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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绿色建筑发展历程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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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绿色建筑？

绿 色 建 筑 的 探 索 和 研 究 始 于 2 0 世 纪 6 0 年 代

美籍意大利建筑师保罗·索勒瑞把生态学和建筑学两词合并，提出“生
态建筑学”的新理念。1963年V．奥戈亚提出建筑设计与地域、气候
相协调的设计理论。1969年美国风景建筑师麦克哈格提出建造生态
建筑的有效途径与设计方法，它标志着生态建筑理论的正式确立。

石油危机后，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注重建筑节能的研究，太阳能、地
热、风能、节能围护结构等新技术应运而生，其中在掩土建筑研究
方面的成果尤为突出。

节能建筑体系日趋完善，并在英、德等发达国家广为应用，但建筑
物密闭性提高后产生的室内环境问题逐渐显现。

绿色建筑理论研究开始走入正规。1990年全球第一部绿色建筑标准
《BREEAM》由英国建筑研究院正式发布。1991年布兰达·威尔和罗
伯特·威尔合著的《绿色建筑：为可持续发展而设计》问世，阿莫里
．B．洛温斯在文章《东西方的融合：为可持续发展建筑而进行的
整体设计》中指出：“绿色建筑不仅仅关注的是物质上的创造，而
且还包括经济、文化交流和精神等方面。”



© BRE 2021

中国绿色建筑发展的三个阶段
节 能 、 绿 色 、 碳 中 和 建 筑 理 念 相 互 依 存 ， 相 关 政 策 助 推 建 筑 低 碳 转 型

• 节能建筑：在保证建筑使用功能和室内环境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核心目标是降低建筑能耗

• 绿色建筑：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与环境保护，注重以人为本，强调建筑的可持续发展

• 碳中和建筑: 核心指标是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在绿色建筑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建材在化学反应中所产生的

碳排放量。同时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实现能源替代

节能、绿色、碳中和建筑理念在设计、建造、运行等环节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减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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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经济体明确“碳中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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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总体压力大
从当前全球碳排放的结构来看（2019年数据），碳排放量排名全球前十位的国家是中国、美国、

印度、俄罗斯、日本、德国、伊朗、韩国、印尼、沙特；亚太地区和欧洲的碳排放量在全球占比较

高。粗略来看，碳排放量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人口体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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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业减碳需求急迫
• 中国建筑领域碳排放的总量庞大，2018年，建筑行业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51%

• 从整体趋势上来看：2005到2018年以来建筑全过程碳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因此关注建筑行业节能减排对

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意义重大

• 从各组成部分来看：建筑全生命周期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建材生产运输，建筑施工，建筑运行和建筑拆除处

置。其中，建材生产和建筑运行阶段所占比例较大，分别为28%和22%，施工阶段占1%

• 从各能耗流向来看：大部分由煤、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组成，其中80%都是化石能源，产生大量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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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相较于民用住宅减排更见成效
• 商业建筑节能减碳在整体建筑行业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比较而言，商业建筑市场规模增速高

于住宅，在人均面积和竣工价值方面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商业建筑单体面积较大，单位面积能耗远高于民用住

宅且近年持续增长，节能空间更大；在管控方面， 由于商业建筑普遍应用集成化管理系统，存在规模效应

•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能耗统计专委会的数据显示，商业建筑碳排放强度远远高于全国及民用住宅强度水平，约是全

国强度水平的2.09倍。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商业建筑在建筑面积远低于城镇居建和农村居建的情况下，产生的总能

耗和碳排放几乎和城镇居建相同，且高于农村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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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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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碳中和实施路径详解
l 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建筑材料生产运输碳排放+建筑施工碳排放+建筑运行碳排放+建筑拆除碳排放

l 基于对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拆解，本报告列举商业建筑碳中和五大举措：源头减量、回收利用、能源替代、节能

提效、负碳技术，并结合建筑场景构建实施路径

源头减量：

• 设计规划：截至2019年，中国工程设计及建筑设计行业规模达到6000亿元，年增速13%。碳中和目标下，生态规划，低碳路径设计，低碳结构优化预计将成为建筑规划设计的发展趋势

• 建材：2020年建材行业总市值达到1.1万亿元，是中国建筑产业下的支柱行业。建材行业转型升级是必然趋势。重点关注高性能钢材、高性能混凝土材料，从原料替代、提高耐久性等特点减少     建材端

碳排放

能源替代：

• 利用光伏、风能、地热能、氢能实现零碳电力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其中光伏技术应用在商业建筑领域应用最为广泛。受利好政策的推动，2020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48.2GW，同比增长 60%，创历

