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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了在数字宇宙爆炸时代建筑节能如何与大数据相结合,并通过美国纽约、芝加哥

案例以及我国高校能耗数据分析，指出建筑行业若实现数据公开与共享，将会产生建

筑节能新爆点。

近期，各种新潮概念层出不穷，如智

慧城市、工业4.0、智能家居、Web2.0、

“互联网+”、智慧能源等，但实际上这些

概念的核心离不开大数据。

发达国家一直以互联网等高科技为

依托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产业规

模已居世界第二。根据2015年的数据显

示，世界排名前10的互联网巨头，中国占

4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仅阿

里巴巴一家的市值就已经超过中石油。

自从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的

概念后，各行各业都在思考“互联网+”与

本行业如何结合以实现转型。建筑节能事

业也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大数据时代进一

步推动其发展。

1  数字宇宙爆炸

如果把数据组成的信息看作一个宇

宙，该数字宇宙是不断膨胀的，目前已

经形成一个数字宇宙爆炸的概念。何

谓数字宇宙爆炸？举例来说，2000

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建造了一个天文

望远镜，几周内收集的天文数据超过

以往。百度每日处理60亿次搜索，视

频网站Youtube每秒上传一小时时长

以上的视频，意味着你永远也看不完

所有的视频，这就是数字宇宙爆炸的

概念。面对如此大量的数据，如何处

理？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当前，大量的数据其实未被充

分利用，且大量浪费。如能耗监测

平台，虽然投资巨大，收集了不少

数据，但实际上我们仍然无法确认

建筑能耗的具体数据，研究结果为

25%～50%，每个专家给出的能耗数

据都不同，这种情况下，如何制定建

筑节能的政策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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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其他行业，一辆新车若没有百公里油耗数值，肯

