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2009 年 3 月 26 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9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

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民用建筑节能，是指在保证建筑使用功能和室内热环

境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选用节能型的用能设

备、促进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等方式降低建筑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的活

动（以下简称建筑节能）。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建（含改建、扩建）建筑节能、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建筑节能工作的领导，制定建筑节

能中长期规划和政策措施，实行建筑节能目标责任制，建立建筑节能考核体系；

引导和扶持建筑节能与新型墙体材料的科研、开发、生产和推广应用，培育建筑

节能服务市场，健全建筑节能服务体系；对在建筑节能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

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

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执行有关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

（二）拟订建筑节能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

（三）拟订引导、扶持建筑节能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四）组织建筑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和论

证推广；

（五）普及建筑节能知识，提供有关建筑节能的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

（六）对新建建筑节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以及建筑用能系统运行等实施监

督管理；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建筑节能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建筑规划、设计、施工、监理、检测、验收和能效测评，建筑节

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和新材料的应用，以及建筑用能系统的运行

管理应当执行国家、行业建筑节能标准。

省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制定地方建筑节能标准，并根据本省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适时修订。

建筑节能新材料和新产品尚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生产

企业应当制定企业标准，并报省建设、标准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省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布建筑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新产品和新材料推广目录，以及技术、工艺、设备、产品和材料限制、禁止

使用目录。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不得在建筑中使用。

第二章 建筑节能材料和可再生能源应用



第八条 建筑节能材料应当经济实用，符合安全环保、建筑节能标准。

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研发、推广应用建筑节能材料;

鼓励建筑工程使用新型节能门窗和新型节能墙体材料，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

隔热性能。

第九条 县级以上建设、工商行政、质量技术监督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建筑节能材料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建筑节能材料备案、公告制度。鼓励建筑工

程使用经备案、公告的节能材料。

第十条 逐步禁止生产和使用粘土砖。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粘土砖生产企业的关停、

转产期限；对在规定期限内关停、转产的粘土砖生产企业，采取“以奖代补”等

方式予以扶持。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等部门应当严格控制现有粘土砖生产企业取土范围和规

模，禁止向新建、改建、扩建粘土砖生产企业供地和发放采矿许可证。

第十一条 推广应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县级以上城市城

区应当分步实施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和砂浆的规定。

第十二条 鼓励和扶持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应用。

政府投资新建的公共建筑和既有大型公共建筑实施节能改造时，应当选择应

用一种以上可再生能源。

鼓励和扶持单位、个人安装使用太阳能利用系统。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应

当为具备太阳能集热利用条件的新建居住建筑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拟订政策措

施和技术标准；建设单位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为住户预留、配置太阳能

热水系统。

第三章 新建建筑节能

第十三条 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对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建筑

节能强制性标准依法进行规划审查；对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项目，规划

主管部门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四条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施工图设计

文件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项目，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得出具

审查合格书，建设主管部门不得备案和颁发施工许可证。

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建筑节能设计的，建

设单位应当重新履行施工图审查程序。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委托建筑工

程设计及其审查、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从事相关的建筑节能活动，并在施工

现场的显著位置公布建筑节能相关信息。

第十六条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应当按照建

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施工、监理。

施工单位应当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节能材料、产品、设备进行查验并按照

规定见证取样，送法定的质量检验机构检验；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不

得使用。



施工单位不按照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改

正；拒不改正的，监理单位应当督促暂停施工，及时向建设单位、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报告。

第十七条 建筑节能各分项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或者监理单位应当及时

组织分项工程验收；对不符合施工图设计文件和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的，应当责成

施工单位整改。

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时，应当对建筑节能是否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

行查验，并在竣工验收报告中注明建筑节能的实施内容；对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

性标准的项目，不得出具竣工验收合格报告。

第十八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竣工验收资料进行审核，对不符合建筑节

能强制性标准的项目，不予验收备案并责成建设单位限期整改。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将建筑节能纳入建设工程质量监管的范围；在提

