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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双碳目标”的开展，农村地区住宅节能减碳逐渐受到了大众关注。农村住宅与

城市住宅相比在房屋结构、使用面积、功能分布以及家电家具等方面均有明显区别，因此，在节能减碳

方面更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本文首先分析了农村住宅的特点，并对农村住宅碳排放的污染来源进行了

梳理，最后提出低碳化改造策略，以期为农村住宅节能减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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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double carbon target”,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in rural areas are gradually attracting public attention. Compared with urban 
dwellings, rural dwelling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housing structure, usable area,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and home appliances and furniture, and therefore require more targeted measures 
for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ouses, and sorts out the pollution source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rural houses, and finally pro-
poses low-carbon renovation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ergy saving and car-
bon reduction in rural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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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农村建设是实现我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传统农村住宅普遍

具有高能耗、高污染、居住环境差等缺点，与我国所倡导的新农村建设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建筑业产

生的碳排放量高达我国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如图 1 所示住宅建筑约占各类建筑的 81%，而农村住

宅约占 36% [1]，俨然已成为不可忽略的碳排放来源。《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 2021》显示，建筑领域

碳排放量 21.3 亿 t，农村居住建筑碳排放量 4.12 亿 t，占比 19.35%。而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2] [3] [4] [5] 
[6]在住宅全寿命周期中使用阶段的碳排放量高达 70%~90%，远超其他阶段。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住宅节能

和低碳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住宅和公共建筑，对农村住宅的关注点更多在于规划和设计研究上，

忽略了农村住宅的碳排放，因此，农村住宅的低碳化改造具有较大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双

碳目标”的实现，对农村住宅进行绿色低碳化改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floor space by type in China 
图 1. 中国各类建筑面积占比分布图 

2. 农村住宅特点 

2.1. 缺乏专业监管机构 

农村住宅与城市住宅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缺乏相关的部门对住宅的规划、设计以及建造进行审核

和监管，客观上导致了农村住宅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的问题。城市住宅从前期策划、设计、施工，一直到

投入使用直至拆除各阶段均有严格的审查、监督制度，如审图机构、住建委、环保局等部门会对住宅全

寿命周期进行监督管理，确保住宅符合国家标准和规定，也使得城市住宅更加环保、节能、耐用。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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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农村住宅整体的规划设计，随意性大，整体而言分布无序，往往是按照建造者的意愿随意修建，缺乏

科学的指导和相关规范的约束，在没有相应的监管部门的情况下，住宅的各项标准均低于城市住宅。因

此，增加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与服务，对农村住宅而言不仅安全性和质量得到了保障，在低碳化和节

能性方面也可显著改善。 

2.2. 房屋面积大 

受传统思想以及生产功能的需要，我国农村住宅的面积往往较大。农村住宅均属自建房，居民可在

自家宅基地上修建。一般农村宅基地自建房不能够超过三层，且房屋面积不能超过 300 平方，跨度不能

超过 6 米。由于如今农村居民收入逐年增加，居民更倾向于修建面积大的住宅以满足对高品质生活的需

要，所以常见的农村住宅均为两层楼或三层楼，房屋人均面积远超城市住宅。同时，农村住宅还需要满

足部分生产、加工功能的需要，住宅中会有专门的房屋用于食品储存、加工或是饲养家禽，因此也导致

农村住宅必须要扩大面积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农村住宅过大的面积，会导致功能分区不合理、空间

面积浪费，对于农村住宅的节能减排是不利的。合理控制建筑面积，也是减少后期能源消耗的前提，对

于降低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效果。 

2.3. 住宅能耗高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统计，中国传统的农村住宅建筑能耗，由于中国还处于第三世界，与相同气候

条件下发达国家的农村住宅建筑能耗相比，大约是发达国家的 2 倍至 3 倍，可见中国传统的农村住宅还

需要创新。中国现在农村建筑形成的能耗约为社会能耗的 20%，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农村住宅相比，中国

