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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介绍了绿色建筑发展概况，从理念意识、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产业链配套等保障体系

和政策激励方面分析总结了中国当前绿色建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讨了绿色建筑发展的

对策，提出绿色建筑理念先行、完善法规技术体系、建立组织保障制度、强化政策激励措施、培育市

场主体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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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绿色建筑发展概况

１９６９年，美国建筑师提出生态建筑学概念，并

探索生态建筑的建筑与设计方法，生态建筑理论初

步形成。１９９０年，英国首次建立并发布了绿色建筑

评价体系———ＢＲＥＥＡＭ。１９９２年巴西里约热内卢

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绿

色建筑”的概念，从而绿色建筑成为世界建筑发展的

方向［１２］。另外，德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推行适

应生态环境居住政策，以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法国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进行了大规模居住区改造工作。

绿色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绿色建筑萌

芽、国外绿色建筑理论引入、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立

和绿色建筑高速发展四个阶段。目前，中国绿色建

筑已走过概念炒作的“浅绿”发展期。尤其是在“十

一五”期间，绿色建筑在政策和评价体系建设、标准

体系与技术研发、示范推广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为目前其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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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中国取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７４２个，总建

筑面积达７０００多万平方米
［３］。

２　中国当前发展绿色建筑存在的问题

中国绿色建筑发展起步较晚，在发展理念、政策

保障和技术实践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均有很大

的差距。尽管目前发展态势良好，在政策制度、评价

标准和创新技术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绿色

建筑项目数量成倍增长，但绿色建筑的推广仍存在

不少问题。

２．１　绿色建筑认识理念仍然有限

一是不少地方尚未将发展绿色建筑放到保证国

家能源安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缺乏紧迫

感和主动性，相关工作得不到开展。二是由于发展

起步较晚，公众对绿色建筑还缺乏真正的认识和了

解，理解上存在差异和误解，主要表现为：（１）误将

“绿化建筑”当成绿色建筑。所谓绿色建筑的绿色，

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绿化，而是代表一种理念，指建

筑对环境无害，能充分利用环境和自然资源，节约资

源，并且在不影响环境基本生态平衡的条件下建造

和运营，因此，又可以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建筑、生态

建筑。虽然通过绿化可以有效改善建筑室外环境、

创造健康的居住空间，但这只是绿色建筑要求之一。

（２）认为绿色建筑是“昂贵建筑”。绿色建筑是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建筑［４］，应充分利用自然特有条件，合

理组织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等被动技术，不是用昂贵

的高科技堆砌的建筑。叶祖达等［５］对中国获得绿色

建筑标识的５５个项目平均增量成本分析后指出，住

宅绿色建筑增量成本，一星１５．９８ 元／ｍ２，二星

３５．１８元／ｍ２，三星６７．９８元／ｍ２；公建绿色建筑增

量成本，一星２８．８２元／ｍ２，二星１３６．４２元／ｍ２，三

星１６３．２３元／ｍ２。可以看出，绿色建筑增量成本并

不高，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成熟还将近一步下降。

因此，绿色建筑并不是“昂贵建筑”。

２．２　绿色建筑保障体系尚未健全

１）绿色建筑法规体系缺失

随着《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及《民用建

筑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和各省市地方

建筑节能条例的实施，中国建筑节能相关的法律法

规已基本建立。但是，针对绿色建筑的立法工作还

未展开。除节能外，现有法律在节水、节地、节材及

环境保护相关内容中没有涉及，使监督管理工作缺

少法律法规依据，同时也导致地方政策法规出台缺

乏上位法的依据。

２）绿色建筑技术标准有待完善

目前，中国已相继编制了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

评价等标准，可见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基本建立，但是

其中有些标准适用性不强。比如，２００６版《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过于笼统，描述性指标较多，对不同功

能的建筑针对性不强，应进一步按功能进行细分，按

指标进行量化，增强其操作性。

３）绿色建筑产业链缺乏配套

绿色建筑在中国推广时间不长，一些地方绿色

建筑产业链脱节，缺乏绿色建筑咨询策划机构，绿色

建筑产品生产、技术提供、检测咨询服务未能形成一

个完整的供应链。同时，建筑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缺乏绿色建筑专业技术人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绿色建筑的发展。

２．３　绿色建筑激励政策不足

２００７年，住建部下发《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

办法（试行）》，中国开始实施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制

度。２０１１年，住建部发布《中国绿色建筑行动纲

要》，表示将全面推行绿色建筑“以奖代补”的经济激

励政策［６］。２０１２年４月，财政部、住建部印发《关于

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对高星级

绿色建筑给予财政奖励，标准为：二星级绿色建筑

４５元／平方米，三星级绿色建筑８０元／平方米。但

从实施情况来看，国家激励政策难以获得，地方配套

政策受财政资金等方面约束，难以制定简易实施、有

实质性的奖励政策。

３　当前发展绿色建筑的对策

３．１　理念先行，引领绿色建筑发展

大力宣传绿色建筑理念，改变传统建筑思维。

将绿色建筑提升到影响国家能源安全及气候变化的

战略高度，开展多层立体宣传，使环保、低碳、节能观

念深入人心。一是借助教育的力量，在高校尤其是

主流建筑类高等院校开展绿色建筑、低碳发展理念

的建筑核心价值观教育，创建绿色校园。二是利用

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借助“天人合一”传统自然

观的影响，广泛宣传绿色建筑理念，普及绿色建筑知

识，提高人们对绿色建筑的正确认识，满足人们对绿

色建筑的需求，形成绿色建筑消费市场。

３．２　完善绿色建筑法规制度，强化政策激励措施

目前，绿色建筑发展在中国更多地停留在政府

倡导层次上，相关的法律规定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加

之绿色建筑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投资者在短期内

无法体验到绿色建筑带来的“效益”，对绿色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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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绿色建筑必须采

