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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绿色建筑的全面发展，国内绿色工业建筑评价体系逐步建立。通过将英国ＢＲＥＥＡＭ工业建筑与国内绿

色工业建筑评价的权重体系进行对比，得出ＢＲＥＥＡＭ体系与国内绿色工业建筑评价体系的共性与差异，并以此对国

内绿色工业建筑评价的权重体系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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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绿色建筑向不同的建筑类型

渗透，工业建筑作为建筑的一大类别，逐步被社会聚焦。

２００９年，我国工业能耗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的７１．３％
［１］。

工业建筑的节能成为全社会节能减排的重要环节。工业建

筑有建筑能耗大、环境控制要求高、能耗影响因素多等特点，

同时建筑能耗与工艺能耗密切联系。因此，绿色工业建筑的

评价不可照搬民用建筑的评价体系，而应根据工业建筑建筑

的特点制定评价标准。

我国绿色工业建筑相对起步较晚，评价体系正逐步建

立。２０１０年８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绿色工业建筑评

价导则》，作为开展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指导我国现阶段绿色

工业建筑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的依据。《绿色

工业建筑评价标准》已多次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即将完成编

制工作。２０１２年９月，首批３个项目已进行国家绿色工业建

筑申报工作。前不久，重庆市已启动《重庆市绿色工业建筑

技术导则》编制工作，目前已初步形成初稿。

国际上，英国ＢＲＥＥＡＭ 体系是第一套实际应用于市场

和管理的绿色建筑评价方法，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建筑环

境影响评价系统之一。发展至今，ＢＲＥＥＡＭ 体系已经有

ＢＲＥＥＡＭ工业建筑、ＢＲＥＥＡＭ 办公建筑、ＢＲＥＥＡＭ 生态住

宅等１６个版块。ＢＲＥＥＡＭ体系随着不断完善和扩展，可操

作性大大提高，成为各国建筑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的典范。德

国、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相继采用ＢＲＥＥＡＭ或在此基础开发类似体系作为其绿色

建筑评价工具。至今为止，全球各地大约２０００００个房屋建

筑已获得ＢＲＥＥＡＭ认证，另有１００００００个建筑已登记申请

评估［２］。除ＢＲＥＥＡＭ之外，美国的ＬＥＥＤ体系是另一世界

上主流的建筑环境影响评价工具，但ＬＥＥＤ并未针对工业建

筑有专门的评价手册。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有较大的差异

性，因此笔者选用ＢＲＥＥＡＭ 工业建筑作为国外绿色工业评

价体系与国内体系进行对比分析。

１　指标体系

１．１　犅犚犈犈犃犕工业建筑

ＢＲＥＥＡＭ根据建筑项目所处的不同阶段，将评价分为３

种：处于设计阶段的暂时认证与建筑施工全部完成之后的最终

认证。从ＢＲＥＥＡＭ２００８版本之后，ＢＲＥＥＡＭ将通过认证的建筑

分为通过、好、很好、优秀、杰出５个等级，如表１所示。ＢＲＥＥＡＭ

等级的确定，分成ＢＲＥＥＡＭ基准等级、ＢＲＥＥＡＭ环境权重体系、

ＢＲＥＥＡＭ最低标准、ＢＲＥＥＡＭ创新４个版块。在对建筑项目进

行评价时，评价人员严格按照评价手册上的规定，给出建筑各项

指标的相应得分。根据各方面指标累计得分，得到相应评价等

级，在满足相应等级对某些指标的强制要求后，得出该建筑的

ＢＲＥＥＡＭ等级。具体评价流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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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犅犚犈犈犃犕２００８等级划分

