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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简讯 

第 53 届世界地球日暨第七届大连市绿色建筑公益周活动成功举办 

第 53 届世界地球日暨第七届大连市绿色建筑

公益周活动开幕式于 4 月 22 日在线上启幕，本次

活动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

委员会、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

联合主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大

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志宏，辽宁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解宇，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野分别为开幕式致辞，活动

由协会常务副会长徐梦鸿主持。来自绿色建筑企业

和绿色校园教育示范基地的师生们共同参加，当天

线上共 10.9万人观看了此次活动。 

吴志强院士致辞中表示，大连市绿色建筑

行业协会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坚持绿色建筑

宣传、绿色校园公益传播，进行标准制定、奖

项评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全国绿色建筑

发展上树立了一面旗帜，是全国绿色建筑行业

的骄傲。 

张志宏副主任在讲话中指出，绿色建筑作为城

市发展的底色，目前已经形成目标清晰，政策配套，

标准完善的推进体系，大连市虽然起步较晚，却能

够迎头奋进，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上，这和致

力于绿色建筑事业发展有识之士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大连市将结合实际情况为绿色建筑发展提供法

律支撑，为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

有力保障。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能够连续七年

举办世界地球日、公益周活动，影响面广，受益人

群多，已经成为绿色发展的靓丽明片，是大连传递

绿色理念、建设绿色校园、播撒绿色公益种子的重

要平台。 

解宇副厅长在讲话时强调，践行绿色发展，实

施碳达峰行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

的重大战略决策。辽宁省住建系统扎实推进绿色建

筑创建行动，实施城乡建设碳达峰行动，全省新建

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72%，建筑能效水平稳步提升。

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绿色建筑工作，绿色建

筑发展全省领先，全市新建绿色建筑占比连续 4年

达到 100%，处于全国前列，近零能耗建筑示范引领

作用明显。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大连理工大

学和广大专家及志愿者在推动绿色建筑标准化建

设、技术创新、试点示范和公益宣传推广方面做出

了突出贡献。解副厅长指出，绿色建筑是一个小切

口，能有力牵动新发展理念在城乡建设方面的落实；

绿色建筑公益周是一个良好的平台，在这里，大家

触动思想碰撞，交流理论技术，助力人才储备，创

造挖掘商机。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大连市绿色

建筑公益周活动的影响传递到全省，扩展到全国各

个地区，为促进城乡建设和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王野副局长在致辞中讲到，近年来，在大连市

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住建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发展绿

色产业作为推进经济的重要抓手，扎实推动绿色产

业体系构建，通过建筑业“五化”并进，助力碳达

峰、碳中和，达到三年 GDP过万亿的规划目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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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大连市建筑业发展新格局。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

协会通过功能不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

扩大，已经成为传递绿建理念、播撒友谊信任、推

动交流合作、引领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并以其独

特的群众性、引领性和公益性，为大连市绿色建筑

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友好协会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重庆市绿色建

筑与建筑产业化协会、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东莞

市绿色建筑协会也热情的送来祝福视频和贺信。 

王向昱秘书长代表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发来

祝贺视频。她表示，自 2016 年与大连市绿色建筑

行业协会签约成为友好协会以来，深圳与大连已共

同携手走过 7年风雨历程，而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

协会举办的世界地球日与公益周活动也连续举办

了七届，她曾亲赴大连参加了第三届绿色建筑公益

周活动的开幕式，现场热烈的气氛和学生们热爱绿

色地球家园的积极态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活

动引导大中小学生和广大市民树立保护环境、热爱

生活的绿色价值观，公益周活动为传播绿色建筑知

识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中华保险杯”绿色家园创意绘画公益大赛颁

奖仪式在第 53 届世界地球日暨第七届绿色建筑公

益周开幕之际进行。经专家评审，来自中山区、西

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金普新区、长兴岛经

济区等近百所学校共 576名学生获得优秀奖，其中

一等奖 8 名，二等奖 27 名，三等奖 541 名。在此

次绘画大赛中，表现比较突出的 55 所学校获得优

秀组织奖，85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开幕式圆满结束，随后活动周内线上专题分论

坛研讨交流活动陆续推出。此次公益活动得到各方

高度关注、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在广大专业技术

人员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城市天更高、

海更蓝、山更绿、空气更清新，地球环境定会更加

美好。 

 

