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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行绿色建筑是提升建筑宜居水平、实现建筑碳减排目标的最佳途径。本文基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326期双清论坛“建筑碳中和的关键前沿基础科学问题”的学术探讨,
围绕“低碳建筑设计标准体系与方法”的论坛主题,梳理了我国绿色建筑设计标准体系发展过程面

临的问题,提出了促进绿色建筑全面发展的建议:加强绿色建筑设计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全面提升

我国绿色建筑设计标准体系,修订建筑学专业教材体系,解决我国绿色建筑推行过程中效果不理想

的根源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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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乡建筑宜居水平、实现建筑业双碳目标

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2019年我国建筑运

行阶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社会总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22%[1]。继续提升城乡建筑宜居品质,还会

持续提高能源等资源消耗、增加二氧化碳及污染物

排放。然而,大幅度减少建筑物运行过程碳排放是

极其困难的。建筑运行过程的碳排放量与每一栋建

筑物的形体、空间组织方式,特别是围护结构的热工

性能密切相关,虽然单位时间、单位建筑面积的碳排

放量很小,但总量很大。因此,建筑碳减排需从每一

栋建筑设计做起,无法依赖单一技术进步实现双碳

目标,全面推行绿色建筑,既可提升建筑宜居水平,
又是实现建筑碳减排目标的最佳途径。

我国编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和开展相关工作已

逾20年,但由于绿色建筑性能化指标未能纳入各类

型建筑设计标准规范中,且缺乏强制性约束,导致建

筑师无法设计创作出真正“绿色”的建筑方案,大大

阻碍了建筑双碳目标的实现。在此背景下,围绕“建
筑碳中和的关键前沿基础科学问题”,2023年2月

22日至24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

部、计划与政策局联合召开了第326期双清论坛,邀

刘加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绿色建筑

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

事长。主持 完 成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大

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主要从事绿

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研究,研究成果曾荣获

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先后被授予

2007年 度 全 国 模 范 教 师、2012年 度 何 梁

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7年首届

全国创新争先奖、2018年度日本空气调节与卫生工学国际

荣誉会士、2020年度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请了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
深入探讨了我国在绿色建筑设计基础研究、标准体

系与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1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及设计标准现状

1.1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绿色建筑的概念开始引入中

国,自2008年我国开展绿色建筑认证工作以来,获
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数量逐年增加(图1)。
如今,全国新建绿色建筑面积从2012年的400万平

方米增长到2021年的20多亿平方米[2]。截至2021
年,全国已有绿色建筑面积共85亿平方米[3](图2),
公共建筑占比51.5%、居住建筑占比47.4%、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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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占比0.8%。2021年,城镇新建绿色建筑面积

占比达84%[3],获得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累计达2.5
万个[4]。截至2022年上半年,我国新建绿色建筑面

积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已经超过90%[5]。
国外推行绿色建筑普遍采用的是“绿建评价+

业主自愿”模式,成功案例很多,但整体上推进缓慢。
国内普遍采用的是“绿建评价+政府奖励刺激”模
式。近年来,随着各地绿色建筑标识评价陆续展开,
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项目增长迅速。但是,由
于在绿色建筑方案设计阶段缺乏“绿色”性能指标构

思,只能依靠后期微调、修正建筑方案和添加各种绿

色建筑技术及产品,使绿色建筑性能化指标“达标”,
获得绿建星级标识。结果导致增加建安成本,且造

价增加超过“评价补助”。2022年全国共评出704项

绿色建筑标识工程,其中设计标识工程648项,运行

标识工程56项,运行标识占比不到8%[6],绿色建筑

设计标识和运行标识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绿色建筑推行过程中重设计标识、轻运行标识

