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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来自192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丹

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大会，共同商议

拯救地球、二氧化碳减排等问题。在大会上，以

王石、冯仑、张在东三位中国地产领袖领衔的中

国企业家代表团集体亮相，发表了“主动减少碳

排放”的企业界宣言。

回望2009年11月，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

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

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到45%。

目前，低碳经济已逐渐成为国际上的主流

趋势。在中国，地产及相关行业中的一批有识之

士，已经领先一步意识到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

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地产经济的转轨中以其远见

卓识将低碳建筑的理念与原有的建筑行业融为一

体，不仅使他们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也履行

了自己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沈宏明作为其中

的代表人物，与他所带领的北京启迪德润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已经走进了第五个年头。

绿色建筑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1989年，沈宏明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

系。上世纪80年代末，创业风潮尚未兴起，沈宏

明毕业后便进入研究所从事雷达方面的工作。两

年后，年轻的沈宏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建筑设

计院，接触到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智能建筑行业。

从此，他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

智能建筑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建筑界的主流

概念，它在建造过程中过于强调科技的作用，整

个设计理念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设计师大胆发

挥自己的创造力，工程师完全为设计服务，以人

工控制环境为己任，而对能耗及建筑的合理性问

题几乎不予考虑。在智能建筑理念下催生出的一

大批建筑作品，都有别致的构造，或是新奇的造

型，但是在能源控制上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沈宏明现在回头分析当时的热潮，也许和彼

时的时代背景亦有一定的关系。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正是人类社会自信心膨胀的一个时期，科技发

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日后深深困扰各国的能

源危机在当时还不十分明显。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们错误地认为人力可以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得

更好，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竭尽全力，完全忽

视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力。很多漂亮得如

水晶盒子一般的玻璃幕墙建筑拔地而起，它们正

是智能建筑的代表之作，美丽，但代价是在温控

及湿控等方面能耗巨大。

此时已是1999年，沈宏明离开建筑设计院开

始创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从事建筑智能化方

面的工作。

在几年的实践中，他渐渐认识到房地产行业

是名副其实的能耗大户。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建筑

做正确的事
——访北京启迪德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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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黄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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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等多方面能源都参与其

中，碳排放量很大。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约释

放出0.8吨碳。而且，大量建筑存在着因结构不合

理、材料使用失当而引发的高耗能、高排放。相

关数据表明，我国建筑采暖、空调、通风、照明

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30%左右，排放相似比例的

二氧化碳。此外，很多建筑虽然装设了楼宇控制

装置，但是大部分运营管理人员并没有充分地利

用起来，成效很不明显。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沈宏明对现有建筑的

巨大能耗感到担忧，也从中发现了商机。他敏锐

地认识到现代建筑在接受“智能”这一概念的同

时，必须考虑到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的有机协

调。这一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的主题必将是今后

建筑业发展的方向。于是，沈宏明改换方向，在

2005年成立了北京启迪德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致力于节能建筑的设计评估以及既有建筑的节能

改造。公司成立后很快走上了良性经营轨道，著

名的“筑能网”就在这期间建立起来，网站首次

举办的论坛主题为“建筑能耗全生命周期的管

理”，邀请了众多专家前来参与探讨，在业界引

起了强烈反响。

此时，建筑界已逐渐兴起绿色建筑的概念，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如何做到使建筑与人和自

然协调发展。在“绿色建筑”的理念还仅仅是一

个小众概念时，沈宏明和他的团队就已经在几年

的经营中积累了很多技术经验，在节能建筑领域

闯出了一番天地。然而他随之发现，旧楼的节能

问题固然明显，但是很多新建楼房仍在重复固有

的错误，甚至更为严重。一方面为了更好地发挥

自己的技术强项，另一方面也是为节能建筑长远

计，沈宏明决定再次转变经营方向。

2006年，启迪德润转向对新楼的建筑咨询，

为建筑商提供系统化的节能服务解决方案，以国

际上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LEED认

证和国内绿标体系作为节能服务指导标准，指导

建筑设计、施工、运营的全过程，使其真正成为

绿色建筑。在这个领域内，沈宏明和他的团队做

出了突出的成绩。

让建筑与自然和谐相处

沈宏明曾经去过很多国家，他对于国外民众

极强的环保意识非常推崇。在他眼里，对环境的

保护应该是一个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长期

行为。建筑作为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尊重自然，与环境和谐统一的建筑形式是所有追

求环保的建筑从业人员长久以来的共同理想，也

是沈宏明及启迪德润一直以来所推崇的建筑目

标。

谈及自己对绿色建筑的认识，沈宏明诗意地

说：“当建筑能够实现与周边环境的完美融合，

甚至能够‘隐’于自然之中时，建筑仿佛也有了

灵魂，找到了最适合它栖息的地方。”

中国湿地博物馆即是基于沈宏明这样一种建

筑理念的代表之作。该博物馆位于杭州西溪国家

湿地公园东南部西溪旅游服务中心内。西溪，在

电影《非诚勿扰》中曾借售楼小姐之口讲述过关

于它的故事：1000年前，宋高宗赵构看到了小桥

流水、芦花似雪的西溪美景，故曰：西溪，且留

下。西溪的美名藉此传至天下。在这样美丽的土

地上诞生的建筑，若不能与环境和谐共处，若破

坏了周遭原有的静谧和谐，即使建筑再恢弘再精

巧，也徒是辜负了良地美景。

当启迪德润接到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的设计

图时，沈宏明最大的感慨便是如此。启迪德润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建筑施工之前为项目方

