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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逐

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党的十七大首次

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报告将其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十九大进一步部署了“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

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为响应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教育

部颁布了《绿色学校建设行动计划》，详细规定了各类学

校在节能减排和绿色管理领域所需遵循的具体规范。

自1996年起，绿色学校的理念首次被提出，其目

标是引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将环保管理措施融入到学

校的日常运营之中，并不断进行优化，从而全面提高师

生的环境意识。实践过程中，高校遭遇诸多挑战，如设

备陈旧、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导致能源消耗量持续居高不下，而节能减排的成果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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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1]。本研究深入探讨高校的能源使用状况，并寻求

有效减少能源消耗的途径，以推动绿色校园建设目标的

达成。

一、高校能耗现状的深度剖析与问题洞察

（一）能源消耗结构与主要问题剖析

高校作为大型能源消耗单位，其能源使用模式在不

同地区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2]。经过分析，教学楼、

信息楼、培训大楼构成了高能耗区域的核心部分。尤其

是在夏天，空调设备的大量使用成为了能源消耗的主要

部分。在炎热季节，校园内的空调设备运行负荷显著增

加。数据显示，例如 2024 年 9 月份的用电量达到了年度

峰值（564，087.6 kWh），这说明空调系统的长期高负荷

运作对整体能耗有显著影响。这些区域的空调和照明设

备在白天长时间运作，且即便在下班后和无人状态下，

部分设备仍保持开启状态，导致整体能耗持续上升，给

节能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极大挑战。

夏季时，空调系统对于校园整体能源消耗起到了关

键性的作用。在实训室环境中，由于设备的高强度运作

以及空调系统的持续使用，这些区域的能源消耗远超过

了预定的水平。在行政楼和教学楼中，持续使用旧式空

调和传统照明设备导致能效水平低下，而设备更新换代

的缓慢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在某些区域，空调与

照明设备的能耗量竟远超预定电力需求，这一现象凸显

了校园内部对能源管理的不严谨和缺乏精细化。这些问

题不仅显著增加了高校的运营开销，而且与绿色校园建

设的宗旨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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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推进绿色校园建设的过程中，高校遭遇了众多能源消耗管理方面的考验。教育建筑、研究实验室以及行

政办公区域在能源使用方面存在不合理的结构，尤其是在夏季，空调系统承担了过重的负荷，设备运作时间延长，

从而导致能源消耗不断攀升。设备的老化以及节能设备更新的缓慢，使得能源浪费问题进一步加剧。通过优化能源

管理制度、引入智能化监控系统、推进节能设备改造，能够有效减少能耗。与此同时，加强师生的节能意识教育，

通过日常行为规范和校园文化建设，实现能源使用的合理化，推动绿色校园建设的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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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校能源消耗情况数据图示

