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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生命周期内，从规划、设计、施工、运营、拆除、回收利用等各个阶段，通过减少碳源和增

加碳汇实现建筑生命周期碳排放性能优化的建筑。笔者以重庆市《低碳建筑评价标准》为例，对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

系进行简要介绍；并与重庆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对比，找出低碳建筑与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的异同点。通过对

比分析发现，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侧重于建筑资源、能源消耗的基本情况以及营造的环境水平，而低碳建筑评价标

准侧重于建筑资源能源消耗的详细情况及碳排放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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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研究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危机已经

成为当前人类必须要共同面临的最迫切挑战之一，由人类各

项活动产生的ＣＱ２ 和其他温室气体则是全球气温上升的主

要原因［１］。有关研究数据显示，目前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

体排放中，ＣＯ２ 占总量的７７％，而在ＣＯ２ 排放中，城市生产、

交通及建筑的碳排放量约占城市总排放量的８１．８％以上
［３］，

预计至２０３０年，整个建筑业产生的碳排放将占社会碳排放

总量的１／４
［４］。随着建筑能耗的不断增加，建筑行业的碳排

放控制在节能减排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发展低碳建筑，不仅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且能

够赢得全球的尊重，维护良好形象。在２００９年底哥本哈根

峰会上，温家宝总理向全世界做出了重要的减排承诺：到

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

４５％
［２］。因此，低碳建筑必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推动低碳建筑的发展，政府需制定相应的标准、政策与评

价机制，加强在设计、招投标、建造、使用、拆除过程中的全方

位建筑节能减排的监管。低碳建筑评价的相关标准则是开

展低碳建筑评价监管工作的关键。

１　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低碳建筑的核心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

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按照自然生态系统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

放，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５－９］。低

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应以此为基础进行设置。

以重庆市《低碳建筑评价标准》［１０］为例，低碳建筑评价

指标体系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角度对建筑性能进行

评价，对规划、设计、施工、运营、拆除与回收利用阶段进行过

程控制，该标准针对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进行分别评价，评

价指标体系从碳源、碳汇２个方面进行全面考虑，由建筑低

碳规划、低碳设计、低碳施工、低碳运营、低碳资源化５类指

标组成，每类指标分为３个等级，即必须达标、选择性达标及

优选达标。低碳建筑指标体系简图如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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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

２　低碳建筑与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对比

分析

　　以重庆市《低碳建筑评价标准》及《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１１］为例，分析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及绿色建筑评价指

标体系的异同点。

低碳建筑评价标准指标体系住宅建筑与公共建筑评价

体系条文数量及条文比重如表１、图２～３所示：

表１．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条文设置

低碳规划 低碳设计 低碳施工 低碳运营 低碳资源化

住宅 １６ ２０ １９ ９ １２

公建 １０ ２８ １９ １２ １６

图２　低碳住宅建筑评价体系

图３　低碳公共建筑评价体系

重庆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ＤＢＪ／Ｔ５０００６２００９由节地

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材与材

料资源利用、室内环境质量、运营管理６类指标组成，每一类

指标包括控制项、一般项与优选项。住宅建筑与公共建筑评

价体系条文数量及条文比重如表２、图４～５所示：

表２　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条文设置

节地

与室

外环境

节能

与能

源利用

节水

与水资

源利用

节材与

材料资

源利用

室内环

境质量

运营

管理

住宅 １２ ９ １０ １０ ９ １２

公建 ７ １２ １２ １１ ８ １１

图４　绿色住宅建筑评价体系

图５　绿色公建建筑评价体系

在资源和能源基本利用以及基本环境营造方面，２个标

准基本相似，不同的是，绿色建筑在建筑环境性能营造方面

的条文较多，而低碳建筑则设置了详细资源能源消耗的条

文，强化了生命周期前期（包括建材的生产和运输、施工营

造）内容，突出了生命周期建筑的碳排放性能，对比详见表

３～４、图６～７：

７２第３４卷增刊　　　　　　　　　　　　曹馨匀，等：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



 http://qks.cqu.edu.cn

表３　住宅建筑生命周期低碳及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前期条款对比

建材生产 建材运输 施工营造

低碳建筑评价

体系

５．３．２，５．３．

４，５．３．５，５．

３．６，５．３．８，

５．３．９，５．３．

１８，５．５．２

５．３．１０，５．３．

１２，５．３．１９

５．３．１，５．３．

１３，５．３．１４，

５．３．１５，５．３．

１６，５．３．１７

绿色建筑评价

体系

４．４．１，４．４．

５，４．４．６，４．

４．７，４．４．１２，

４．４．１３

４．４．４

４．１．９，４．１．

２１，４．４．１０，

４．５．１３

表４　公共建筑生命周期低碳及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前期条款对比

建材生产 建材运输 施工营造

低碳建筑评价

体系

６．３．２，６．３．

４，６．３．５，６．

３．６，６．３．８，

６．３．９，６．３．

１８，６．５．２

６．３．１０，６．３．

１２，６．３．１９

６．３．１，６．３．

１３，６．３．１４，

６．３．１５，６．３．

１６，６．３．１７

绿色建筑评价

体系

５．４．１，５．４．

５，５．４．６，５．

４．７，５．５．１３，

５．４．１４

５．４．４

５．１．６，５．１．

１３，５．４．１０，

５．６．１４

图６　住宅建筑生命周期前期条款数对比对比

图７　公共建筑生命周期前期条款数对比

　　根据上述图表可知，低碳建筑评价体系相对绿色建筑评

价体系在建材生产、建材运输、施工运营等建筑生命周期前

期关注度较高。此外，低碳建筑评价指标体系注重于数据清

单的提供，包括能源消耗数据、建筑材料数据、水资源消耗数

据、绿化系统数据，作为建筑碳计量分析的依据，并建议参评

建筑进行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分析，为低碳建筑的发展提

供数据支撑。

３　结　语

低碳建筑和绿色建筑均是在节能建筑基础上对建筑可

持续性能更高的要求。首先低碳建筑和绿色建筑必须是节

能建筑；其次，低碳建筑和绿色建筑有一定的一致性，两者均

是从建筑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审视营造建筑环境过程中的资

源能源消耗情况；再次，低碳建筑和绿色建筑互为补充，绿色

建筑关注的是资源能源消耗的基本情况以及营造的环境水

平，低碳建筑着重强调建筑在营造建筑环境过程中资源能源

消耗的详细情况，以及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的“低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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