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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标准《绿色建筑应用技术指南》正式发布 

 

 

2023 年 3 月 21 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正式

发布《绿色建筑应用技术指南》，并于 2023 年 4

月 21日起实施。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标准《绿色建筑应用技术

指南》（以下简称标准）是由重庆大学主编，会同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重庆

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大学建筑规划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水石建筑规划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中衡卓创国际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市斯励博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专家共

同完成的，重点针对绿色建筑技术实施做法规范、

实施深度保证、实施效果保障而编制完成的技术指

南性标准。 

标准内容包括了规划与建筑、结构与建筑工业

化、暖通空调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给水排水、电气

与智能化、场地与景观共 6 个专业类别 56 项核心

技术，和施工管理与运行过程中的 8个关键过程，

涵盖了性能模拟、碳排放计算、舒适性营造、资源

能源利用、建筑工业化等技术领域，对实现绿色建

筑性能而实施的相关技术的应用要点和要求，和技

术实施的步骤、内容、特征等予以了明确。 

与评价标准和细则针对性能达标的判定不同，

标准重点针对当前绿色建筑项目中的实施类技术，

明确了该类技术的具体实施方法、性能改善做法及

其效果判定的要求。 

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提升绿色建筑的获得

感、体验感和创新性提供理论支撑、科学要求和工

程要求，有利于充分体现绿色建筑因地制宜的基本

要求，切实推动技术实施效果落实，充分实现绿色

建筑幸福感的体现。 

重庆市绿色建筑委员会 供稿 

 

业内信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会见马来西亚地方政府发展部部长倪可敏  

共商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深化合作事宜 

 

4 月 2 日上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会

见了马来西亚地方政府发展部部长倪可敏一行，双

方就深化双边、中国—东盟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的合作，以及加强在联合国人居署的协作等方面进

行了交流。 

倪虹表示，近日，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就共建

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布置了推进下阶段

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任务。两部要携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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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落实好领导人的工作要求。 

倪虹指出，建设现代化的住房、小区、城市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赋能住房是未来

发展方向，要从设计、建造、使用、维修 4个方面

提升房屋性能，让人民在房子里生活得开心、温馨、

舒心、放心。从好房子到好小区，从好小区到好社

区，从好社区到好城区，进而把城市规划好、建设

好、管理好，使城市更宜居、更有韧性，也更智能。 

倪虹强调，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愿与包括马来西

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分享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经

验做法，借鉴世界先进经验造福中国人民，也把中

国智慧与世界人民分享。 

倪可敏表示，实现居者有其屋是两部的共同目

标，马来西亚正在大力发展保障房建设，希望借鉴

中国在装配式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打造更多高品质低成本的住宅，也欢迎更多中国房

地产和建设企业赴马投资。 

双方就两国在住房建设、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等

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建立中国—东盟建设部长圆桌

会议机制，共同参加今年 6月联合国人居署第二次

人居大会，参与世界城市日活动和全球可持续发展

城市奖（上海奖）评奖，为对方企业在本国承包建

设工程项目提供支持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房地产市场监管

司和计划财务与外事司负责人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建设报 

全国前列！超 1.6 亿平方米 

“绿色”已成为城市文明的新底色。近年来，

深圳坚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在建设工程领域全力推进绿色建筑

与建筑节能。 

截至目前，全市绿色建筑建设规模超过 1.6亿

平方米、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累计超过 1500 个，已

成为全国绿色建筑建设规模最大和密度最高的城

市之一，绿色建筑让城市生活更低碳、更美好。 

让建筑有温度会呼吸 

福田 CBD早已是网红打卡点，这里的建筑不仅

多由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各具特色，每一座建筑

还是一个绿色广场。这个由平安金融中心大厦领衔

汇聚而成的城市中央商务区被称为“中国的曼哈

顿”。 

如今，深圳越来越多的绿色建筑正拔地而起。

位于南山高新技术园的 A8 音乐大厦外观设计灵感

来源于音乐，幕墙设计由分布于楼体南、北两侧的

8 块此起彼伏的“钢琴键”组成，仿若钢琴键上跳

动的音符。大厦不仅外观吸引眼球，还是集音乐数

字化、创作、发行及互联网技术研发于一体的综合

性绿色建筑。仅屋顶安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年发电量可达 9.5 万 KWh，相当于减少 CO2 排放量

