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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环境足迹可观

• 占全球能源消耗的40%

• 占全球水消耗的25%

• 占用12%土地资源

• 产生30%的固体废物

• 排放全球33%的温室气体

节能建筑 低碳建筑
可持续建

筑
生态建筑 绿色建筑



•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国办发〔2013〕1号）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6〕8号）

•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6〕6号）

• 十部委《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环资
[2016]353号）

•

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 Green building

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

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

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

绿色建筑



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 社会效益

四节 环保 适用

绿色建筑三大要素及其三大效益

节能\节水\节材\节地

室内环境质量\智能控制

减少环境污染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健康”

“适用”

“ 高效”

绿色建筑



• 《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 229-2010

•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2014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

•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T50878-2013 

•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 GB/T50908-2013 

• 《绿色商店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00-2015 

•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GB/T51141-2015 

• 《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准》 GB/T51153-2015

• 《绿色校园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

• 25个省（区、市）已发布地方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绿色建筑



【一星级技术体系—住宅建筑】

 项目环评报告通过批复

 人均居住用地指标控制

 日照、采光、室内通风满足相关要求

 植物配植选择乡土植物

 乔、灌、草复式绿化

 围护结构节能符合地方要求

 集中空调系统设温度调节装置

 集中空调系统设热量计量装置

 冷热源机组能效比符合公建节能要求

 用电分户计量

 风机、水泵满足公建节能要求

 给排水系统设计完善

 避免给排水管网漏损措施

 用水分户计量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

 建筑无结露现象

 建筑构件隔声性能

 物业管理制度健全

 设备、管道设置便于维修

 绿地率不低于30%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低于1㎡(新区建设)

 公共服务配套

 交通设施可达性

 节水器具

 雨水回用系统

 室内背景噪声控制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住宅



注：下述技术为在一星级技术体系基础上增加的技术

 透水地面应用

 照明功率密度达目标值

 排风热回收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

 景观绿化节水灌溉

 可再循环材料应用

 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

 室内自然通风优化设计

 建筑智能化设计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住宅



注：下述技术为在二星级技术体系基础上增加的技术

 室外风环境满足舒适度要求

 热岛强度

 建筑能耗比地方标准低20%

 合理利用地下空间

 中水回用系统

 高性能混凝土、高性能钢应用

 可再利用材料应用

 室内自然采光优化设计

 可调节外遮阳系统

 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物业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
认证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住宅



 项目环评报告通过批复

 日照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要求

 植物配植选择乡土植物

 乔、灌、草复式绿化

 交通组织便利

 围护结构节能5%和10%

 冷热源机组能效比符合公建节能要求

 外窗可开启面积比达30%

 外窗气密性达标

 风机、水泵满足公建节能要求

 给排水系统设计完善

 避免给排水管网漏损措施

 现浇混凝土采用预拌混凝土

 集中空调系统室内参数符合公建节能标准

 建筑无结露现象

 建筑无障碍设施设计

 物业管理制度健全

 设备、管道设置便于维修

 建筑智能化设计

 室内照明达现行值

 用电分项计量

 建筑部分负荷的节能措施

 节水器具

 雨水回用系统

 用水分项计量

 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

 灵活隔断设计

 室内背景噪声控制

 空调末端调节方便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公建



 屋顶绿化或垂直绿化

 透水地面应用

 主要功能空间采光达目标值

 排风热回收系统

 可再生能源应用

 景观绿化节水灌溉

 可再循环材料应用

 合理利用地下空间

 室内自然通风优化设计

 室内自然采光优化设计

 室内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导光筒或采光井等增强自然采光设计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公建



 室外风环境满足舒适度要求

 蓄冷、蓄热技术应用

 建筑能耗节能

 分布式热电冷联供技术

 中水回用系统

 高性能混凝土、高性能钢应用

 可再利用材料应用

 可调节外遮阳系统

 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建筑通风、空调、照明等设备自动监控系统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公建



绿色建筑推广

• 全国省会以上城市保障性住房、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以及大型公共
建筑开始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浙江、山东等地进一步加大推动
力度，已在城镇新建建筑中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绿色建筑推广



十三五规划目标

住建部《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五”规划》：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比重超过50% ,绿色建材应用比重
超过40%。

住建部：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中，二星级及以上等级项
目比例超过80%以上，获得运行标识项目比例超过30%。

