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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二期建筑节能联盟 

五年合作计划 

 

1. 介绍 

2009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

合声明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CERC）。在 2010年

至 2015年，CERC 建筑节能的第一阶段，CERC 建筑节能联盟在

提高新建和既有建筑能效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得了突

破。主要成果包括：低成本高效率的气密性材料，获得 2016

年度爱迪生建筑和照明创新金奖；新一代地源热泵系统，获得

R&D100 奖励；优化建筑中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的工具；

先进照明控制系统；以及中国新的标准，在当前水平上至少可

以减少 20%能源消耗。 

2014 年 11 月，中美两国重新签署承诺书，协定将 CERC

从 2016 年延长至 2020 年。在 CERC 建筑节能的第二阶段

（2016 年至 2020 年），研究团队将致力于联合研究计划以进

一步实现两国建筑能源消耗的减少。 

2. CERC-BEE二期愿景 

将知识、技术、人的能力和双方关系作为合作基础，加速

和扩大中美以净零能耗建筑为目标的发展进程，推进两国建筑

节能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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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ERC-BEE 组织结构 

中美建筑节能联盟的组织结构如图 1 所示。在美国，美国

能源部是 CERC-BEE 美方最高管理和指导部门。在中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是中方 CERC-BEE 的最高管理和指导部门。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建筑节能执行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美国能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

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共同开展研究与示范

一体化设计、施

工和建筑工业化

建筑调适与数据

挖掘

直流建筑与智能

微网
室内环境质量

综合性政策和市

场机制研究

中美 净零能耗建筑 

示范工程建设

图 1  中美 CERC 建筑节能项目组织结构 

4. 研究领域 

中美双方将共同开展六个方面的合作研究（如上图所

示）。根据 CERC 中美议定书及其知识产权附件，两国之间

的合作活动需基于双方相互认可的技术管理计划。 

A. 示范工程 

 在中美两国，建设“净零能耗建筑”示范工程，推动技

术应用和工程发展。 

 建立中美双方共同参与的示范项目方案支撑团队，促进

双方密切合作。 

 落实项目拟开展的各项研究，突出整体性和集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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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体化设计、施工和装配式建筑 

 开发一个或多个可授权的高效节能混凝土墙系统先进技

术包，这些技术与现有技术相比，可使不透明墙体对供暖和制

冷负荷降低 40%，同时尽量使得成本不增加。凭借 3D 打印技

术，技术包可以使得建筑师能够进行经济性较好的，较为灵活

的工业化建筑设计，突破市场推广和相关节能技术方面的障

碍。 

 提供建筑工业化案例研究，包括建筑围护结构改造的节

能量和回收期。 

 基于一期的研究，对两款气密性产品的性能和适用性进

行进一步的测试和评估。两款产品性价比较高且易于安装。测

试将支持两款产品安装在零度以下的改进以及商业化应用。 

C. 建筑调适和数据挖掘 

 基于建筑人行为响应模型，构建开源、多层次的预测控

制策略，并在示范建筑中实现以下功能的实际应用：a）人行

为预测；b）设备状态和自调整模型预测；c）预测控制模型建

立。 

 基于不同层次不同边界，在美国和中国分别选取典型气

候区典型办公建筑，实现基于人行为响应模型（MPC）的预

测控制策略的评估和节能效果评价。 

 结合实际工程项目建立开放试验台，开发兼具科研价值

和产业推广示范价值的建筑控制解决方案。 

D. 直流建筑和智能微网 

 开展直流建筑的技术可行性示范研究，同时测量其节能

潜力以及非能源的投入和效益（投资减少，可再生能源整合，

可靠性，弹性和电能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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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通信和控制提高直流建筑的收益，利用低压电（低

于 600 伏特）在建筑中直接整合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储能技术，

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峰值需求。 

E. 室内环境质量（IEQ） 

 开展商业建筑室内空气污染物调查（PM2.5，甲醛，

VOCs and SVOCs）。 

 开发和示范空气净化系统和空气质量传感器，减少商业

建筑中的通风能耗。这包括集成室内外空气过滤和基于传感器

控制的空气净化，以及示范在不同气候区和建筑类型的节能量

和室内环境质量。 

 定制吸附剂捕获室内空气污染物，重点针对甲醛。为设

计评估空气净化材料的性能。 

 开发支撑研究、设计和应用的空气净化技术模拟工具，

分析节能量。这包括整合到 EnergyPlus 的一个空气质量模

块。 

F. 综合性政策和市场机制研究 

 开展建筑节能减排 2020,2030 和 2050 目标和路径研究，

分析技术进步和政策执行对实现目标的影响。 

 开展中美共性和个性问题研究，包括政策制定、市场结

构、融资模式以及可行性技术等方面，为进一步深入合作提供

支撑。 

 建立制定以结果导向标准的方法学，将技术措施评价与

实际使用效果评价相一致。 

 制定和试点建筑数据公示政策，以提高改造效果辨识、

监测和核查以及项目评估的水平。 

 开发并试用源代码公开的审计工具，该工具可用于量化

建筑节能项目的节能和省钱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