94.7吨。同时通过屋顶安装光伏组件，使顶层房间

温度下降，提高顶层房间舒适度，从而节省空调电

费开支。 

鳞次栉比的建筑不再冰冷，它们有温度、会呼

吸。市住房建设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深圳自启动

绿色建筑工作以来，十余年间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的项目数量和质量均取得了跨越式增长，绿色建

筑低碳节能助力文明典范城市的创建。 

截至目前，全市绿色建筑建设规模超过 1.6亿

平方米、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累计超过 1500 个，已

成为全国绿色建筑建设规模最大、建设密度最高和

获绿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数

量最多的城市之一。2022 年，新增绿色建筑项目

239 个，建筑面积 1816万平方米，其中 108个项目

获得国家二星级或深圳银级以上绿色建筑标识，建

筑面积 888万平方米，占新增绿色建筑项目总数的

48.88%。 

先行先试，打造绿色先锋城市 

近年来，深圳不断完善绿色建筑发展的政策环

境，积极制定符合绿色建筑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

建设工程高质量发展。 

在全国率先出台《深圳市公共建筑节能设计规

范》《深圳市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规范》和《深圳市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等 20 余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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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地方标准，建立和完善了涵盖规划设计、施工验

收和运营维护在内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全生命

周期技术标准体系，积极打造“深圳标准”“深圳

质量”，推动了整个工程建设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2022年 7月 1日，深圳正式实施《深圳经济特

区绿色建筑条例》，在全国首次将包括工业建筑在

内的全部建筑纳入绿色建筑标准建设和运营的强

制范围；首次以立法形式将“碳达峰、碳中和”融

入绿色建筑全寿命期管控；对建筑绿色性能提出更

高要求，切实提高百姓对绿色建筑的获得感和体验

感。2022 年 11 月，《深圳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正式印发，持续加

强建筑全生命期绿色低碳管控，推动打造可持续发

展先锋城市。 

去年 12 月，《2022 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

争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

力指数深圳位列全国第二。 

构建建筑碳排放数据库 

深圳明确新建公共建筑在竣工验收前，须将分

项能耗数据连入市级数据中心，截至 2022 年，已

实现约 1000 栋既有建筑运行能耗的分项计量和实

时监测。依托建筑能耗数据中心，精准开展建筑节

能监察工作，促进相关单位提升既有建筑能效水

平。 

2022年全年推动108万平方米的既有建筑实施

节能改造，年节约电力 1561 万千瓦时，折算标准

煤约 50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33万吨，助力

建筑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同时，稳步推动建筑领域双碳工作，已完成《深

圳市城市建设领域降碳行动计划》编制工作并对外

征求意见，会同供电部门探索建设基于 CIM/BIM数

字孪生城市的全市建筑碳排放管控平台，已完成

1.2 万栋重点建筑基础信息和能耗数据的匹配、分

析工作，初步构建完成建筑碳排放数据库。

来源:深圳商报

绿色建筑比例达 100% 中新天津生态城成为全国绿色建筑最集中区域

从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获悉，作为首个国家

绿色发展示范区，目前中新天津生态城绿色建筑比

例达 100%，拥有国家绿色建筑标识项目 126个，高

星级比例达 92%，出台绿色建筑激励政策，形成全

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建成天

津首个“零碳建筑”，区域内绿色建筑面积已达

2397万平方米，是全国绿色建筑最为集中的区域。

随着绿色建筑的快速发展，如今在生态城，绿色建

筑与开发产业正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绿色建筑企业汇聚 

楼板一块一块拼起来，就像垒积木一样，施工

过程中不仅省去了支模、绑筋等环节，还避免了扬

尘污染。在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铁上海四公司”）的住宅项目施工

现场，叠合板、内外墙条板、干式地暖等装配式构

件的大面积运用，让整个工程的施工周期缩短了

25%。其中，装配式叠合板与传统整体现浇板相比，

具有整体性好、抗震性能优越、施工速度快、工期

短等优点，既能满足建筑安全性与实用性的要求，

又可以节约建材、缩短工期，绿色环保。中铁上海

四公司还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

智能、区块链、5G、CIM（城市信息模型）等新兴

数字技术与施工的深度融合。 

据了解，生态城积极推广装配式、被动式建筑，

持续探索超低能耗建筑、零能耗建筑、木结构建筑、

模块化建筑技术，吸引了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四

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

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天津分院、江苏江都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等 3000 余家绿色建筑与开发企业及