地方：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民用建筑节能发展规划》：绿色建筑面积
占城镇民用建筑总面积比例将达到25%以上，绿色建材在新建建
筑上应用比例达到40%。新建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及大型公共建
筑全面执行二星级及以上标准， 北京城市副中心市级行政办公
区内三星级绿色建筑比例达到70%以上。

绿色建筑发展趋势



趋势

• 2030年 三星级绿建占80%以上

• 从建筑单体走向社区和基础设施的整体生态绿色

• 从追求绿色居住场所走向生态城市整体优化推进

• 从节能、绿色技术硬件的推广应用走向绿色生态社会新风尚的建立

• 从新建绿色建筑走向既有建筑的绿色化改造

——仇保兴（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前副部长）

绿色建筑发展趋势



绿色建筑经典案例

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
2015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
（部级） 一等奖

三星设计标识

指标名称 设计值 运行值

建筑节能率 60.46% ——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 ——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41.05% ——

住区绿地率 公共建筑不参评 ——

可再循环建筑材料用量比 10.30% ——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 设计阶段不参评 ——

物业管理 设计阶段不参评 ——



绿色建筑经典案例

上海申都大厦改造工程
2015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
（部级） 一等奖

三星运行标识

指标名称 设计值 运行值

建筑节能率 78.6% 78.6%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3.00%的建筑用电量 2.40%的建筑用电量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20.45% 22% 

住区绿地率 公共建筑不参评 公共建筑不参评

可再循环建筑材料用量比 —— ——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 设计阶段不参评 符合国标GB 50325 

物业管理 设计阶段不参评 通过ISO 14001认证



绿色建筑经典案例

南京万科上坊保障性住房6-05栋
预制装配式住宅
2015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
（部级） 二等奖

三星设计标识

指标名称 设计值 运行值

建筑节能率 50% ——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100%的住户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 ——

非传统水源利用率 10.14% ——

住区绿地率 48.54% ——

可再循环建筑材料用量比 —— ——

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 设计阶段不参评 ——

物业管理 设计阶段不参评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30%

绿色建筑应用比例达到50%

试点示范工程应用比例达到70%

既有建筑改造应用比例提高到80%

《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
（工信部联原〔2015〕309号）



一．建材绿色制造行动

二．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行动

三．水泥与制品性能提升行动

四．钢结构和木结构建筑推广行动

五．平板玻璃和节能门窗推广行动

六．新型墙体和节能保温材料革新行动

七．陶瓷和化学建材消费升级行动

八．绿色建材下乡行动

九．试点示范引领行动

十、强化组织实施行动

《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
（工信部联原〔2015〕309号）



绿色建材

绿色建材定义

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对

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

生态环境影响，具有

“节能、减排、安全、

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

建材产品。

绿色

建材

节能

减排

安全便利

可循环

绿色建材



住建部、工信部绿色建材评价标识

2013年9月

•两部门成立绿色建材推广和

应用协调组。

2014年5月

•两部门印发《绿色建材评价

标识管理办法》

2014年9月

•两部门筹建“全国绿色建材

评价标识管理办公室”