ＢＲＥＥＡＭ等级 得分／％

不通过 ＜３０

通过 ≥３０

好 ≥４５

很好 ≥５５

优秀 ≥７０

杰出 ≥８５

图１　犅犚犈犈犃犕评估流程图

ＢＲＥＥＡＭ工业建筑体系从管理、废弃物、舒适与健康、

污染、能源、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材料、水资源、

创新１０个方面的指标进行评估。如表２所示，ＢＲＥＥＡＭ 工

业建筑评价体系更侧重于对能源、舒适与健康、材料等方面

的评估，而对水资源、废弃物、交通运输等方面指标赋予权重

较小。ＢＲＥＥＡＭ工业建筑评价体系中，对应于不同类型项

目，各方面指标所占权重会有所差异。如仅进行装修项目不

考虑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方面指标的影响，从而其他各项指

标所占权重相应增大。在具体的评价条款中，新建、扩建、翻

修项目与装修项目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建筑材料方

面，前者更多地关注建筑外围护结构材料，而后者侧重建筑

内墙、地板涂料与覆盖物等建筑内部构造的材料。

表２　犅犚犈犈犃犕犐狀犱狌狊狋狉狔２００８权重体系

指标
ＢＲＥＥＡＭ 工业建筑权重／％

新建建筑、扩建 ＆翻修 装修

管理 １２ １３

舒适与健康 １５ １７

能源 １９ ２１

交通运输 ８ ９

水资源 ６ ７

材料 １２．５ １４

废弃物 ７．５ ８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 １０ Ｎ／Ａ

污染 １０ １１

创新（附加） １０ １０

１．２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标

准”）共分１１章和３个附录，核心内容分节地、节能、节水、节

材、室外环境、室内环境和运行管理７大类。标准采用权重

计分法进行绿色工业建筑的评级，与国际上绿色建筑评价方

法保持一致；并规定了各行业工业建筑的能耗、水资源利用

指标的范围、计算和统计方法。

从表３中可看出，《标准》将一级指标分为７个大类。民

用建筑评价标准中将室外环境与节地部分同划在一章，而工

业建筑因部分行业排放物质的特殊性，将室外环境单独划为

一类，可见室外环境表现对于绿色工业建筑的重要性。总体

而言，节能部分占最大比重，节水、节地、室外环境均赋以较

大权重，而运行管理部分权重相对较小。

表３　《标准》指标权重体系

指标大类 权重

节地 １５

节能 ２６

节水 １９

节材 １０

室外环境与污染物控制 １２

室内环境与职业健康 ９

运行管理 ９

技术进步与创新（附加） １０

２　权重体系对比分析

由于ＢＲＥＥＡＭ工业建筑与《标准》在指标大类的设置上

有所差异，现将ＢＲＥＥＡＭ按照《标准》中指标类进行合并，对

应关系如表４所示。

表４　指标类对应关系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ＢＲＥＥＡＭ工业建筑

节地与可持续发展场地
土地利用与生态

环境、交通运输

节能与能源利用 能源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水资源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材料

室外环境与污染物控制 污染、废弃物

室内环境与职业健康 舒适与健康

运行管理 管理

由此对两者进行权重分配对比，从图２中可看出，《标

准》更关注工业建筑在节地、节能、节水方面的表现，而

ＢＲＥＥＡＭ对于节水部分赋予的权值极小，而在室外环境、室

内环境与运营管理方面赋以较大的权重。

图２　权重体系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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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新部分的体现，ＢＲＥＥＡＭ 和《标准》均采用额外

附加的方式。但ＢＲＥＥＡＭ采用额外附加分值将得分算入综

合得分中，而国内体系中一般通过优选项、重大突破最终评

级升一级的方式予以体现。

３　工业建筑与民用建筑权重体系的差异

３．１　犅犚犈犈犃犕体系

在ＢＲＥＥＡＭ体系中，工业建筑与办公建筑各指标所占

权重较为相近，与住宅差别较大。相对于ＢＲＥＥＡＭ 办公建

筑，ＢＲＥＥＡＭ工业建筑更多地关注能源方面的指标，而办公

建筑更多地关注交通运输方面指标。除此之外，其他各方面

指标所占权重在工业建筑与办公建筑之间并无差异，均更侧

重于管理、舒适与健康、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污染４个方面

的指标，而水资源方面相应权重较小。ＢＲＥＥＡＭ 住宅建筑

指标权重则明显不同于工业建筑，对能源、水资源与材料的

关注明显较高，而对管理、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污染等方面

指标所赋予权重较小，如图３所示。

图３　犅犚犈犈犃犕各类建筑指标权重对比

３．２　绿标体系

国内绿标体系中，工业建筑评价标准比民用建筑多出一

个章节———室外环境与污染物控制。在民用建筑中，室外环

境与节地部分同属一章。从整体权重分配来看，工业建筑权

重体系与住宅建筑更为接近，与ＢＲＥＥＡＭ 截然不同。在各

个指标类的权重分配上，总体而言３类建筑基本保持一致。

公共建筑在运营管理部分赋以较大权值，在节地上相应弱

化，这与公共建筑运营阶段能耗巨大相符合。但工业建筑在

运营阶段的权值相对较小，值得进一步思考与实践，如图４

所示。

图４　国内绿标体系各类建筑指标权重对比

４　结　论

通过对比ＢＲＥＥＡＭ 工业建筑和《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

准（征求意见版）》，得出以下结论：

１）《标准》更关注工业建筑在节地、节能、节水方面的表

现；ＢＲＥＥＡＭ在室外环境、室内环境与运营管理方面赋以较

大的权重，对于节水部分赋予的权值极小。

２）ＢＲＥＥＡＭ工业建筑与办公建筑的权重体系极为相

近，与住宅相差较大；绿标体系中工业建筑与住宅建筑更为

接近，与公共建筑差异较大。

３）《标准》中对运营阶段赋予的权值较小，考虑到工业建

筑在运营过程中巨大能耗以及参考ＢＲＥＥＡＭ中对运营阶段

赋以的权值，可考虑加大运营阶段权重比例。

目前，我国绿色工业建筑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

实践经验。英国ＢＲＥＥＡＭ 作为发展较为成熟的体系，在某

种程度上可对我国绿色工业建筑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提

供借鉴。随着评价体系的建立，我国绿色工业建筑发展迎来

大好时机。发展绿色工业建筑的同时，应结合实践经验，逐

步充实、完善评价体系，使之成为一套成熟、权威的工业建筑

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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