的问题突出。

图1 2008—2019年绿色建筑项目数

图2 2018—2021全国绿色建筑面积统计

1.2 建筑设计标准体系现状

现行建筑设计标准共152部,分为通用标准、民
用建筑、工业建筑、建筑防火、建筑设备、建筑环境与

建筑节能7大类,这些建筑设计标准体系大都是在

“安全实用、经济美观”的基础上进行编制,未能将绿

色建筑设计性能化指标融入到各类建筑的每一个设

计环节当中。51部民用建筑设计标准中有26部与

绿色建筑性能指标设计关联,27部工业建筑设计标

准中有8部与绿色建筑性能指标设计关联,13部建

筑节能和20部建筑环境设计标准中分别有7部和8
部与绿色建筑性能指标设计关联,但是这些与绿色

建筑设计相关的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不具备强制

性,也就是说,在各类建筑设计方案阶段缺乏绿色建

筑设计标准体系的约束和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06年

编制了首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2006),对绿色建筑有了明确定义[7]。2014版《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4)重点关注社会

公益性指标—四节一环保[8],而2019版《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GB/T50378-2019)既重视社会公益性指

标,也关注“宜居性”指标: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

便利、环境宜居[9]。建筑节能从本质讲可理解为碳

减排,而节地、节水、节材、减少污染物排放也可理解

为碳减排,所以,2019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可理

解为“碳减排+全面提升城乡环境宜居水平”。
 

2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绿色建筑设计基础理论薄弱

与建筑碳排放相关的减排决策50%~80%发

生在建筑设计阶段,因此,在早期建筑方案设计阶段

建筑师通过合理的设计策略能够从源头控制碳排

放,从而实现更低成本的最大化减碳[10]。建筑方案

初期设计需要有相关的规范和手册进行指导,而理

想化的绿色建筑设计规范和手册应该针对地域气候

特征、建筑类型及建筑运行特点等给出具体的指导

建议,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首先要进行大量的

绿色建筑设计基础理论研究。
以建筑热工设计方法为例,建筑热工设计可理解

为依据建筑室内热环境指标要求(取决于建筑使用功

能)、建筑节能规定性指标、建筑室内外热作用类型、
建筑运行使用方式等,运用建筑热工设计原理与方

法,确定建筑热工性能指标的设计过程。因此,建筑

类型不同、室外热作用(气候+太阳辐射)不同、运行

使用方式不同,决定建筑物热工性能的设计要素的取



 

 362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023年

值就应该不同,即应有针对性的热工设计。但是,现
行建筑热工设计规范[11]只给出了两种建筑运行模式

的热工设计方法:严寒与寒冷气候区、住宅与办公建筑

等、冬季连续供暖模式下的围护结构保温设计方法;夏
热冬暖与夏热冬冷气候区、所有类型民用建筑、自然通

风运行模式下的围护结构隔热设计方法。所以,既有

热工设计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节能减排设计需求。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气候和太阳辐射类型众多,

研究推广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既应该考虑建筑

物所在地域的气候特征和太阳辐射特点,也需要针

对建筑物的功能类型与使用工况做全面综合分析,
运用广义建筑围护结构热工设计原则和方法,给出

具体的针对性设计策略和技术措施,融合到建筑方

案创作和初步设计之中,才有可能做出针对性强、实
用可靠、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绿色低碳建筑设计[12]。
2.2 建筑设计标准体系尚未提升到绿色建筑设计

的水准

我国现行的与绿色建筑设计有关的标准均为推

荐性标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法规约束,建筑师

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往往忽视了对绿色建筑设计策略

的考虑,仅将绿色建筑视为一个单独的“专业”和建筑

设计完成后才需要由暖通工程师负责的独立阶段。
此外,由于我国不同地域气候特征、经济文化水

平、资源条件、生活习俗等存在较大差别,导致绿色

建筑设计任务和设计条件差异性大,无法完全借鉴

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若依靠通用标准来指导不同

地域的绿色建筑设计,将难以有效利用当地气候特

征和资源条件等带来的建筑节能效果,且很难保证

建筑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
2.3 建筑师缺乏绿色建筑设计理论和方法的专业

训练

建筑教育是培养建筑师的根基,在当前的高等

建筑教育和建筑师职业教育体系下,教学内容和专

业教材普遍将“绿色建筑”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块,绿
色建筑设计原理和方法没有真正融入到各类专业课