是相同气候条件下发达国家的 5 倍以上[7]。从数据上来看，我国农村住宅的能耗消耗量惊人，可以断定

由此引起碳排放量也是十分巨大的，对我国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低碳乡村”都是十分不利的。 

2.4. 节能措施欠缺 

农村居民为追求性价比往往在家中采购的都是高能耗电器设备，尽管这类产品价格低廉但能耗却是

普通电器的两三倍，电量消耗大，极不利于住宅减排。目前，在农村家庭里节能灯、节能空调、节能冰

箱等使用比例较低。另一方面，农村住宅中还存在着传统的做饭方式，如使用烧柴、烧煤炭、烧秸秆等

燃料，显著增加了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量。普及节能电器和限制污染源的使用，是降低碳排放的必要措

施。 

3. 农村住宅碳排放来源分析 

3.1. 居民环保意识 

农村地区的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以老年人和孩童为主，该类人群环保低碳意识

薄弱，对基本的节能常识也缺乏了解，从而生活方式上仍是过去传统的高污染、高能耗状态。另外，由

于受信息传播渠道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农村居民普遍对于新闻、时政缺乏关心，无法获取最新的

环保政策和动态，也导致其环保节能意识的滞后，进而导致了碳排放量较高。 

3.2. 生产功能 

农村住宅往往具备一定的生产功能，这是其与城市住宅相比最大的不同。常见的生产功能有：种植

农作物、饲养家禽(如图 2 所示)、农产品加工、仓储功能等，发挥住宅生产功能的作用中，会使用到农药、

饲料、燃料、加工机械设备等，都将引起碳排放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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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Farming function of rural housing 
图 2. 农村住宅养殖功能 

3.3. 房屋特点 

如图 3 所示，传统的农村住宅缺乏整体的规划设计，随意性大，在修建过程中往往没有考虑实际的

需要，从而造成了后期使用过程中碳排放的产生。例如，没有合理的考虑门窗的数量和布置位置，导致

高温季节室内空气不流通，温度过高，而频繁使用空调，消耗大量电能而引起碳排放。另外，房屋面积

过大导致采暖和降温所需的能耗增加也将引起碳排放量的增加。最后，房屋墙体保温材料选择不合理，

没有采取有效的保温材料等做法，都将会引起后期使用过程中碳排放量的增加。 
 

 
Figure 3. Currently common rural housing 
图 3. 目前常见农村住宅 

3.4. 家庭电器 

随着农村居民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用电量及家用电器拥有量均产生较大变化，2019 年农村住宅

生活用电量占全国住宅生活用电消费量的 45.11% [8]。近些年来，由于大功率电器购买渠道便捷、价格

低廉，农村居民更热衷于选择此类电器，导致了农村家用电器的年耗能总量不断增加，从而引起碳排放

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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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用能习惯 

日常生活常见的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质能等，由于不少农村地区

居民仍保持落后的生活方式，清洁能源使用效率不高。如图 4 所示，在炊事和取暖中，仍然存在使用煤

炭、木柴、秸秆等污染燃料，燃烧后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会造成温室效应。 
 

 
Figure 4. An earthen stove for burning firewood in rural houses 
图 4. 农村住宅中烧柴的土灶 

4. 农村住宅低碳化改造策略 

4.1. 强化政策配套 

为推动农村住宅的节能减排，建设低碳新农村，国家有关部门从 2012 起先后发布了《农村居住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GB/T50824-2013)、《关于开展绿色农房建设的通知》、《关于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

代化的指导意见》、《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T 50824)和《绿色农房建设导则(试行)》等技术

标准和文件，对农村住宅从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使用阶段以及拆除阶段的低碳节能做出了具体的要求。

然后，由于农村地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监督部门对农村住宅的规划设计进行审查，住宅前期设计时未能