交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中，应当提出建筑节能的专项监督意见。

第十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时，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在商品房买

卖合同和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中载明所销售房屋的能源消耗指标、

节能措施和保护要求、保温隔热工程保修期等信息，并在销售现场显著位置予以

公布。

第四章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照建筑节能中长

期规划，提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分步实施。

第二十一条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以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公共建筑为

重点。居住建筑节能改造应当在尊重建筑所有权人意愿的基础上逐步实施。

第二十二条 既有建筑在改建、扩建和围护结构装饰装修、用能系统更新

时，应当同步实施建筑节能改造，达到建筑节能相关标准。

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制定节能改造方案，经充分论证后，编制施工

图设计文件，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并出具审查合格书后，组织施工。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采用多

种模式投资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提供建筑节能服务。投资人有权按照约定分享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获得的收益。

第五章 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房产管理等相关部门建立

本行政区域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调查、统计、分析和公布制度。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应当建立健全建筑

节能管理制度和用能系统操作规程，并向建设主管部门报送年度能耗情况。

第二十五条 实行重点公共建筑用电定额和超定额加价制度。

省节能工作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公共建筑的类型和能耗

情况，制定重点公共建筑用电定额。超定额加价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六条 集中供热（冷）系统应当与建筑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

工、同步验收。

建筑照明工程应当选用节能型产品，优化照明及控制方式，充分利用自然光，

降低照明电耗。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省级以上建筑节能示范

工程和绿色建筑示范工程、财政支持实施节能改造的建筑，应当对建筑的能源利

用效率进行测评和标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测评结果予以公布，接受社会监

督。

鼓励其他建筑实施建筑能效测评和标识。

第二十八条 从事建筑能效测评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专业人员和

检测设备等条件，依法取得计量认证证书和资格证书，出具的测评报告应当真实、

完整。

第六章 激励措施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建筑节能专项资金，用于鼓励扶

持下列建筑节能工作：

（一）建筑节能的科学技术研究、产品开发、标准制定和示范工程；

（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三）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

（四）新型墙体材料和绿色建筑的推广应用；

（五）建筑节能的宣传普及；

（六）其他建筑节能工作。

建筑节能专项资金主要来源如下：

（一）财政拨款；

（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三）本条例规定的重点公共建筑用电超定额加价所得；

（四）社会捐助等其他来源。

第三十条 采用地源热泵技术的建筑项目，应当采取安全、环保的回灌措

施，确保所抽取的地下水全部回灌；该项目的回灌技术方案应在办理取水许可申

请时一并提交，项目投入使用前经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减免水资源费；

其集中采暖空调系统按照建筑使用功能实行同类电价。

列入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的建筑项目，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三十一条 鼓励对建筑屋顶等部位实施绿化，降低建筑能耗，其绿化面

积可折算为建筑项目的绿化指标。具体办法由省建设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二条 生产、使用列入推广目录的建筑节能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新产品和新材料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经建筑能效测评获得低能耗建筑能效标识的节能建筑项目，其所得依法减免

企业所得税。

企业购置用于建筑节能专用设备的投资额，依法按照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

免。

经省节能工作主管部门会同省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符合国家和省资源综合利

用目录的新型墙体材料，依法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第三十三条 鼓励金融机构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提供信贷支持，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可根据情况予以扶持。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

规定;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批准向新建、改建、扩建粘土砖生产企业供地，发放采矿许可证的；

（二）对规划设计方案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建筑项目颁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

（三）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建筑项目予以备案和

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四）对不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建筑项目予以竣工验收备案的；

（五）其他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公共建筑从事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的相关活动时，未同步实施建筑节能改造的，由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予通报。

第三十七条 建筑所有权人或者使用权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

报送年度建筑能耗情况或者报送情况不实的，由县级以上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予以通报。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建筑节能材料和可再生能源应用
	第三章  新建建筑节能
	第四章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第五章  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
	第六章  激励措施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