程和教材中,导致建筑师普遍缺乏绿色建筑设计专

业训练和责任意识,无法在建筑设计方案阶段对建筑

的“绿色”性能进行优化,难以创作出符合绿色、低碳、
节能要求的建筑设计方案,只能依靠微调修正建筑方

案和堆砌各种绿色建筑技术及产品使建筑“达标”,但
事实上此类“绿色建筑”缺乏实质性技术进步,无法助

力建筑双碳目标的实现,甚至促使“绿色建筑评价”成
为赢利工具,造成我国绿色建筑领域乱象丛生。

在节能低碳等绿色性能化指标没有融入每一类

型建筑设计标准和设计手册前提下、在没有完全融

入建筑学专业教材体系前提下,在缺少绿色设计职

业训练和技术法规约束前提下,就难以保证每一位

建筑师都能创作出绿色的建筑方案。

3 建 议
 

针对新时期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建议加强绿

色建筑设计基础研究、全面提升我国绿色建筑设计

标准体系,将节能低碳等绿色性能化设计融入到建

筑学专业教材和职业训练体系中,彻底解决我国绿

色建筑推行过程中效果不理想的根源性问题,全面

抬高我国绿色建筑底线水平。
(1)

 

加强绿色建筑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

揭示建筑绿色性能化指标与建筑的功能类型、
空间组织、地域环境、运行方式的耦合关系,构建适

应不同地域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绿色建筑新模式,自
然科学基金委从全局出发布置与绿色建筑设计理论

研究密切相关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进行攻关,为低

碳节能建筑设计标准体系全面“绿色化”提供理论

支撑。
(2)

 

全面提升绿色建筑设计标准体系

将绿色建筑的基础理论和设计方法融入到建筑

设计全过程中,将绿色建筑的性能化指标全面融入

到每一类建筑的标准规范、实施细则及技术手册之

中,系统编制与地域气候环境、建筑类型及运行方式

相适宜的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将现行全部建筑设计

标准规范及设计手册提升到“绿色建筑设计”水平,
全面推进绿色建筑设计方法和评价体系研究。

(3)
 

修订我国建筑学专业教材,构建建筑师绿

色建筑设计职业训练体系

将绿色建筑基础理论、方法、技术以及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现代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形成新地域建

筑理论与设计方法。将节能低碳等绿色性能化指标

完全写入建筑学专业教材体系,让每一本教材都与

绿色建筑设计的目标相关;在建筑师职业教育中加

强绿色建筑设计训练,保证每一位建筑师都能创作

出绿色的建筑方案。

4 结 语

基于本次双清论坛,本文总结了我国绿色建筑

发展现状,梳理了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保障绿色建筑顺利发展的相关建议。加强

绿色建筑设计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低碳建筑设计标

准体系是提升城乡建筑宜居品质、减少能源资源消

耗、降低二氧化碳及污染物排放、“根除”推行绿色节

能建筑乱象的重要措施,是建筑行业迈向碳中和的

关键一环。将绿色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融入我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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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学专业教材、构建建筑师绿色建筑设计职业训练

体系,保证每一位建筑师都能设计出真正的“绿色”
建筑。因此,加强地域适宜性绿色建筑基础理论和

设计方法研究,将现行建筑设计标准规范体系及设

计手册提升到“绿色建筑设计”水平,就成为未来相

当长时间内建筑学学科基础科学研究的一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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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buildings
 

is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the
 

livable
 

level
 

of
 

building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Based
 

on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Key
 

Frontier
 

Basic
 

Scientific
 

Issues
 

of
 

Building
 

Carbon
 

Neutrality”
 

in
 

the
 

326th
 

Shuangqing
 

Forum
 

and
 

the
 

forum
 

theme
 

of
 

“Low-carbon
 

Building
 

Design
 

Standard
 

System
 

and
 

Metho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reen
 

building
 

standard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
 

by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c
 

scientific
 

problems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standard
 

system
 

of
 

green
 

building
 

design,
 

revis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
 

system
 

of
 

architecture
 

specialty,
 

and
 

solving
 

the
 

root
 

problem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building
 

with
 

unsatisfactory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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