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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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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建筑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 部分国家“零能耗建筑”目标

国家 时间 目标

丹麦 2020 建筑能耗比2006年降低75%

芬兰 2015 执行被动房标准

法国 2020 建筑可对外供能

德国 2020 建筑运行不消耗化石能源

匈牙利 2020 达到零碳排放

爱尔兰 2013 达到净零能耗

荷兰 2020 达到能源中和

挪威 2017 执行被动房标准

英国 2016 达到零碳排放

韩国 2025 全面实现零能耗建筑

美国 2050 所有公共建筑达到净零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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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绿色建筑的定义

绿色建筑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

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涉及建筑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节地、节能、节水、

节材)和环境宜居等五大方面，切实提升建筑品质，提高百姓的获得感、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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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绿色建筑的发展

城镇绿色建筑实现跨越式发展

截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建设绿色

建筑面积超过50亿平方米，2019年

当年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比例

达到65%。全国获得绿色建筑标识

的项目累计达到2万个，建筑面积超

过22亿平方米。

(a)按项目数统计 (b)按面积统计
不同星级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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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绿色建筑分布面积和占比图

1.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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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逐年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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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建筑政策与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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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建筑政策与评价标准

发展沿革

Ø 2013年1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全国

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继发布了地方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明确

了绿色建筑的发展战略与发展目标。

Ø 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中期目标。

Ø 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做出了“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提高建筑标准和工程质量”的要求。

Ø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建科〔2017〕53号）提出

“2020年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将达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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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建筑政策与评价标准

国家层面政策

2020年7月，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的通知》（发改

环资〔2019〕1696号）要求，决定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创建目标：

到2022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70%，星级绿色建筑持续增加，既有建筑

能效水平不断提高，住宅健康性能不断完善，装配化建造方式占比稳步提升，绿色建材应用进一步扩

大，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全面推广，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绿色建筑创建活动，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社会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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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建筑政策与评价标准

国家层面政策

提出8重点任务：
一是推动新建建筑全面实施绿色设计。制修订相关标准，将绿色建筑基本要求纳入工程建设强制规范，

提高建筑建设底线控制水平，加强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推动各地绿色建筑立法;

二是完善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制度，规范绿色建筑标识管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省级政府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地市级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分别授予三星、二星、一星绿色建筑标识;

三是提升建筑能效水效水平，推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节水改造，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提高政府投资公益

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绿色等级;

四是提高住宅健康性能，结合疫情防控和各地实际，完善实施住宅相关标准，提高建筑室内空气、水

质、隔声等健康性能指标，提升建筑视觉和心理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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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建筑政策与评价标准

国家层面政策

提出8重点任务：
五是推广装配化建造方式，大力发展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推动装配式装修;

六是推动绿色建材应用，加快推进绿色建材评价认证和推广应用，建立绿色建材采信机制，推动建材

产品质量提升;

七是加强技术研发推广，积极探索5G、物联网、人工智能、建筑机器人等新技术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

用，推动绿色建造与新技术融合发展;

八是建立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机制，鼓励各地将住宅绿色性能和全装修质量相关指标纳入商品房买卖

合同、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明确质量保修责任和纠纷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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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建筑政策与评价标准

政策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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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建筑主要通过“强制”与“激励”相

结合的方式推动绿色建筑发展。

“强制”主要是对政府投资项目、保障性住房、

大型公共建筑直至所有新建建筑强制要求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

“激励”主要是通过出台财政奖励、贷款利率

优惠、税费返还、容积率奖励等激励政策，激发

绿色建筑开发建设和购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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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进路径

绿色建筑规模化推广：绿色建筑强制推广态势已经形成
ü省会城市以上保障性安居工程、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开始强制执行绿色建

筑标准

ü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浙江、山东、深圳等地开始在城镇新建建筑中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

ü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表示要加大绿色能源发展，并且将“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写入

了当地的“十四五”规划文件，内蒙古、安徽、北京、福建、广东、贵州、湖南、吉林、江

西、宁夏、山西、天津、云南、浙江、重庆、广西等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当地“十四五”

规划中明确表示要推广、发展“绿色建筑”。

2. 绿色建筑政策与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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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地区 法规名称 制定/修
订 修/制订时间 实施时间

1

绿色建筑条例

江苏 《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制定 2015年3月27日 2015年3月27日

2 浙江 《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制定 2015年12月5日 2016年5月1日

3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 制定 2018年7月31日 2018年9月1日

4 河北 《河北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制定 2018年11月24日 2019年1月1日

5 辽宁 《辽宁省绿色建筑条例》 制定 2018年11月28日 2019年2月1日

6 内蒙 内蒙古自治区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
筑发展条例 制定 2019年5月31日 2019年9月1日

7

建筑节能条例

陕西 《陕西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修订 2016年11月24日 2017年3月1日

8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 制定 2016年9月29日 2017年1月1日

9 天津 《天津市建筑节约能源条例》 修正 2018年12月14日 2012年7月1日

10 贵州 《贵州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修正 2018年11月29 2015年10月1日

11 省长令 江西 《江西省民用建筑节能和推进绿色建
筑发展办法》 制定 2015年12月16日 2016年1月16日

12 政府令 青海 《青海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办法》 制定 2017年1月9日 2017年4月1日

13 政府令 山东 《山东省绿色建筑促进办法》 制定 2019年1月22日 2019年3月1日

2. 绿色建筑政策与评价标准

各地绿色建筑法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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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色建筑政策与技术标准

评价技术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规范和引领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根本性技术标准

2006版 2014版 2019版

Ø 完善了评价技术指标体系

Ø 拓展了绿色建筑内涵

Ø 调整了评价时间节点

Ø 增加了绿色建筑等级（基本级）

Ø 提高了绿色建筑性能要求

Ø 改变了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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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消费者选择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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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视角下购买绿色建筑的主要原因：

1.绿色消费意识不断增强

2.新冠疫情背景下，对室内健康宜居环境需求不断增强

3.对精装修的需求强烈

4.更加注重小区绿色环境和物业管理水平

加速落地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机制

“鼓励各地将住宅绿色性能和全装修质量相关指标纳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明确质量保修责任和纠纷处理方

式。”

3. 对消费者选择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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