（二）能耗增长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

高校能耗持续上升的原因不仅涉及设备老化和使用

频率提升，还与管理不善和节能意识缺失有关 [3]。高校

后勤作为高校保障性和服务性的工作，是高校的一项基

础性的工作。长期以来，高校后勤能源管理存在一定程

度的浪费、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造成较为严重的资源

浪费和经济损失。分析校园内各个单位的能源消耗数据

后，观察到部分部门所使用的电量明显超出了预定的计

划。比如，2024 年 10 月份信息楼的月度用电量达到了

80，720 kWh，教学楼的用电量为 66，088 kWh。这些建

筑的用电量已经显著超出常规需求，空调和照明设备的

长时间使用加剧了能耗的上升趋势。这种情况暴露出当

前能耗管理系统的不足，尚未引入智能化调节手段，导

致能源浪费现象难以遏制。在无人的状况下，空调与照

明设施仍旧保持着运作，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空调的

负荷过重，这导致了校园能源消耗的显著增加。

另外，关于节能设备的推广和更新，进展颇为缓慢，

部分地区仍然采用消耗能量大的旧式设备，导致节能效

果难以实现。尽管部分单位已经开始使用 LED 照明设备，

但是在整体上，普及率仍然不高，因此能效的提升也受

到了限制。同时，忽视节能的观念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

问题。教学场所与实验区域在课程结束后，常常留下照

明和空调未能及时关闭的情况，导致实验设备即便无人

操作亦处于激活状态。为了遏制能源消耗的不断攀升，

仅仅依赖设备更新是不够的。必须在管理层面上加强对

能耗监控系统的智能化改造，并通过校园内部的教育与

宣传活动，全方位提高师生的节能认识和主动性。

二、高校能耗攀升的深层原因探析

（一）设备老化与能效低下

高校中的能源设施长期处于陈旧状态，是造成能源

消耗量较大的关键因素之一 [4]。考虑到部分办公与教学

楼宇中的空调设施，这些已投入使用多年的分体式空调

系统，其能效水平明显不符合节能标准。传统的空调系

统在能源消耗方面较为昂贵，尤其是在夏季使用频繁时，

这一问题更加明显。数据显示，空调设备在多个建筑的

用电中占据主要部分。例如，信息楼在 2023 年 9 月份的

用电量达 153，216 kWh，反映出设备老化和能效低下对

能耗攀升的显著影响，尤其在夏季，空调负荷显著增加。

照明系统方面，部分建筑仍在使用传统灯具，如教学楼

的用电量为 46，852 kWh，未全面推广 LED 照明，导致

能效较低。照明设备的高能耗，使得整体电力消耗难以

有效降低，影响节能目标的实现。整体而言，设备老化

和效率低下严重制约了高校能耗的控制，影响了绿色学

校创建的进程。

（二）能耗管理不到位与监管机制缺失

能耗管理上的疏忽同样是高校能耗居高不下的一个

重要原因。虽然一些高校已经部署了能源监控系统，但

这些系统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其对能源消耗数据

的精细化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仍有改进空间。目前，能

源消耗管理系统大多依赖于人工操作，因此设备的启动

和停止往往无法完全适应实际需求，这种状况使得电力

的浪费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办公楼和实训室中，很

多设备在不使用时仍然处于运行状态。例如，夜间办公

楼照明长时间开启，而非必要设备并未及时关闭，这在

全年能耗总量中占有一定比重。数据显示，部分建筑

如信息楼和教学楼的用电量持续较高，夜间空调和照

明设备的空转时间显著增加了能耗。例如，信息楼在

2023 年 9 月份的用电量达 153，216 kWh，设备未关闭

现象普遍，造成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增加了学校的运

营成本。

（三）师生节能意识薄弱与不良使用习惯

节能意识的缺失是导致高校能耗难以控制的另一重

要因素。尽管构建绿色校园的目标清晰地提出了节能减

排的需求，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们尚未培

养出有效的节能习惯。在实训室和教学区域，通常可以

观察到即便在无人使用的情况下，空调和照明设备依旧

处于开启状态，而且缺少有效的提醒与监管机制。这种

现象不仅发生在白天的教学时间，甚至在夜间和假期期

间也较为普遍。数据显示，假期期间用电量依旧较高，

例如 2024 年 9 月份的用电量达到了 564，087.6 kWh，反

映出节能管理的不足。此外，师生的日常节能意识未能

与校园的节能目标同步，大量不必要的能源消耗直接增

加了高校的整体能耗。在绿色校园创建过程中，如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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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教育和宣传活动强化节能意识，形成自觉的节能行为，