做LEED-NC培训和认证咨询，为建筑设计做照明

采光模拟和视野模拟，并进行地表辐射强度模拟

分析。

沈宏明至今提起仍颇觉自豪，博物馆内绝大

部分空间都具有良好的室内自然采光效果。其中

该建筑屋顶侧窗的设计，在夏至日，屋顶侧窗处

无法透过太阳直射，由此可减少夏季室内因光照

引起的升温，减少了夏季空调系统的制冷负荷，

同时也很好地引入了室外自然采光。在冬至日，

屋顶侧窗处可以使阳光直射室内，由此可大大提

高冬季室内自然采光效果，增加了室内温度，减

少冬季空调系统的采暖负荷。而该项目中因地制

宜，采用“水源热泵”等节能技术，也是启迪德

润的得意之作。

在沈宏明的建筑理念中，节能并不意味着

要牺牲舒适度，事实上不管是他一直努力实现的

“绿色建筑”还是近期提出的“低碳建筑”，追

求的都是环保性和宜居性的结合。沈宏明带领他

的团队，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因地制宜的建筑节

能、低碳环保的解决方案。路漫漫其修远兮，在

保护生命，维护大自然的道路上，沈宏明一路留

下坚定的脚印。

“ 当 建 筑 能

够 实 现 与 周

边 环 境 的 完

美 融 合 ，

甚 至 能 够

‘ 隐 ’ 于 自

然 之 中 时 ，

建 筑 仿 佛 也

有 了 灵 魂 ，

找 到 了 最 适

合 它 栖 息 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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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推动中国“低碳建筑”进程

对于现在热议的“低碳建筑”的概念，沈

宏明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从内涵上来看，

“低碳建筑”与“绿色建筑”的差别并不大，但

是“低碳建筑”的产生有它自己的独特背景。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为

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

规定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买家在“限量与贸

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

的减排配额，买主向可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

购买减排额。

清洁发展机制双赢机制的出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

碳排放变成了可供交易的商品，巨大的潜在市场

刺激了相关行业对“低碳”的关注。建筑行业的

低碳概念随之广泛传播，再加上近年来国家对低

碳产业的重视，“低碳建筑”从“绿色建筑”的

概念中剥离出来，变得更加炙手可热。

当问及未来建筑参与碳交易市场的方式时，

沈宏明果断地说：“一定要先有标准。”采访中

沈宏明再三提及建立低碳建筑评价标准的必要

性。它是一把尺子，可以量度低碳产品的低碳化

程度。它是一个门槛，能够严把低碳建筑的质量

关。它也是方向标，用来具体引导低碳建筑的技

术路径。目前，低碳建筑评价标准并不统一，有

些建筑采用LEED认证，有些用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甚至有些房地产项目根本没经过任何认证即

自我标榜为“低碳建筑”。当一个统一性的标准

全面上升为强制性标准之日，便是低碳建筑常规

化之时。

沈宏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是这样做的。

作为低碳建筑行业中的重要一员，启迪德润是国

内首推绿色评价标准的公司。目前启迪德润公司

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承接了近40个LEED认证项目

和国内绿标项目，获得认证或预认证的项目超过

10个，约占每年国内市场的30%。其中北京第一

高楼国贸三期，上海浦东嘉里中心已获得了预认

证，杭州世贸丽晶城，武汉阿海珐厂等已获得了

最终认证，赢得了LEED认证牌匾。最近刚刚通过

LEED-EB金级认证的上海汇亚大厦项目，作为国

内第一个通过该认证的项目，更是开创了中国既

有物业提升运营水准的新标杆。

沈宏明满怀希望地告诉记者：“中国每年将

会有近20亿平方米的新建筑建成，只要提高建筑

能效，全球在2010年可以减排7.15亿吨二氧化碳，

相当于2010年预计全球排放总量的27%。”沈宏

明前进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于所有地产及建筑

行业而言，倡导低碳建筑并身体力行地推广它，

不仅有利于企业在楼市格局变化时迅速找到自己

的最佳位置，同样也是责任所在。

在与记者的交谈过程中，沈宏明很少提到

自己创业期间的具体历程，尽管那里也许有着十

分精彩的故事。他总是在谈中国建筑界观念的改

变，随和地和我们探讨国人环保意识的进步，预

测低碳建筑未来的发展方向，整个过程中都保持

着专注而亲切的态度。坐在沈宏明处于26层的办

公室里眺望出去，视野极广，众多高楼大厦仿佛

居于脚下，令人心中不由生起一股豪气，沈宏明

的人生态度也许与之相若，绝少标榜自己，不

拘泥于个人的苦乐，务实、而且着眼于广阔的

世界。

从无线电到建筑，从北京建筑设计院到启

迪德润，从注重功能性的智能建筑到倡导全面环

保的低碳建筑，沈宏明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清

华人自强创业的精神和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高尚

情怀，也一路见证了中国建筑史上观念的重大转

折，致力推动着低碳建筑的前进和发展。沈宏明

有句常说的话：“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

重要。”低碳建筑即是他心中正确的事，值得他

为之不懈奋斗。

中国湿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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