史第二新高，预计到2035年，光伏总装机量将达到300GW，成为所有电源类型第一位

节能提效：

• 建筑运营过程是商业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主要组成部分。新型智慧楼宇运营管理平台全面提升楼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对各系统能耗实时监测并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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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碳标准发布

       2021年11月7日，TÜV莱茵大中华区与英国建筑研

究院(BRE)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上联合推出

了净零碳建筑认证评估体系。该净零碳建筑认证基于英

国建筑研究院提出的英国绿色建筑评估体系(BREEAM)、

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标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

南、以及国内外建筑碳足迹计算标准等 。评估方法包

括文件检阅、现场审核和数据现场抽查。如果建筑物碳

排放满足净零碳或低碳运营标准，其建筑碳管理流程也

符合相关要求，将被授予中国标识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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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碳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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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碳标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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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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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建筑面积已突破66.45亿！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意见指出实施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到2025年，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

建立，到2035年，城乡建设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碳减排水平快速提升

2008-2015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面积
逐年发展状况（单位：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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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公司围绕绿色、低碳、健康、打造自身品牌

中指研究院中国房地产



© BRE 2021 成都融创雪世界内景图融创·华发深圳冰雪文旅城室内雪场效果图

      2021年10月，融创文旅集团与BRE达成战略合作，融创文旅将联合BRE定制全球雪场绿色建筑认证标准“BREEAM-雪世

界”，打造全球“绿色冰雪”标杆。此次签约后，融创文旅旗下所有新建雪世界项目均将以“BREEAM-雪世界”为标准进行

定制

地产公司围绕绿色、低碳、健康、打造自身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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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困难并存-落地难
       2019年，住建部发布新版本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意味着中国绿色建筑从设计阶段全面进入竣工阶段。在

前一版本的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中，运行标识项目相对较少，仅占建筑项目总量的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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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困难并存-投入高
      同一建筑物绿色建筑费用额外增加费用占总投资的2％，初始成本比传统建筑高5％～20％， 具体表现为

• 围护结构调整：隔热性更好，同时如种植屋面、 呼吸式幕墙等也会额外增加成本

• 可再生能源利用：热能、风能和生物能的措施成本投入

• 节水措施的采用：中水利用、雨水收集利用、优质节水器具使用

• 室内环境改善：室内通风装置， 室内除尘措施， 垃圾处理回收装置， 分质供水、建筑隔音等措施

• 建筑智能化：楼宇自控及监测系统、智能家居系统、 智能物业系统以及智能安保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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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困难并存-融资渠道少

      绿色金融规模：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超过13万亿元，绿色信贷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已突破1.73万

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二

       绿色金融投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本外币

绿色贷款余额11.95万亿元，投向集中在绿色交运和绿色能源领域。房地产融资仍是主要受控领域。全球有超过30%的绿色债

券募集资金投向绿色建筑领域，但是中国绿色建筑企业成功发行绿色债券的占比仅约6%

2019年全球绿色债券占比，30%用于绿色建筑 2019年亚太绿色债券占比，49%用于绿色建筑 2019年中国在岸绿色债券市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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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如何实现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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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英国建筑研究院百年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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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BRE 开设创新产业园，

已为超过400家开发商、制造商、

业主等提供综合的大型实验创新

基地，用于研究建筑领域世界领

先的设计成果、产品和技术

• 2011年，BRE为伦敦奥运会制定

了可持续发展标准

• 2012年，BRE成立了BRE太阳能

中心，并在伊甸园项目上得到落

地，成为了世界太阳能发展的风

向标

BRE英国建筑研究院百年沉淀



© BRE 2021

政府领导牵头，开展中国服务

2011年，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时考察了BRE位于伦

敦的总部以及创新园，对创新园进行详细了解后对

BRE提出了协助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建筑标准

以及实现低碳发展的要求

2015年，中英工商峰会在伦敦金融城举行。国家主

席习近平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共同见证了两国

龙头企业各项重大合作协议的成功签署。清华大学、

英国建筑研究院及恒大集团三方共同签署《中英可

持续城镇化研究平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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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领导牵头，开展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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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领导牵头，开展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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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需要从源头开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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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需要成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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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需投资方和业主可获取明确的商业价值
01 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
通过广泛的BREEAM认证项目调研发现，项目的初期投入成本提升不到1%，总体回收周期能源设备为5年，给排
水设备在2年左右
02 有效减少投资者和开发商风险
BREEAM引入了韧性建筑的逻辑思维模式，为相关人员充分考虑了气候变化、监管体系调整、消费者期望等风险，
提升建筑抵抗资金风险能力
03让建筑资产具备更好的租赁、出售和持有价值
获得BREEAM Excellent等级认证的建筑租金为一般建筑的2倍以上。2000年-2009年，伦敦获得BREEAM认证的
项目交易价格提升21%，租金提升18%
04提供更加舒适健康的居住环境和高效工作的办公环境
世界绿色建筑理事会（World Green Building Council）的研究表明，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有助于将员工的生产力
水平提高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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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需要有多元化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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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需要是Net Bill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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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绿色建筑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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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绿色建筑实践