机构落户，形成了“房地产—智能制造—节能服

务”上中下游完整产业链。 

产业载体加快建设 

鲜明的产业发展底色和良好的区域优势，让越

来越多从事绿色建筑与开发的企业关注到生态城。

2023年初，上海栖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栖智科技”）成功在生态城临海新城区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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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82 亩工业用地，用于建设栖智滨海智造基地一

期项目。 

记者了解到，上海栖智科技是一家从事人工智

能投资和成果转化的科技投资企业，并专注于科技

产业园的开发建设。此次企业在生态城投资建设栖

智滨海智造基地项目，旨在为先进装备、智能制造、

绿色建筑、节能环保设备等领域的优质企业打造产

业聚集地。该项目刚刚启动建设，上海栖智科技已

经为基地储备了近百家入驻企业。按照计划，栖智

滨海智造基地一期项目将于 2023年 6月启动建设，

2024年底竣工，项目建成后将为生态城绿色建筑与

开发产业提供广阔的发展载体。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生态城用足住建部赋予的支持政策，积极开展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近日，生态城 83 号地块住宅

项目的绿色建筑性能责任保险正式生效。 

绿色建筑性能责任保险是一种“保险＋风控

＋服务”的承保模式。保险公司与投保企业签订保

险合同后，将委托第三方风险管理机构，参与绿色

建筑的设计、施工、验收全流程。保险公司既是监

管者也是服务者，将通过定期检查、提供专业指导

等方式，以市场化手段助力绿色建筑达成预期价

值，保障绿色建筑真正实现“绿色运行”。 

绿色建筑性能责任保险的落地，为生态城绿色

建筑的建设开启了“绿色金融保障模式”。据悉，

生态城将加大推广力度，充分发挥绿色建筑性能责

任保险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总结经验、设立操作

管理流程等方式，推动“生态城经验”进一步复制

推广。

来源:津滨海 

林波荣教授主编的绿色雪上运动场馆“北京标准”荣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国家标准化领域最高奖项中国标准创新贡献

奖近日揭晓，作为“北京标准”的《绿色雪上运动

场馆评价标准》，在与众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荣获该奖项的

地方标准，也是全国范围内地方标准取得的历史最

好成绩。 

标准依托科技冬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

目，在北京市场监管局、冬奥组委和北京市规自委

等部门的支持下，清华大学作为本标准的第一主编

单位，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林波荣教授作为主编，组织国内顶尖单位，以及冰

雪场馆的设计、建设单位，历时 6年自主攻关完成。

这是工程建设领域第一部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

准，是国内外首个针对雪上运动场馆的绿色评价标

准，是第一部应用于冬奥会的绿色场馆评价标准，

也是北京市第一部外文版地方标准。标准提出了涉

及室外冰雪运动场馆规划、设计、建设、运维 70

多个定量化指标，从节能、降碳、节水、节材以及

生态环境等方面评价场馆性能，同时提出了兼顾赛

时运动员的满意度、赛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评价开

放范式，填补了冬奥历史此领域空白，成为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标准全面应用于北京 2022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室外冰雪场馆，实现非传统水源造雪率 100%，绿色

建材使用率 100%，本地植物保护率 100%，节能 65%，

场馆建设运维减少碳排放约 11 万吨。标准为绿色

冬奥、实现“三亿人上冰雪”目标提供了技术支撑，

目前已获国家标准立项，后续将落实“实现冬奥遗

产利用效益最大化”要求，持续推动我国冰雪产业

高质量发展。 

作为首部服务冬奥的绿色技术标准，该标准从

无到有，实现了从看齐国际标准到树立国际标准的

转变。该标准得到了国际奥组委（IOC）可持续发

展部负责人的高度评价，专门来函支撑其在冬奥会

上的应用。目前该标准已向 ISO提出国际标准提案。 

除此殊荣外，该标准还获得了中国工程建设标

准化协会“标准科技创新奖”一等奖、北京市 “标

准专项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来源:生态规划与绿色建筑重点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