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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丰富，它更加强调的是人性化和自然化，特别强调居民

的广泛参与。其包括的内容不仅仅是建筑节能，更强调可持

续建筑中各个领域的最优结合。 可持续建筑发展之“中荷”

比较 荷兰可持续建筑发展在欧洲具有一定特色。在可持续建

筑发展中，该国非常强调和重视正确处理好各部分的关系，

因为可持续建筑是交通、水、环境和社会各因素的综合体。

在设计规划时从交通上要尽量使用公共交通，避免汽车与自

行车的交叉，减少汽车交通在区内的产生，使每个人都可以

便利地到达和使用区外的交通设施；从水管理上节约用水，

通过分类收集处理黑水、灰水、雨水，特别是雨水的回收利

用，利用湿地技术回收利用灰水等，以充分利用水资源，减

少水体的污染。从能源上，提倡节能，利用太阳能供电、采

暖、供应热水；加强与社区住户的沟通，住户直接参与规划

设计，使建筑更具人性化，保证良好的邻里、社区关系；充

分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减少运输；做到原材料的消耗，垃圾处

理在小区内循环，减少对外界的影响；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

地理条件和景观，既可以保留原有的系统，减少破坏，也节

约了资源。目前荷兰可持续建筑占10％左右，发展趋势良好

，该国在可持续建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原材料匮乏，这

是今后该国可持续建筑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为能源不足问题

可以通过利用太阳能等措施来解决，但建筑材料只能来自地

球本身。 通过对荷兰可持续建筑的了解，笔者更加深切地体



会到了建设可持续建筑必须因地制宜。在中国发展可持续建

筑，要建立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建筑。最近一段时间，各国的

可持续建筑、绿色建筑标准在中国泛滥，一些开发商、业主

纷纷追求获得某某认证，荷兰也在向中国推广其可持续建筑

的模式。笔者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无论是绿色建筑还

是可持续建筑，必须建立中国的模式，要建设中国的可持续

建筑。 笔者在对荷兰的可持续建筑学习中感受到，荷兰的可

持续建筑具有非常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它的可持续建筑更

加强调的是人性化和自然化，特别强调居民的广泛参与。包

括的内容不仅仅是建筑节能，更强调可持续建筑中各个领域

的最优结合。这种结合包括小区内各个系统的结合，也包括

小区与小区外的各系统的结合。而在我国建筑发展中存在的

弊病就是开发商在建设过程中难以体现居住者住户的意志，

难以更多考虑到与周边的关系，经常出现开发商为了自身的

利益，不顾对周边的影响(更多地是考虑对周边的利用)，而

将开发商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政府去处置的情况。 此外，在

荷兰除零能耗建筑外，可持续建筑与普通建筑相比在价格上

差异不大，甚至更低，这也就提醒我们，绿色建筑不一定是

高档建筑。在国内经常听到，或经常被问到可持续建筑(绿色

建筑)与普通建筑相比在成本上会增加多少。从荷兰的经验来

看，答案应是没有什么差异。之所以会有人提起价格差异这

个问题，与当前国内存在一些混淆视听的情形有关。 这主要

表现在：一是不管是既有建筑，还是要推广的可持续建筑，

在设计上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长期以来，既有建筑没有严

格按照标准设计，施工、验收，该投入的没有投入，压低成

本，并且这种不合理的低价被理所当然地看成是合理的价格



。由此造成一种印象，即可持续建筑就要增加内容，增加投

资，而不是认为这些内容本来在过去也是要求做的。如果没

有这种混淆，在成本上，中国也会同荷兰一样，即使存在可

持续建筑会引起成本的变化，也会通过设计的完善得到解决

，对价格不会造成影响。 二是建筑物的成本要用全生命周期

来衡量，这也就是《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对绿色建筑的定

义。从全生命周期来看，某些可持续建筑的初期投入会高于

普通建筑，但是由于它是利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的建筑，

在整个使用过程中和寿命周期结束后拆除再利用的成本会远

远低于普通的建筑，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可持续建筑并不是高

档建筑，荷兰太阳能在建筑的应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中国可持续建筑发展的思考 荷兰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些理念、

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但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建设中国

模式的可持续建筑，要充分研究处理好中国在可持续建筑发

展中所面临的形势和特殊问题。 一是荷兰在房地产开发建设

过程中，都会严格执行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建设规划需要公

示，会根据公众提出的意见进行研究修改。而我国长期以来

在设计、施工、验收阶段的标准执行率非常不理想。 二是荷

兰住房的私人占有率60％，租用率为40％，开发商也会从自

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建设高质量住宅，这也是其商业信誉的考

虑(在许多土地私有化、居民收入水平高于我国的发达国家，

住宅私有率都远低于我国的现象应该值得我们深思)。而我国

的开发企业更关心的是尽量建设低成本的住宅，尽快把建设

的住宅以更好的价格销售出去，至于是建设可持续建筑还是

普通建筑、谁今后拥有和使用住房以及费用高低这些则不是

他们所关心的。 三是荷兰在建设过程中住户积极参与(甚至包



括其他相关群体如社区、基金会、住房协会)，使得在设计施

工管理等方面，得到更多更广泛的沟通，也更具人性化，使

得住宅在质量、环境等各个方面得到更好的完善。而我国极

少有住户会参与到建设过程中，开发商为了避免麻烦也不会

愿意业主更多参与，这不仅造成设计不合理、人性化程度不

高、交付使用后出现大量的质量等问题，尤其是出现过多的

二次装修，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 四是中国的土地缺乏

，城市人口密集，在建筑模式上以高密度的公寓式住宅为主

，发达国家分散的、低密度可持续建筑发展模式很难在中国

应用。他们的模式可以用在低密度别墅区的建设上，但在中

国现有资源条件下，别墅区建设不是主流，从政府的角度来

看，也不应该过于关注，而应更多考虑普通居民住宅如何实

现可持续发展。这在当前无论是节能建筑示范，还是绿色建

筑示范、可持续建筑示范大多集中在高档住宅的倾向极不可

取。 五是在材料的利用上，其他国家的思路和出发点也是站

在自己的角度向中国提出建议，但具体到中国的实施上也不

一定适宜。如荷兰专家建议中国应充分利用丰富的竹子资源(

他们在做技术研究)。实际上，我国的竹子资源未必丰富，而

且按目前的技术条件和中国的高层、高密度住宅的建筑模式

，也不一定适宜利用竹子。 总之，通过对荷兰可持续建筑的

深入了解，我们既要学习它们的长处，又要根据我国的实际

情况，因此制宜发展我国的可持续建筑。1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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