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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建筑是当代建筑业发展的趋势ꎮ 阐述了近年来绿色建筑的发展状况ꎬ
分析了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ꎬ考虑绿色建筑全寿命周期的管理ꎬ针对绿

色建筑目前存在的问题ꎬ提出了改善建筑物的节能特性、实行建筑垃圾减量化处

理、精细化管理增量成本、加大绿色建筑宣传力度、加强建筑信息模型(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ＢＩＭ)技术的应用、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等对策建议ꎮ

关键词:绿色建筑ꎻ建筑节能ꎻＢＩＭ 技术ꎻ装配式建筑ꎻ建筑垃圾减量化

中图分类号:ＴＵ２０１. ５　 　 　 文献标志码:Ａ

　 　 建筑物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ꎬ会消耗大

量的资源ꎬ并对周围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ꎬ绿
色建筑的出现既能促进建筑业的平稳发展ꎬ
又能减少对周围环境的破坏ꎬ对于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有着很重要的作用ꎮ 最近几年ꎬ我
国一直重视绿色建筑的发展ꎬ并陆续发布了

一系列相关政策ꎬ编制相关标准体系ꎬ在绿色

建筑的设计理念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ꎬ
２０１９ 版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更加侧重增

加人民的幸福感ꎬ但在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

中ꎬ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ꎮ
近年来ꎬ绿色建筑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发展现状、设计、投资、成本估算、政策激

励、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等方面ꎮ 绿色建筑发

展现状方面ꎬ蒲万丽等[１] 通过分析绿色建筑

标准现状、发展现状ꎬ从宏观的角度指出绿色

建筑发展中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地域发展

不平衡、建设能力有待加强、既有建筑绿色改

造工作开展少等问题ꎻ绿色建筑设计方面ꎬ主
要研究建筑材料、建筑的组合方式、新型施工

方法、建筑信息模型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ＢＩＭ)技术的应用等ꎬ李俊清[２] 认

为 ＢＩＭ 技术是绿色建筑设计中一种比较有

效的手段ꎬＢＩＭ 技术可以模拟建筑的使用过

程ꎬ综合协调各项因素ꎬ让建筑绿色智能化ꎻ
绿色建筑投资方面ꎬ荀志远等[３] 认为投资评

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安全耐久、生活便利、环境

宜居、资源节约、社会效益 ５ 个方面ꎬ并建立

了基于直觉模糊理论的绿色建筑投资决策模

型ꎬ对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ꎻ绿色建

筑成本估算方面ꎬ翟博文等[４] 针对建筑决

策、设计和建造阶段的绿色建筑增量成本进

行了可视化设计ꎬ通过选择成本核算方法、选
择绿色建筑生命周期阶段、绿色建筑增量成

本构成划分、核算科目设置、编制会计报告以

及应用报告等步骤ꎬ有效管控绿色建筑的增

量成本ꎻ绿色建筑政策激励方面ꎬ王颖林

等[５]认为政府应采用正向和负向的激励手

段ꎬ既要给予实行节能减排的开发商一定补

贴ꎬ又要向产生碳排放的开发商收费ꎻ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方面ꎬ主要分析评价标准的发展

历程以及不同年份评价标准的变化情况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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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勤[６] 从绿色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出发ꎬ详细

分析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ꎬ指出应严格执行

标准并检查实施效果ꎬ完善责任制度ꎬ采用有

效的信息化手段ꎮ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ꎬ笔者从

项目建设的全寿命周期出发ꎬ针对发展绿色建

筑的新要求ꎬ分析绿色建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ꎬ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ꎬ进而更好地推

动我国绿色建筑向高质量方向发展转变ꎮ

一、绿色建筑发展状况

绿色建筑是指在全寿命周期内ꎬ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ꎬ为人们提供健康、适
用、高效的使用空间ꎬ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ꎮ 其评价标准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安全耐久、健康舒适、
生活便利、资源节约(节地、节能、节水、节
材)和环境宜居等ꎮ

建设绿色建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ꎮ 近年来ꎬ我国连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
标准、办法、行动方案ꎬ鼓励发展绿色建筑ꎬ例
如:２００６ 年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实施

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３７８—
２００６)ꎬ２００７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印发