2015年8月

•两部门印发《促进绿色建材

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

2015年10月

•两部门印发《实施细则》

《绿色建材评价技术导则》

2016年4月

•批复四家机构全国三星级资

质，正式开展评价工作

绿色建材



住建部、工信部绿色建材评价标识

绿色建材



导则整体结构

评价指标体系

控制项
（一票否决）

评分项
（100分）

加分项
（5分）

主要包括企业
污染物排放、
职业卫生、安
全生产和管理
体系和产品性
能的基本要求

从节能、减排
、安全、便利
和可循环五个
方面对建材产
品全生命周期
的评价。

重点考虑建材
生产过程的先
进性、环境影
响水平和产品
的技术创新和
性能等。

绿色建材



标识与等级划分

星级 ★ ★★ ★★★

分值区间 60≤Q总＜70 70≤Q总＜85 Q总≥85

绿色建材



评分项结构：以墙面涂料为例（未发布）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节能 0.26

5.1.1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0.14

5.1.2原材料运输能耗 0.08

5.1.3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0.03

减排 0.52

5.2.1厂区大气污染物、污水、半固废泥排放 0.25

5.2.2涂料产品VOC含量 0.16

5.2.3产品对室内环境的改善 0.06

5.2.4产品认证或评价、环境产品声明（EPD）、碳足迹报告 0.05

安全 0.02 5.3.1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 0.02

便利 0.15

5.4.1产品的耐沾污性 0.05

5.4.2产品的耐洗刷性 0.05

5.4.3适用性与经济性 0.05

可循环 0.05
5.5.1生产过程产生的工业废水回收利用比例 0.03

5.5.2涂料包装材料及施工后回收 0.02

绿色建材



评分项结构：以墙面涂料为例（未发布）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节能 0.26

5.1.1单位产品生产能耗 0.14

5.1.2原材料运输能耗 0.08

5.1.3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0.03

减排 0.52

5.2.1厂区大气污染物、污水、半固废泥排放 0.25

5.2.2涂料产品VOC含量 0.16

5.2.3产品对室内环境的改善 0.06

5.2.4产品认证或评价、环境产品声明（EPD）、碳足迹报告 0.05

安全 0.02 5.3.1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 0.02

便利 0.15

5.4.1产品的耐沾污性 0.05

5.4.2产品的耐洗刷性 0.05

5.4.3适用性与经济性 0.05

可循环 0.05
5.5.1生产过程产生的工业废水回收利用比例 0.03

5.5.2涂料包装材料及施工后回收 0.02

绿色建材



加分项

13.0.1  建筑材料生产过程中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或生产设备，且环

境影响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总分2分，由专家评分。

13.0.2  建筑材料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且性能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总

分3分，由专家评分。

绿色建材



中国绿色产品认证

201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中发[2015]25号）。第四十六条提出：

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体系。将目前分头设立的环保、节能、节水、循环、

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统一整合为绿色产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

标识等体系。该项工作被列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6年工作要点》，

是质检总局牵头唯一列入中央2016年改革重点的任务。

统一

实施

继承

并行

循序

渐进

合作

开放

绿色建材



中国绿色产品认证

2016年1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

准、认证和标识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16】86号）

绿色建材



2017年4月27日，认监委就《绿色

产品标识认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月20日，认监委召集有关单位就

征集到的意见进行集中处理。

国家认监委公开征求意见

绿色建材



国家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化总体组成立

• 国家标准委组织相关行业协会、消费者

组织、标准化组织、技术机构、认证检

测机构和专家等方面代表成立国家绿色

产品评价标准化总体组，2017年2月16

日召开了成立大会。

• GB/T 33761-2017《绿色产品评价通

则》于5月12日发布并实施。

绿色建材



绿色产品评价系列国家标准快速推进

序号 产品种类 序号 产品种类

1 陶瓷砖（板） 9 塑料制品

2 卫生陶瓷 10 洗涤用品

3 建筑节能玻璃 11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

4 绝热材料 12 纸和纸制品

5 墙体材料 13 家用电器

6 防水与密封材料 14 纺织产品

7 太阳能热水系统 15 家具

8 木塑制品 16 涂料

• 2017年8月10日，国标委官网对16项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绿色建材



• 国家认监委“中国绿色产品合格评定项目”建材组组长单位

（CTC国检集团），负责提出首批产品目录，制定实施规则

绿色建材



绿色建筑选用产品证明商标

• 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服务具有检测和

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其以外的人使用

在商品或服务上，以证明商品或服务的产地、

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其他特定品

质的商标

• 由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经国家工商总局商标

局批准注册，用于证明建材产品符合绿色建筑

功能需求的商标，合法性、权威性受法律保护

绿色建材



评价对象：围绕绿色建筑目标功能实现

绿色建筑

节能

围护

结构

暖通

设备

新能

源

节水

节水

器具

给排

水管

渗水

材料

节材

装配

式集

成化

部品

高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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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部分获证企业 类别 部分获证企业

保温 欧文斯科宁、圣戈班 陶瓷砖 新中源、冠军

门窗 奥润顺达、亚萨合莱 卫生陶瓷 九牧、苏泊尔

玻璃 旭硝子、耀皮 集成吊顶 友邦、奥普

人造板 兔宝宝、莫干山 密封胶 硅宝、哥俩好

涂料 华润、三棵树 遮阳 亨特、格拉夫

防水 东方雨虹、盘锦禹王 硅藻泥 兰舍、蓝天豚

管材 金德、日丰 贝壳粉 日禾、万源

绿色建材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