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探寻绿色校园建设中的高效降耗之道

（一）智能化管理系统的引入与应用优化

引进智能化管理系统，对于高校在实现能源消耗精

确控制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实际考察过程中，各高

校的电力消耗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各个建筑之间的用

电量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建筑的实际用电量甚至超过了

预定计划，这揭示了当前管理体系存在的缺陷。为此，

通过部署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可实时监控各部门的能

耗情况，进行数据化分析并及时作出调整。例如，信息

楼的 10 月月度用电量达 80，720 kWh，远超其他建筑。

智能化管理系统可以精准监控并自动调节空调和照明设

备，防止长时间空转。通过数据的动态监测，实时掌握

高耗能区域的设备运作状态，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

干预措施，如调节空调运行时间或优化照明系统的启停

机制，确保能效最大化。同时，智能化系统还能提供精

准的能耗报告，支持高校管理层进行科学决策，提高资

源利用率。

（二）节能设备的推广与更新

依据研究数据，高校的办公建筑、教学区域以及实

验室构成了能源消耗的重点区域，在这些区域中，空调

与照明设备所消耗的电力比例尤为突出。例如，教学楼

的照明设备每日运行时间超过 10 小时，而空调的实际

使用频率在夏季高峰期达到全日负荷，这使得其电力消

耗远超计划电量，增加了校园的总体能耗。为解决这些

问题，更新和推广节能设备成为了高校节能降耗的重要

手段。首先，通过推广使用 LED 照明设备代替传统灯

具，能大幅降低照明耗电量。其次，在空调设备的改造

中，采用变频空调和高效节能空调，能够更好地适应用

电负荷的波动，减少能耗浪费。此外，对于长期运行的

实验设备，如实验室中的大型仪器设备，应采用自动化

控制技术，设置定时器，避免在非工作时间继续耗电，

减少设备的空耗。例如，通过使用 LED 照明设备，预

计每月可以减少至少 10% 的照明耗电量，这对于 10 月

份用电量达 66，088kWh 的教学楼而言，可以节约大约 

6，608 kWh。

（三）节能意识的提升与合理使用习惯的养成

节能减排不仅需要依靠设备和管理的优化，更需师

生具备节能的意识和优良的用电习惯。许多单位的用电

量在计划外激增，说明能源浪费现象普遍，师生的节能

意识亟需提高。例如，某些教学楼和实验室空调和照明

设备在下班或下课后长时间未关闭，这种现象直接导致

了每日超额的电力消耗。针对这种情况，高校需要通过

多种渠道提升师生的节能意识。可以通过定期的宣传和

教育活动，如“节能周”活动、节能知识竞赛等方式，

向师生普及能源使用的科学常识，倡导节能行为。同时，

借助智能设备的管理功能，比如设置自动关闭机制，进

一步优化用电操作，帮助师生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此

外，校园应建立能耗反馈机制，按季度发布各部门能耗

统计数据，公开排名，激励各部门主动控制能耗。通过

这种方式，形成一种校园内的节能文化氛围，提高节能

意识的普及率，促进能耗管理目标的实现。

四、高校节能降耗的有效实践与长效保障路径

（一）明确能耗责任与管理机制

高校能耗管理中，明确责任分工是保障节能降耗实

施的关键。例如，某些部门的电量消耗远超出计划，说

明现有的管理机制尚未严格落实到位。为了改变这一现

状，学校应建立健全的能耗责任体系，将各部门的能源

使用情况进行细化管理，明确每个部门、每个楼层的能

耗目标和控制措施。针对信息楼月度用电量达 80，720 

kWh 的情况，可以设立责任人进行实时监控，并通过

定期考核确保节能目标的实现，将能源使用与管理绩

效挂钩。

（二）推进节能技术的改造与升级

节能设备的改进和更新是高校减少能耗工作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例如部分教学楼的空调设备和照明系统耗

能较大，尤其是空调能耗在夏季负荷达到全年最高水平。

因此，推广节能型空调设备和 LED 照明系统，将大幅减

少这些高耗能设备的负担。通过改造设备，如为实验室

配置智能化控制装置，以避免设备长时间空转，从而显

著降低电力消耗。同时，还应结合学校的能源消耗特点，

引入更多高效的节能技术，实现更低的运行成本。

（三）教育与文化建设相结合

节能降耗不仅依赖设备和管理，还需要师生的节能

意识培养。例如，部分教室和实验室在下班或下课后仍

然长时间未关闭空调和照明，导致额外能耗增加。为此，

学校应通过定期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强化师生的节能环

保意识。同时，可设立校园能耗公示栏，将各部门的能

耗数据公开展示，形成对比激励机制。通过教育与文化

建设的双重推进，才能让节能降耗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最终实现绿色校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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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绿色学校的构建过程中，高校面临的能源消耗管

理挑战显得格外突出。能源浪费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由

于管理缺陷、设备老化和节能意识不足等多种因素交织

而成的。对于各单位能耗差异显著的情况，优化能源管

理制度和技术改造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同时，通过引

入智能化管理系统、更新高效节能设备，以及培养师生

的节能意识，学校能够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并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这一系列措施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学

校的运营成本，也为绿色校园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具体可行的路径，学校能够在节

能降耗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为社会的

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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