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 (试行)ꎬ
２０１３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制定了«绿色建筑行动方案»ꎬ２０１４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ꎬ２０１９ 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颁布实施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９)ꎬ２０２０ 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等七部门发布了«关于印发绿色建筑

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等ꎮ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我

国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一些规范、标准、行动

方案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我国绿色建筑相关规范、标准、行动方案

发布日期 规范、标准、行动方案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１５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ＧＢ / Ｔ
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４

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集中在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室内环
境、施工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１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节能减排低碳发
展行动方案» (国办发〔２０１４〕２３
号)

深入开展绿色建筑行动ꎬ并规定到 ２０１５ 年要有 ３ 亿 ｍ２ 的新增绿色
建筑ꎬ达到 ２０％的城镇新建建筑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率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１４１—２０１５

统筹考虑建筑绿色化改造的经济可行性、技术先进性和地域适用性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５
«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规范»
ＪＧＪ / Ｔ ３９１—２０１６

构建绿色建筑综合效能调适体系和运行管理评价指标体系ꎬ规定了
一些关键技术和实现策略ꎬ对绿色建筑进行运行维护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１３
« 绿 色 建 筑 评 价 标 准 » ＧＢ / Ｔ
５０３７８—２０１９

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主要集中在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
节约、环境宜居等方面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２
«绿色社区创建行动方案»建城
〔２０２０〕６８ 号

提出到 ２０２２ 年ꎬ力争全国 ６０％ 以上的城市社区参与创建行动并达
到创建要求ꎬ绿色社区要取得显著成效ꎬ基本实现社区人居环境整
洁、舒适、安全、美丽的目标

　 　 近年来ꎬ我国各地区为鼓励绿色建筑发

展制定了很多相关政策ꎬ例如:北京市对绿色

建筑标识项目按建筑面积给予奖励资金ꎻ上
海市对绿色建筑示范项目提高补贴资金ꎬ由
５０ 元 / ｍ２ 调整到 ６０ 元 / ｍ２ꎬ开展绿色生态区

的建设ꎻ辽宁省对购买绿色住宅的消费者在

购房贷款利率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ꎬ重点支

持绿色墙体材料的发展ꎮ 我国各地区加大力

度扶持绿色建筑建设ꎬ创建了一批绿色建筑

示范项目ꎬ如秦皇岛的在水一方项目、中新天

津生态城项目等ꎮ 虽然许多地区进行了不少

相关方面的实践ꎬ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ꎬ但在

一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ꎬ例如:建筑垃圾

的处理ꎬ建筑材料的消耗ꎬ建筑物的节能ꎬ建
筑施工成本的增加ꎬ建筑过程中产生的扬尘、
噪声等ꎮ

二、绿色建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１.建筑物节能设计考虑不足

建筑物在建造和使用过程中会消耗大量

的资源ꎮ 据统计ꎬ约 ５０％的全球能量用于建

筑物ꎬ建筑物使用期间ꎬ约 ５０％ 消耗于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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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与制冷ꎬ３０％用于照明ꎬ而空调采暖和制

冷中ꎬ２０％ ~ ５０％ 是由建筑物外墙传热结构

所消耗的ꎮ 当代社会ꎬ人们为满足自身的舒

适需求ꎬ常常选择使用空调等高消耗低效率

电器ꎬ由于外墙保温结构设计的不完善ꎬ很多

热量散发到外界环境当中ꎬ造成了大量的资

源浪费ꎮ 据了解ꎬ建筑物围护结构与周围环

境之间的热交换量大致占到建筑物总热量交

换的 ８５％ [７]ꎮ 绿色建筑节能设计主要采用

被动式节能技术和主动式节能技术ꎮ 虽然采

用了相关的节能技术ꎬ但在建筑物围护结构

节能设计上仍有所欠缺ꎮ
２.建筑垃圾处理不当

建筑垃圾是指在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

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过程中所产生的建

筑废料ꎬ除此之外ꎬ还包括房屋装修过程中废

弃的装修材料ꎮ 根据其产生来源的不同ꎬ可
分为施工垃圾、装修垃圾和拆除垃圾ꎬ其占比

分别为建筑垃圾总量的 ３０％ 、１０％ 、６０％ ꎮ
目前ꎬ我国建筑垃圾产生量比较大ꎬ很多建筑

垃圾还未经过处理ꎬ就被运送到郊区ꎬ露天堆

放或填埋到地下ꎬ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ꎮ
此外ꎬ还有很多地区缺乏垃圾分类意识ꎬ将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混到一起进行处理ꎬ严重