       BRE围绕低碳、健康、韧性为全世界提供了超过40种综合评价体系和服务产品，其中仅BREEAM

综合建筑评价体系就为全世界超过93个国家，230多万个项目提供了认证服务

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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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绿色建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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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案例-城市、街区
挪威乌斯帕肯公园项目

项目详情

项目用地面积：45,000 m2

项目认证阶段：《BREEAM Communities 

标准》修建性详规阶段认证

项目业态：住宅、办公、娱乐、商业和餐饮

得分和评级：93%-Outstanding级别

项目特色

• 空间使用更加舒适、合理。合理的采光、通风和空间搭配，让建筑整体使用更加高效。

• 明确的二氧化碳和废弃物排放指标，有助于减少环境影响。

• 环境友好型交通解决方案，配备城市自行车和宽阔的自行车和人行道，交通路网多元且流畅。

• 提供环境友好的水处理和娱乐搭配，使其对租户以及周围的当地社区更具吸引力。

• 通过新电池技术存储太阳能，提供节能创新解决方案。降低运行和运营成本，增加清洁能源份额。

• 数字解决方案和自主服务机器人，通过数字平台连接用户、服务提供商，实现更高效的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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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案例-办公
英国伦敦德勤1号新街广场项目

项目详情

项目用地面积：26,000 m2

项目认证阶段：《BREEAM R&FO》竣工阶

段认证

项目业态：商业办公（总部大楼）

得分和评级：93.6%-Outstanding级别

项目特色

• 72%的碳减排、99%的高效节能和100%可再生水利用。

• 安装了620个室内环境质量传感器，以监测和优化建筑物内的环境条件（CO2、微粒、VOCs、臭氧、温度、

噪声和光照水平），使建筑能够动态调整空气流量，在舒适性能和能耗之间保持最佳平衡。

• 设置有可随时拆卸的可移动分区。能够灵活调整工作空间适应未来不断变化的工作需求。

• 腾空办公室的所有多余办公家具（5000张桌子/3500把椅子）都捐赠给慈善机构或回收利用，零填埋。

• 竖向空间设计更加多元，通过13个新建住宅连廊和2座人行天桥连接起来，实现了空间的步行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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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案例-教育
英国诺丁汉大学化学系碳中和实验室项目

项目详情

项目用地面积：4,199 m2

项目认证阶段：《BREEAM INC》竣工阶段

认证

项目业态：商业办公（总部大楼）

得分和评级：94.1%-Outstanding级别

项目特色

• 实现了实验室项目的自然通风。新鲜空气的进气和排气通过安装在屋顶上的集风器进行供应和控制。

• 项目运行所需的能源由可再生低碳能源提供，如覆盖45%屋顶面积的光伏阵列和可持续生物燃料热电联产。

该建筑产生的多余能源将抵消25年内建筑的碳排放，并用于为附近的校园办公楼供暖。

• 项目每人每年的耗水量仅为5.47 m3。与建筑数据库基准线相比，水使用效率提高了63.99%。

• 项目建筑资源效率高于BREEAM效率基准，产量为3.8吨/100m2。

• 项目团队任命了一名生态学家，为屋顶够设了一整套绿色屋顶导致生态价值变化+3.83，提升了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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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案例-工厂
英国唐卡斯特斯堪斯卡宾利工厂

项目详情

项目用地面积：3,200 m2

项目认证阶段：《BREEAM INC》竣工阶段

认证

项目业态：生产工厂

得分和评级：94.5%-Outstanding级别

项目特色

• 项目采购了一个废油燃烧加热器，该加热器以电厂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废生物油为燃料，实现了零废弃物排放。

• 项目光伏发电每年43,500千瓦时，通过上网电价（FiT）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抵消电力成本并产生收入。

• 项目采用智能控制系统，可以自动调节并关闭未使用空间的照明和通风。

• 项目采用生物质锅炉，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30%，车间采用创新的蒸发冷却系统–无需机械冷却 。

• 项目安装有雨水收集装置，用于冲厕、厂房和设备的喷射清洗以及蒸发冷却，可满足50%的现场需求。



© BRE 2021

绿色建筑案例-数据中心
英国纽卡斯尔Cobalt3号数据中心项目

项目详情

项目用地面积：2,520 m2

项目认证阶段：《BREEAM INC》设计阶段

认证

项目业态：数据中心

得分和评级：87.6%-Outstanding级别

项目特色

• 风冷式数据大厅，实现低能耗和相关PUE。开放式办公和行政空间，以促进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

