2017年开始

行动方 居民，沼气供热运营商

可实施性评估／风险与阻碍

风险：入网费，供热价格，长期供热关系

状态／下·步工作

进一步到现场与行动方沟通

3、组织管理

除了建立规划设计模式、制定实施方案外．德国社区节能

更新第三个重要环节就是明确组织管理方式和主管部门．对明

确沟通机制、规范工程质量、了解各方需求等起到承上启下的

作用。目前，德国城市社区节能更新组织管理方式主要有包括

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改建管理放在城市的市政管理部门。改建经理人是

市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推动和协调管理过程。

第二种是改建管理由外部公司执行．通常会把改建管理委托

给做方案的公司来执行。

第三种是外部公司和市政人员混合形式。城市和外部公司以

公共和私营伙伴关系的模式共同接管改建管理工作。该种方式优

点是在共同改建管理中城市和私营公司作为一个团队设计流程．

这样城市会紧密地参与．同时还能充分利用私营公司的规划设计

能力。

4，结语

综上所示．通过对德国城市社区节能更新模式主要呈现四方

面特点。一是各方参与机制，从地方政府到普通百姓．涉及各个

阶层．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充分听取各个阶层的意见．使改造后

的居住区有助于社会各阶层混居与融合：二是注重前期调研．德

国社区改造前通过对用户、能源结构、建筑类型、社区环境等因

素进行前期调查研究，掌握各方特点，了解各方需求．为后期方

案设计提供有力保障：三是改造在考虑建筑本身节能的同时充分

发挥场地条件．营造微气候．采用自然通风、植被配置、自然照

明等被动式设计手法．在能源上注重多能互补．改造时采取统一

规划设计分布实施．既保证使用舒适度，又为建筑节能创造了条

件：四是强调社区混合居住模式。针对不同收入人群通过租金补

贴等方式避免形成社区中的等级差异，同时鼓励公共空间共享和

邻里交往．这样有利于资源的公平享用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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