阻碍了生活垃圾处理厂的运行ꎬ降低了垃圾

填埋场的使用年限ꎮ
３.建筑节能成本增加

我国绿色建筑项目增量成本主要涉及设

计、咨询、认证、技术、节能建材、运营维护和

拆除报废等方面ꎮ 其中ꎬ有关数据表明ꎬ绿色

建筑在施工阶段节能增量成本约占总增量成

本的 ６０％ ꎬ亟需采取措施减少节能增量

成本ꎮ
绿色建筑节能增量成本贯穿工程项目全

寿命周期:决策设计阶段有绿色建筑方案设

计费用ꎻ施工阶段有节能设备采购费用和节

能设备安装费用ꎻ运营维护阶段有节能设备

维修费用、替换费用和节能设备购买费用ꎻ回
收利用阶段有节能设备拆除费用和废弃物循

环利用费用ꎮ 目前ꎬ我国建设的许多绿色建

筑工程都存在着建造成本增加的问题ꎮ

４.绿色建筑可感知性不够

目前ꎬ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的新

建城镇建筑基本上都是绿色建筑ꎬ但使用者

并没有感知到绿色建筑在健康、舒适、高质量

等方面和传统建筑的区别ꎬ对绿色建筑的认

可度和感知度比较低ꎮ 购房者更注重的是建

筑物的地段和价格ꎬ绿色建筑的销售很难带

动ꎬ致使开发商不热衷于绿色建筑的开发ꎮ

三、促进绿色建筑发展的对策建议

１.改善建筑物的节能特性

建筑物节能设计主要针对建筑物围护结

构ꎬ包括墙体保温功能设计、屋面节能设计、
窗户保温设计ꎮ 笔者参考我国超低能耗建筑

的实践案例ꎬ总结出主要的节能技术:墙体施

工时ꎬ采用加气混凝土浇筑墙体ꎬ并在墙体的

主体结构中增加绝热保温层ꎬ墙体材料宜选

用具有强度高、质量轻、可降解、可回收、良好

保温功能等特点的新型环保多孔砖、空心砌

块ꎻ采用功能性装修材料装饰内墙ꎬ从而改善

室内空气质量ꎻ窗户宜采用低辐射中空玻璃ꎬ
从而减少室内外的热量交换ꎬ维持室内温度

的稳定ꎬ同时宜安装金属遮阳百叶ꎬ配以智能

化控制系统ꎬ达到夏季遮阳、冬季采光的效

果ꎻ屋面宜栽种绿植ꎬ绿植应具有常青、耐旱

性强、耐寒性强的特点ꎬ既可以净化空气ꎬ又
能减少太阳的辐射[８]ꎮ

为使建筑物达到更好的节能效果ꎬ在设

计阶段ꎬ要合理布局建筑物的朝向和楼距ꎬ充
分利用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ꎬ减少空调和人

工照明等高能耗电器的使用ꎻ通过留设大面

积阳台ꎬ控制建筑物层高ꎬ形成空气对流ꎬ实
现自然通风ꎮ 在施工阶段ꎬ将主体结构和装

饰装修材料进行一体化施工ꎬ节约建筑材料ꎮ
２.实行建筑垃圾减量化处理

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ꎬ难免会产生一些

建筑垃圾ꎬ既不利于节约成本ꎬ也污染了环

境ꎬ因此ꎬ应采取措施减少建筑垃圾的产生ꎬ
并对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循环利用ꎮ 为做好

建筑垃圾减量化工作ꎬ促进绿色建筑转型升

级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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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ꎬ并要求各参建

方积极开展绿色策划、设计和施工ꎬ采用一些

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ꎬ加强管控建筑垃圾

的源头ꎬ减少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建筑垃圾排

放ꎬ实行建筑垃圾分类管控和再利用ꎬ处理建

筑垃圾时ꎬ不能只注重末端处理ꎬ而应重视源

头的防治ꎮ
通过分析近年来我国处理建筑垃圾方面

的相关参考文献ꎬ总结出有效处理建筑垃圾

的方法:一是重视资源利用问题ꎬ采用循环经

济模式“资源—产品—使用—废品—资源”ꎬ
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ꎬ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ꎻ二是提高产品附加值ꎬ综合利用建筑废

