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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E_E9_83_A8_E6_c57_613047.htm 8月28日，建设部发

布了《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

》)及《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试行)》(以下简称《技术细则

》)。上述政策从引导绿色建筑健康发展及规范绿色建筑评价

工作的角度出发，大力推广适宜技术，发展绿色建筑。 据参

与政策制定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曾捷介

绍，适宜技术是指合理的技术组合与产品组合，如自然通风

、外遮阳措施、科学的使用能源、雨水收集等。这些技术的

应用不一定会增加成本，而是多一些设计或心思就可以解决

。 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工程示范处处长张峰指出，目前

建设部对国内绿色建筑发展的思路是采用适宜的技术走本土

化的道路。此外，他还指出，市场中一些开发商为了追求卖

点，项目只应用了某项或某几项先进技术，就称产品为绿色

建筑。这种不规范的局面是需要被扭转的。此次《办法》的

出台也有规范市场之意。 六个方面进行考核 此次绿色建筑的

评定对象将分为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申请评价标识的住宅

建筑和公共建筑应当通过工程质量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以上

。 依据《技术细则》，评定将从6个技术体系方面对住宅与

公共建筑进行考核，即节地与室外环境、节能与能源利用、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节水与水资源利用及室内环境质量及

运营管理。 “在具体评价过程中，城市资源条件、气候状况

及经济发展情况等也会给予考虑。”张峰表示。 据了解，6

大方面都会细分为控制项、一般项、优选项进行评定，其中



控制项为基本条件，作为绿色建筑必须满足全部控制项，如

住区建筑布局保证室内外的日照环境、采光和通风的要求，

住区的绿地率不得低于30%，制定并实施节能、节水等资源

节约与绿色管理制度等。一般项将进行打分，每项总分为100

分，如住宅建筑的节地与室外环境的一 般项中提及“充分利

用尚可使用的旧建筑”，其中旧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

的分值为8分，1000平方米以下的分值为5分；优选项的项数

较少，规定这6个方面所有优选项总分为100分。 通过对6个方

面的每一项进行审核后，会给出相应的分值，再结合项目的

创新点、推广价值和综合效益考虑，最后进行汇总从而得出

这一建筑的总分值。 评审时会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和

《技术细则》来评定建筑一般项和优选项的达标项数，从而

确定其等级；等级由低至高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

对于同一星级的建筑，用分数进行区分。 此外，《绿色建筑

评价技术细则》虽然是从6个方面对建筑进行考核，但有所侧

重，均会凸显节能与能源利用这一方面，这与目前国家倡导

的节约能源是一致的。如在住宅建筑中，节能与能源利用的

权重系数为0.2，而节地与室外环境的权重系数则为0.15。在

公共建筑中通过运营管理的节能力度要大于住宅建筑，其权

重系数为0.15，而住宅建筑中的权重为0.10。 一年时间进行试

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政策出台之际均用到了“试行”两

字。 参与编写的绿色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刘晓天指出，这是因

为国内第一次做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在政策制定方面肯定有

不完善的地方，希望通过试行找出不足从而进行调整与完善

。为了比较稳妥的推进绿色建筑的发展，上述两个政策的推

出建设部决定试行一年的时间。 不完善的方面有几处，首先



是在绿色建筑评价的操作性方面，尽管《办法》和《技术细

则》结合了国外先进的评价经验、国内的实际情况，但目前

《技术细则》出台的基础是建立在研究和测评现有项目的结

果之上，在绿色建筑评价可操作性方面还需要加强研究。 其

次刘晓天指出，在6个评价体系方面，目前由于国内对节能的

重视，在《技术细则》中关于节能的评价内容比较完善，但

对于节材、节地、节水方面的评价内容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

，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化。 比如说节材一项，提到使用地

方性建材，但如何体现建筑中使用当地建材的条款各地都不

同，目前的规定是从建材生产到建筑工地不超过 500公里来界

定建材是本地产品，进而界定其符合绿色建筑的要求。 而如

何配合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实施，完善相关的技术体系和产品

体系，如先进的门窗、玻璃国内是否可以生产，其技术水平

是否符合绿色建筑的相关要求等也是一个问题。 做真正的绿

色建筑难度很大 由于现阶段推动开发商做真正的绿色建筑产

品的难度很大，目前绿色建筑评价等级进入门槛较低，一二

星级的标识比较容易达到。国内绿色建筑尚处起步阶段，新

建建筑还无法全部按绿色建筑的标准建设。绿色建筑牵涉的

范围较大，如建材的生产要绿色、建材产品的运输半径不超

过500公里，均要求减少能源消耗，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建筑

成本。 “一般来说，在甲级写字楼建设标准上再增加10％

～20％的投资可以达到一般绿色生态写字楼的要求。” 五合

国际建筑设计集团副总经理卢求说。 北京龙泽源置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杨乐渝也表示，随着资本的充裕与资金能力的加

强，目前很多开发商所开发的物业在从销售转向持有，从而

更加关注物业后期的经营费用。但现在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



，即绿色建筑中要使用优质的技术和产品，如美国的绿色建

筑中要应用太阳能技术，一次性的投入费用很高，还有很多

技术很难采用，成本太高也很难收回。 “就是因为成本的增

加，我们设计中应用的很多先进技术最后被开发商换掉。 现

在是自持物业的开发商往往关注节能产品及节能技术的应用

；而以销售为目的的开发商因成本原因会尽量使用替代产品

或技术。”一位建筑设计师表示。 对此，张峰指出，通过经

济上的高投入来达到绿色建筑的要求，这不是政府所提倡的

，政府倡导企业在提高建筑物性能的同时要考虑技术组合的

经济合理性。这在《技术细则》中也有体现，其中设定的三

星级实际上更多的是强调引导性，一、二星级则是操作层面

的级别，通过采取技术措施在造价增加不大的情况下达到的

级别。据了解，针对绿色建筑的发展，政府也将会通过政策

和税收进行引导。目前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补贴已经加大，

包括建设部也在与发改委协商，在税收方面给予支持。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