定被消费者追问；空调等家用电器都由国家强制贴上能效

标识，为什么建筑能耗数据却依旧那么神秘？

美国能源部将每年的建筑能耗数据作为官方数据公之

于众，过去、当下甚至未来的预测都有明确的数据支撑。

为何我国的建筑能耗数据却有25%～50%这么大的差距？

以美国纽约为例，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任时曾设城

市减排目标——要求纽约市在2030年必须把碳排放降低

30%。但当时面临一个难题，纽约的建筑能耗占全市总

能耗的80%，且当时全市没有全面的建筑能耗信息，怎

么办？议会为此讨论了两年，最终确定必须强制公布建筑

能耗信息，并对违规业主制定了惩罚措施。此后，纽约市

长根据全市数据信息，针对能耗大的区域制定相应政策，

统筹管理。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明确说明自己城

市的所有住宅和公建数量以及不同年代的建筑数量、总面

积、能耗各是多少。

美国芝加哥首席信息官每天需处理大量信息，但由于

时间和人力有限，无法全部完成，因此他将所有信息上传

至网络，让芝加哥所有民众都可以接触到这些数据，让整

个社会去处理。他的举措由此催生了芝加哥的一个新型行

业——数据分析与服务。实际上，基于公共信息分析所产

生的公共管理策略才是真正智慧城市的资源，公共信息实

际上是智慧城市的“血液”。中央几部委都从不同角度推

动智慧城市的建设，但不少项目都重视硬件投资，较少关

注如何让公共信息在城市管理的“血管”中流动起来，产

生新的城市管理智慧。一个城市没有公共大数据信息

流，只有硬件设施的铺设，智慧城市的建设只能是徒

有其表。

信息公开能产生城市公共管理智慧吗？以芝加哥

为例，气象局和交通局两家市政府机构的数据信息通

常各安其位，没有交集。交通局把每天发生的交通事

故等数据存在自己的数据库中，气象局则把每天天气

情况的数据自行存储。当两个数据库都公开上传到网

络，聪明的数据分析师进行交叉分析，得出惊人的结

论：某个路口雨天时交通事故频发，而另外的路口则

雪天容易出事故。据此，交通部门根据天气不同，在

警力安排上各有侧重。如果没有这两个数据库的公开

与融合分析，怎能产生这样的城市公共管理智慧？

由此看出，当数据与世隔绝，那只能是信息孤

岛，无法形成大数据。只有将尽可能多的数据汇集

在一起，才可能利用大数据手段进行分析，产生新

的发现。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就要求联邦政府尽可能

公开所有信息，英国、澳大利亚、巴西、智利等国也

相继出台政策，要求政府公开公共信息。在美国联邦

政府的信息公开网站DATA.gov上能查到诸如气候变化、

能源、农业、教育、建筑能耗等各行业数据，能源部还开

展竞赛，鼓励民众开发数据分析软件，对政府公开的信息

进行充分分析与利用。

反观我国，以太阳能光伏工程为例，曾经推出的光伏

屋顶激励计划，至今完成了多少项目，每个项目有多少发

电量，以及这些电量都用在何处，恐怕没有人说得清。而

在美国的信息公开网站上，你只要输入邮政编码，当地有

多少块光伏发电板、平均效率、何时安装、费用、运行状

态如何等信息一应俱全。

事实上，DATA.gov网站并非只有美国人使用，国

际访问排名第一位的是中国，这说明我们对数据的需求量

很大。不少研究在国内拿不到数据，只能到国外网站去搜

索。在大数据时代，竞争力从何而来？

2  建筑大数据

互联网+建筑=？建筑领域如何应用大数据？美国一些

创新公司，对每一栋建筑都绘制了一个能耗图谱，纵轴表

示365天，横轴表示24小时，每一个时间点的能耗数据都

有明确显示。根据这张能耗基因图谱，就可以有的放矢地

进行节能改造。还有不少建筑能耗分析公司利用大数据优

势进行能耗数据远程分析，技术人员不需要亲临现场，通

过网络即可对建筑能耗基因图谱进行远程诊断，节省了时

间和人力成本。

建筑能耗基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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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第一个不仅公开建筑能耗，而且

将市政府所有办公楼、医院、监狱、学校等建筑的运行信

息实时公布在网站上的城市。笔者曾问市政府负责人，公

众监督市政府建筑能耗信息会不会有压力？该主管官员表

示，有压力，但可以让更多社会人士来分析数据，帮我们

诊断和发现问题，最终将对政府和纳税人都有益。反观我

国已被认证的上千栋绿色建筑，大都是设计阶段，真正在

运营阶段的能耗却没有结论。

以我国高校为例，每年的能耗和水耗十分惊人，财政

部投入十几亿元打造节约型高校。根据粗略统计，高校在

校生年均水耗+能耗费用达1484元/人，当前大约有2591万

名在校大学生，那么每年的水耗+能耗费用高达384亿元。

这一数字是什么概念？2013年，我国高校年科研经费排名

中，清华，浙大，上海交大位列前三，年科研经费均超过

30亿，超过20亿的有6所高校，超过10亿的有20所高校。

384亿元相当于我国高校年科研经费排名前17位的高校年

研究经费之和。如果我国高校都采取措施真正实现运营阶

段的节能与节水，这384亿元的“蛋糕”将有多么香甜。

我国是否没有信息公开的依据？其实不然。《民用建筑

节能条例》就要求公开建筑能耗数据。 2014年4月，国务

院又颁布了相关信息公开的文件，要求不断扩大信息公开的

范围。“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李克强总理与山东省代表团

会面时也提及政府信息只要不涉及保密的应尽量公开。

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渗透融合，将产生建筑节能创新模

式。建筑行业如果通过数据公开与共享，融合成互联网大

数据，让信息数据在市场中流动起来，一定会产生爆点。

3  结语

总之，“互联网+”时代没有能源大数据是不可能做到

创新的。同时，能耗数据共享是构成能源大数据的关键，

必须打破封闭的信息孤岛。要实现能源大数据，需要两个

关键，一是领导者的创新意识和决策意志；二是行业的大

数据分析能力，通过建立能耗信息共享平台，开发能源大

数据分析工具。

“互联网+”时代来临时，你其实别无选择，要么拥抱

它，要么被它颠覆。

莫争春，能源基金会中国建筑节能项目主任，博士 

高校在校生年均水耗+能耗费达1484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