料ꎬ收集废弃的混凝土、废渣、废砂石等ꎬ进行

全自动智能化生产ꎬ如新型墙体材料、路缘

石、风景园林砖等ꎻ三是重视管理建筑垃圾处

理线ꎬ根据垃圾的类型ꎬ选择相应的处理工艺

和设备ꎻ四是采用建筑废弃物在施工现场原

地再生循环利用技术ꎬ建立一套处理固体废

弃物的技术方案和管理程序ꎮ 这些方法为处

理建筑垃圾提供了新的思路ꎬ能够更好地促

进绿色建筑的发展ꎮ
３.精细化管理绿色建筑增量成本

在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全寿命周期

阶段ꎬ通过跟踪绿色建筑绿色技术引入、应用

所新增的作业行为和过程ꎬ分摊、计算该作业

所消耗的人、材、机和措施费、管理费、规费、
税金的具体金额ꎬ全面了解项目增量成本ꎬ并
针对这些增量成本进行精细化管理ꎮ 对绿色

建筑增量成本予以可视化表达ꎬ以直观的定

量方式向企业揭示绿色建筑成本构成ꎬ以便

精细化管理各方面产生的成本ꎬ同时ꎬ也可以

使购房者全面了解绿色建筑的绿色投入情

况ꎬ从而提高对绿色建筑的感知度和认可度ꎬ
以此带动绿色建筑的发展ꎮ 此外ꎬ可通过建

立相关成本的数学模型ꎬ在设计阶段找出最

优方案ꎬ从而使节能增量成本最小化ꎮ
４.加大绿色建筑宣传力度

地方政府负责绿色建筑发展的宣传工

作ꎬ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ꎬ通过绿色建筑进社

区广泛宣传建筑节能减排的重要性ꎬ并做好

售房人员的绿色建筑知识教育培训工作ꎬ使
购房者进一步了解绿色建筑ꎬ认识到绿色建

筑与传统建筑在健康、舒适和质量等方面的

区别ꎬ认识建筑节能减排的重要性ꎬ认可绿色

建筑ꎬ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ꎮ
５.加强 ＢＩＭ 技术应用

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ꎬＢＩＭ 技术作

为当代创新发展的新技术ꎬ对建筑业的可持

续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ꎮ ＢＩＭ 技术能够

整合各专业图纸ꎬ检查设计图纸的完整性ꎬ优
化各个管线配置ꎬ分析室内的净空高度ꎬ优化

建筑物设计ꎬ以满足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舒适

性要求[９ － １０]ꎮ ＢＩＭ 技术在工程造价全过程

管理中ꎬ通过对建筑及基础设施的物理特性

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以及对建筑物施

工过程进行模拟等ꎬ使施工单位大致了解项

目的施工成本ꎬ并采取措施对成本进行控制ꎬ
从而满足建筑经济性的要求ꎮ 因此ꎬ将 ＢＩＭ
技术应用于绿色建筑设计ꎬ对实现建筑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６.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

近年来ꎬ我国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ꎬ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

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

意见»指出ꎬ应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ꎬ推动智

能建造和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ꎮ
目前ꎬ虽然装配式建筑还没有完全在各

大城市推广开来ꎬ但是随着我国环保力度的

加大ꎬ装配式建筑发展前景十分乐观ꎬ各地也

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政策ꎬ编制了相关的技术

标准规范ꎬ鼓励发展装配式建筑ꎬ装配式建筑

技术体系也日益成熟ꎮ 相关数据表明ꎬ装配

式建造方式能够很好实现“四节一环保”ꎬ与
传统的施工方式相比ꎬ能减少 ７０％ 的建筑垃

圾排放ꎬ节约 ５５％ 的水泥砂浆ꎬ节约 ６０％ 的

木材以及减少 ５５％ 的水资源消耗ꎮ 虽然和

发达国家、绿色发展要求相比ꎬ这些还远远不

足ꎬ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品质等问题依

然存在ꎬ但是我国正采取措施加快新型建筑

工业化ꎬ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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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建筑对于实现建筑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ꎮ 近年来ꎬ我国发布一

系列政策鼓励发展绿色建筑ꎬ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ꎬ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ꎬ需要采用有效的措施ꎬ推动绿色建筑向高

质量方向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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