取强制推广和政策鼓励相结合的措施。

一是提高推行绿色建筑工作的法律地位，修订

和完善《建筑法》《节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强制赋

予普通建筑更多的绿色指标，对没有达到设计规范

要求指标的新建项目进行处罚，同时建立起规划设

计阶段的绿色建筑专项审查制度和施工、监理及竣

工验收阶段的专项制度，明确各方法律责任。二是

强化政策激励措施，除一定的经济奖励外，对使用绿

色技术的建设项目给予审批上的优先权，在土地出

让、金融服务等方面给予政策激励，比如对购买绿色

住宅的消费者在购房贷款利率上给予适当优惠。

３．３　着重开展适宜性关键技术研发，完善绿色建筑

标准技术支撑体系

　　绿色建筑是与自然共生的建筑，要充分利用天

然条件，尽量减少主动技术的使用，以“自然观”为主

导倾向，进行绿色建筑技术研究与实践。依据当地

气候、资源、风俗习惯等特点因地制宜，开展绿色建

筑适宜性关键技术研发。对于严寒地区重点解决防

寒、保温问题，主要技术措施为减少建筑物体型系

数，提高维护结构保温性能，冬季充分利用太阳能为

室内取暖，避开冬季主导风向等方法，北极爱斯基摩

人建造的“冰雪屋”就是典型代表。对于冬季干冷、

夏季干热地区，建筑多采用蓄热性能好的厚重墙体，

充分利用深层土壤恒温恒湿特性，采用覆土技术，运

用遮阳技术等。比如我国陕北的窑洞建筑顶部和侧

面深入土壤中（覆土），形成半无限大的维护结构，有

绝热、蓄热性好的优点，冬暖夏凉且能耗低。对于湿

热地区，建筑应保证顺畅的自然通风，加强防水排水

工作，采用防湿去湿及遮阳措施。比如中国福建多

天井民居、云南傣族竹楼民居和广西壮族干栏民居

等建筑［７］。

按照建筑类型细化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编制绿

色建筑标准规范、绿色建筑技术和产品目录、施工图

集和施工工法等，形成全方位的技术标准体系，支撑

绿色建筑发展。

３．４　建立绿色建筑组织保障体系

发展绿色建筑需要有力的组织保障和管理能力

保障，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阶段。按照绿色建筑全寿

命周期理念，建立包含建筑项目审批、土地出让、建

筑规划、设计、施工、竣工验收、运营维护等相关部门

在内的组织保障体系：发改部门负责绿色建筑项目

审批、投资工作；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绿色建筑土地出

让工作；规划部门负责绿色建筑规划工作；住建部门

负责绿色建筑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和运行管理工

作。由此，明确相关职能部门责任，签订各部门目标

考核责任书，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３．５　积极培育绿色建筑市场主体，形成配套产业

体系

　　积极培育绿色建筑策划咨询、设计、施工、监理、

检测、绿色建材等市场主体，形成配套的产业链。建

设绿色建筑材料、产品、设备产业化基地，形成与之

相应的市场环境、投融资机制，带动绿色建材、节能

环保和可再生能源等产业的发展；培育和扶持绿色

建筑服务业发展，加强人员队伍培训，建立从业人员

资格认证制度，推行绿色建筑检测、评价认证制度。

４　结　论

绿色建筑将引领未来建筑的发展方向已成共

识，发展绿色建筑对加速转变中国建筑业发展方式

和城乡建设模式、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满足改善民生

重大需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城

镇化快速推进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应抓

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为建设美丽中

国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１］李百战，丁勇，刘猛．绿色建筑的发展概述［Ｊ］．暖通空

调，２００６，３６（１１）：２７３２．

［２］王清勤．世界绿色建筑概况与发展重点［Ｊ］．深圳土木与

建筑，２０１２，９（１）：１８２３．

［３］仇保兴．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和建筑节能的形式与任

务［Ｊ］．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２，１９（５）：１８．

［４］ＧＢ／Ｔ５０３７８—２００６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Ｓ］．

［５］叶祖达，李宏军，宋凌．中国绿色建筑技术经济成本效

益分析［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

［６］张建国，谷立静．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现状、挑战及政策

建议［Ｊ］．中国能源，２０１２，３４（１２）：１９２４．

［７］刘抚英．绿色建筑设计策略［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２０１２．

（编辑　胡　癑）

８９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第３７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