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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建筑碳中和 系统性协同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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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碳中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

建筑本身,还要依赖于电力、能源等行业的低碳发

展。同时,建筑碳中和是一项长远的目标,需要将建

筑置于全寿命周期的范围内来探讨碳中和的议题。
中国的城市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积淀千年的中华

建筑文明更具有独特的智慧。这是探索符合中国国

情、面向建筑碳中和的建筑理论与方法创新的基础。
2015年底,伴随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出台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了“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的建筑方针,要求突出建筑使用功能以及节能、节水、节
地、节材和环保,防止片面追求建筑外观形象,并提出了

一系列加强建筑设计管理的意见。“绿色”首次提升到

政策高度,契合国家可持续发展导向。国际建筑师协

会 响 应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
 

SDGs)提出了《全球公民社会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全世界建筑师倡导和

遵循的执业内容。我国是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其中

建筑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约51%。当前,我国城

市建设已经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高效实现

碳中和将是建筑行业急需形成合力、协同攻关的难题。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面临人居密度大、建筑环

境品质改善需求不断提升、城市高质量更新技术复

杂,以及极端冷热气候频发等综合挑战。面向建筑

碳中和的科学难题主要集中于:建筑全寿命周期碳

排放的时空特征尚不清晰,多因素耦合机制尚未建

立;碳中和建筑空间原型与技术原型有限协同,效率

不高;复杂场景和极端气候条件下,“空间功能—营建

技法—环境系统”的协同减碳范式尚未建立可参照、
可推广的模式。因此,广大建筑学者、工程师应当有

意识、有共识地聚焦探索面向碳中和的建筑设计、营
建和运维“新理论、新方法、新范式”的系统解决方案。

庄惟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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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参 与 完 成“我 国 碳 达

峰碳中和战略及路径研究”等中国工程院

重大咨询项目。主持完成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等100
余项重大工程设计项目,获得国家优秀工程设计奖金奖、银

奖和国际奖等十余项。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

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

现碳中和。谋求低碳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

为社会共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谋划,并首次把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凸显了教育、科技、人才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根

本定位。2023年4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11
部委发布了《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

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制修订工作的重点任务。围

绕基础通用标准,以及碳减排、碳清除、碳市场等发展

需求,基本建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实现绿色低

碳国际标准化水平明显提升。至此,我国已进入全面

推进和落实“双碳”政策的阶段。未来将充分依靠自主

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结合中华建筑文明的宝贵财富,
推动我国建筑行业落实“双碳”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326期双清论

坛的专家共识,本期《中国科学基金》围绕建筑碳中

和的关键前沿基础科学问题、我国建筑“双碳”路径、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体系发展,以及寒区建筑碳中和

的瓶颈问题与应对策略等展开讨论,力求为实现建

筑碳中和目标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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