• 采用空气源热泵作为项目供暖和热水的主要能源供给。

• 使用对环境影响极低的建筑材料，以及使用再生骨料。

• 使用最新一代低能耗UPS（不间断电源），其在双转换模式下运行，超过欧盟最高标准，效率高于95%。

• 安装有雨水收集装置，用于冲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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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案例-住宅
西班牙阿伦贝村住宅项目

项目详情

项目用地面积：62,100 m2

项目认证阶段：《BREEAM INC》设计阶段

认证

项目业态：社区

得分和评级：88.1%-Outstanding级别

项目特色

• 生物多样性受到特别保护，通过本地物种种植园建立新的生态走廊，允许连接现有生态位和扩大栖息地。

• 项目在热带地区，在设计中融入水、树荫或非吸热路面元素，创造了高度舒适的室外房间。

• 作为可持续流动性的解决方案，开发的中轴线已设置行人专用区，并设有自行车道，连接城市和海滩。除了

通过实施这项措施促进无碳流动外，还创造了安全的人际关系空间。

• 实现景观与环境整合，开发了景观中现有颜色的调色板，并使用当地材料和劳动力与当地建筑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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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案例-基础设施
瑞典斯德哥尔摩FUT4号轨道交通线

项目详情

项目认证阶段：《CEEQUAL》业主团队认证

项目业态：基础设施

得分和评级：78.2%-Excellent级别

项目特色

• 项目一个入口大厅设计了草地屋顶，通风塔设计了集成鸟巢，从而提高了观赏性和生物多样性。这些平台也被

设计为斯德哥尔摩地铁艺术展的一部分，让不同群体感到更舒适。

• 地铁出入口周边进行了最大化的可持续设计，保留了原始的生态环境，同时降低了90%过程中的施工污染物。

• 为防止隧道开挖导致地下水下降，采取了保护措施。在施工期间定期进行灌浆，并且还准备了若干渗透设备，

保证了施工和运行期间地下水位稳定。

• 项目设计了较长使用寿命（120年），以尽量减少施工期间浪费。同时应用了LED照明和节能自动扶梯/电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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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案例-基础设施
北爱尔兰污水处理厂项目

项目详情

项目长度：4,000 m

项目认证阶段：《CEEQUAL》全团队认证

项目业态：基础设施

得分和评级：80.7%-Excellent级别

项目特色

• 项目提供了一个覆盖整个屋顶区域的草本植物园。采用一种称为hydroseeding的水力播种特殊工艺，新的50米

长混凝土结构的顶部播种了一种特殊的本地沿海种子混合物，以提供一个维护率低的本地植被绿地，这不仅为

俯瞰的地产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景观，也为当地鸟类和昆虫提供了一个自然栖息地。

• 建筑向海一侧的Kittiwakes壁架、集市山鸟类避难所，由新岩石护面、水獭洞、蝙蝠箱和昆虫栖息地内的回收排

水管和人工孔巧妙建造而成。

• 项目所有开挖材料，包括2000吨开挖岩石和13000吨防护堤护面，都在工程中重复使用或出口至其他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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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案例-基础设施
挪威莫斯乔恩港整治项目

项目详情

项目认证阶段：《CEEQUAL》施工团队认证

项目业态：基础设施

得分和评级：75.3%-Excellent级别

项目特色

• 项目疏浚的受污染沉积物/材料放置在项目新建的CDF(现场钢结构沉淀箱）中，节省了陆路运输。此外，CDF的

建设是现有码头扩建的一部分，该扩建提高了250 m长前沿码头的容量。

• 项目完成后进行的环境预算和计算表明，港口已清除了超过15.00千克的PAH （多环芳烃）。

• 项目总体减碳量为35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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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案例-基础设施
迪拜2020年世博园项目

项目详情

项目面积：4.38 sq km

项目认证阶段：《CEEQUAL》全团队认证

项目业态：基础设施

得分和评级：

• 道路走廊和停车场的公共领域  82.7%-Excellent级别

• 会议基础设施 85%-Excellent级别

• 住宅基础设施 85.3%-Excellent级别

• 遮阳结构  85.3%-Excellent级别

• 瓦尔广场酒店  91.6%-Excellent级别

• 瓦尔广场酒店钢结构 93.6%-Excellent级别

• 瓦尔广场酒店环形坡道 87.7%-Excellent级别

• 整个园区 90.7%-Excellent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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