第 53 届世界地球日暨第七届大连市绿色建筑公益周- 绿色校园公益讲座 

在第 53 届世界地球日暨大连市绿色建筑公益

周活动开幕式上，协会邀请了中国城科会绿建委绿

色校园宣讲团专家，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副教授、建筑系副主任、清华大学博士－－李珺杰

教授在线上为孩子们进行绿色校园公益授课。授课

题目: 《绿色建筑与未来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李珺杰老师从建筑是什么？都有哪些类型、聪

明的民居建筑、什么是绿色建筑、如何做好绿色建

筑、如何评价绿色建筑以及“绿色”的文化内涵等

内容，用生动有趣、浅入深出的讲解，为学生们开

启一场精彩纷呈的地球环境和建筑之旅，引人入胜。

对绿色建筑理念的校园普及和推广具有重要的引

领意义。 

(来源: 大连市绿色建筑行业协会) 

 

 

《居住建筑自然通风设计技术标准》编制组第三次工作会议组织召开 

 

2022 年 4 月 19 日，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居

住建筑自然通风设计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编制组第三次工作会议通过腾讯会议组织召开。 

中机中联工程公司王永超教授级高工、中煤科

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唐小燕教授级

高工、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周强教授级高工、张

晓欧高级工程师、重庆海润节能研究院谭平教授级

高工、邓晓梅高级工程师、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彭渤高级工程师、重庆弘筑实业有限公司

何俊雄总工等专家通过线上会议参加了讨论，标准

主编重庆大学丁勇教授主持了会议。 

会议上，与会专家就标准对于自然通风条件下

室内环境的质量要求、室外环境对自然通风的保障

要求、建筑设计促进自然通风的途径要求、通风器

和通风系统的性能和设置要求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标准第二稿基础上就章节划分、条文梳理、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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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等进行了细致修改；同时提出合并同类内容、

减少条文数量，确保标准的精简和清晰，使标准的

体系和逻辑更加清晰，同时突出了标准的特点和创

新点。 

经认真深入讨论，会议进一步完善了标准的技

术体系要求，理清了标准的核心要点，确定了标准

章节及相应内容，标准将在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意

见征求稿，会议还就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明确。 

（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 供稿）

 

业内信息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及路径》报告发布-中国有望在 2027 年前后实现碳达峰 

 

3月 31日，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发布重大咨询项

目成果《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及路径》。其中提

出，通过积极主动作为，全社会共同努力，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有望于 2027 年前后实现达峰，峰值控

制在 122亿吨左右。在此基础上推动发展模式实现

根本转变，可在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院士在会上发布并介

绍《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及路径》具体内容，主

要包括八大战略、七条路经和三项建议。 

——八大战略：节约优先战略，秉持节能是第

一能源理念，不断提升全社会用能效率；能源安全

战略，做好化石能源兜底应急，妥善应对新能源供

应不稳定，防范油气以及关键矿物对外依存风险；

非化石能源替代战略，在新能源安全可靠逐步替代

传统能源的基础上，不断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再

电气化战略，以电能替代和发展电制原料燃料为重

点，大力提升重点部门电气化水平；资源循环利用

战略，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业务流程再造，实

现资源多级循环利用；固碳战略，坚持生态吸碳与

人工用碳相结合，增强生态系统固碳能力，推进碳

移除技术研发；数字化战略，全面推动数字化降碳

和碳管理，助力生产生活绿色变革；国际合作战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担当，更大力度深

化国际合作。 

——七条路径：一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重要手段实现经济发展与

碳排放脱钩；二是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和基础；三是加快构

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妥实现

电力行业净零排放；四是以电气化和深度脱碳技术

为支撑，推动工业部门有序达峰和渐进中和；五是

通过高比例电气化实现交通工具低碳转型，推动交

通部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六是以突破绿色建筑关

键技术为重点，实现建筑用电用热零碳排放；七是

运筹帷幄做好实现碳中和“最后一公里”的碳移

除托底技术保障。 

——三项建议：一是保持战略定力，做好统筹

协调，在保障经济社会有序运转和能源资源供应安

全前提下，坚持全国“一盘棋”、梯次有序推动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二是强化科技创新，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提供强大动力，尤其是必须以关键技术的