按照节能减排的要求进行设计，导致不少农村住宅存在空间分布不合理、门窗位置分布不科学、住宅面

积过大等问题，引发了后期使用过程中碳排放量的增加。而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由于是居民自建房的

缘故，没有相关部门对其监管，也未能对住宅所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整治。基于此现状，相关政府部门应

当加强对农村住宅前期设计规划的审查，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的相关要求，同时给予居民一定的技术指导，

以降低农村住宅的碳排放量。 

4.2. 提高居民环保意识 

农村居民的环保节能意识普遍不高，缺乏对国家有关政策、方针的了解，对部分高污染能耗缺乏了

解，都是造成农村住宅碳排放量较高的一大原因。因此，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开展座谈会、广播

宣传、上门讲解等方式，打破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界限，让民众了解更多的相关政策信息，并有一定的环

境危机意识，进而提高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民众养成低碳生活理念，鼓励广大民众，养成低碳节

能的生活习惯[9]。 

4.3. 节能家电推广 

在农村住宅中高能耗家电是产生碳排放不可忽略的一大因素，因此推广使用节能家电对于住宅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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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碱碳也是具有一定作用。202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

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绿色家装，鼓励消费者更换或新购绿色节能家电、环保家具等家居产品，这为节

能家电在农村的推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节能家电具有低碳化、能耗低、质量好等优势，但其价格

比普通家电略贵，这也是阻碍节能家电在农村地区大面积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推广节能家电不

仅需要在宣传上下功夫，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一定的补贴措施，使价格更能为广大农村居民所接受，促进

居民消费意愿，才能更好的推广效果。 

4.4. 住宅节能设计 

农村住宅前期设计直接关乎到未来使用阶段居住者的安全性、舒适性和低碳节能性，因此如何选择

合适的建筑材料、合理划分房间面积、合理安排房间功能等均对后期住宅碳排放有决定性影响。首先，

建筑外墙建筑节能改造主要通过保温实现；外窗除了增加保温性能，还要增加采光率和气密性；屋面围

护结构改造可通过设保温或设置室内吊顶实现[10]。外墙及屋顶保温可选择发泡聚苯乙烯(EPS)板和挤塑

聚苯乙烯(XPS)板，EPS 板的价格相对较低，施工过程相对简单，因此现选取常用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

为保温材料。通过加强对室内的保温，可以显著降低电能的消耗，从而减少碳排放的产生[11]。其次，还

可以通过自然通风原理合理布置门窗，以使建筑本身能够很好的利用夏季的主导风向，降低室内温度，

以减少制冷设备的使用，达到碳排放的目的[12]。最后，合理的控制房屋面积，避免面积过大增加能耗的

使用；同时，充分考虑生产功能的影响，避免在住宅内布置高能耗生产功能的房间都是有效降低碳排放

的措施。 

4.5. 增加房屋绿植 

目前农村住宅周围普遍都布置有绿色植物，绿色植物不仅可增加视觉美观，还可以达到吸收二氧化

碳释放氧气的作用。因此，在农村住宅的阳台、窗台和庭院中栽种一定数量的绿色植物也是降低住宅碳

排放的有效措施。当前，效果较好的植物有龟背竹、虎尾兰、芦荟、鹤望兰、长寿花等，这类植物不仅

价格适中，而且可以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甲醛、苯等有害气体，但由于农村居民对该类植物缺乏了解，

目前栽种频率不高，后期应大力推广该类植物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以实现农村住宅的低碳化改造。 

5. 结语 

当前，“新农村建设”和“双碳目标”是我国长期推进的两项重点工作，为改善农村生态文明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契机。生态宜居农村是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理念，农村住宅碳排放总

量控制是提升农村居住环境质量的关键措施。本文通过从配套政策、居民意识、节能家电、住宅设计和

绿植应用五个维度，对农村住宅低碳化改造提出针对性建议。相较于之前研究仅局限于住宅本体的改造，

本文新增了改造策略和低碳路径，对农村住宅低碳化推进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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