重大突破支撑实现碳中和。三是建立完善制度和政

策体系，确保碳达峰碳中和任务措施落地。加快推

动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加速构建减污降碳一

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机制，不断完善能

力支撑与监管体系建设。 

据了解，中国工程院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咨询项

目组织 40 多位院士、300 多位专家、数十家单位，

重点围绕产业结构、能源、电力、工业、建筑、交

通、碳移除等方面，系统开展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及路径研究，最新完成并发布《中国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及路径》。 

(转自：央视网、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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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前置绿色信贷认定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管理办法在雄安落地实施 

 

为积极落实国家“双碳”目标决策部署，进一

步提升金融服务绿色建筑发展能力和水平，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雄安新区营业管理部、河北雄安新区

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改革发展局联合出台《雄安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支

持绿色建筑发展前置绿色信贷认定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的出台结合雄安新区实际，依托新区

“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城市定位，坚持“高点定

位、标准先行，政府引领、市场主导，创新驱动、

融合发展，完善机制、防范风险”原则，创新性解

决信贷投入和绿色建筑认定期限错配问题，实现金

融业与绿色建筑行业融合发展。《办法》共六章二

十三条，主要包括绿色建筑信贷支持原则及领域、

职责分工、绿色信贷前置认定及退出流程等内容。 

《办法》明确，绿色建筑信贷重点支持近零能

耗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星级标准的绿色建筑、建筑

可再生能源应用、装配式建筑、既有建筑节能和绿

色化改造、物流绿色仓储、绿色建造、绿色建材、

绿色建筑施工、建筑节能服务等领域。 

《办法》指出，“前置绿色信贷认定”旨在支

持雄安新区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有效解决信贷投

入和绿色建筑认定期限错配问题，使绿色建筑项目

及时享受绿色信贷差异化优惠政策，将绿色建筑贷

款的绿色信贷认定环节前置至项目建造阶段。 

《办法》强调，要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服

务于绿色建筑项目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融资贷款，

符合《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发改环资

〔2019〕293号）要求的，纳入绿色信贷管理范畴；

符合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要求的，纳入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管理范畴，让更多民营小微企业享受到差异化

信贷优惠政策。 

《办法》要求，各相关单位既要各司其职又要

协作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整体协调推进，做好

绿色信贷管理、金融统计等工作；规建部门负责绿

色建筑星级预评价登记管理工作；改发部门负责做

好相关产业政策研究工作。各部门应通力合作，实

现从前置认定、贷款发放到政策退出的闭环管理，

共同做好绿色信贷前置认定工作。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雄安新区营业管理部、

新区规划建设局和改革发展局将不断健全完善与

新区发展相匹配的绿色信贷支持体系，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形成支持绿色建筑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合力，助力雄安新区“绿色之城”加速建

设发展。                      

(来源:法制网)

 

北京副中心构建绿色建筑示范 

 

北京市通州河东 5号调峰热源工程配套辅助楼，

在传统的岩棉保温板基础上增加了真空绝热板，玻

璃幕墙充入惰性气体等。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这

一项目应用了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及可再生

能源利用技术。相较于传统建筑，这一建筑本体节

能率达到 80%，全年减少电力消耗 38万度。年均碳

排放量减少 95%，实现近零碳排放。 

据了解，北京副中心将着力构建智能舒适的绿

色建筑示范，大力推动绿色建筑规模化、品质化发

展。新建居住建筑 100%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要

求，新建公共建筑 100%执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到 2025 年，实现超低能耗建筑不少于 100 万平方

米。初步形成高效绿色、生态友好的现代综合城市

建设体系。 

此外，北京副中心将积极推广绿色生活方式。

加速形成水循环利用体系、绿色供热体系、固废资

源化循环体系，积极推进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等重

点项目，形成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生态典范。 

(来源:中国环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