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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条件的历史。 建筑是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人类文明的

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改善自身居住条件的历史。特别

是近现代以来，各类现代化建筑成为综合展示文明成就的标

志，与此同时，也成为各类能耗的综合载体。因此，随着对

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重视，大力发展绿色建筑越来越成为

城市建设和建筑业发展的共识，在这方面有分歧的应该不多

，但如何采取有效的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目前还是摆在我

们城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此，借这次会议的机

会，提一些想法和意见，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 一、关于当

前是否需要将绿色建筑转变为强制要求的问题 我们知道，绿

色建筑着眼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和建筑的全寿命周期，针对节

能、节地、节水、节材和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提出了整体性

要求，因此，相对于建筑节能，绿色建筑应该说又前进了一

大步，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发展了现有的建筑节能体系。 就目

前来说，国家对建筑节能较为重视，而对发展绿色建筑仍缺

乏有力措施。在国家层面，2008年4月施行的《节约能源法》

和2009年1月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均只对建

筑节能等节能措施有强制性要求，而对绿色建筑并无涉及。

建设部从2005年开始相继发布了《绿色建筑技术导则》、《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评价标识管理办法》、《绿色

建筑施工细则》等一系列文件，但总的来说层级较低，而且



只是作为引导性要求，也就是说，目前发展绿色建筑工作还

处于试点示范的引导阶段，还没有发挥很大效应。 但是，随

着人们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的更加重视，单一

的节能要求已不适应新的形势。节能并不是终极目的，减少

污染和环境保护才是。如果不从建筑的土地利用、规划、设

计等整体性要求着手，不从建筑的建筑、使用、维护和拆除

等全寿命周期着手，仅仅执行目前建筑节能50%乃至部分城

市节能65%的标准，就无法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和最大程度

地保护环境。 发展绿色建筑，需要切实落实到房地产开发之

中，也需要广大消费者的积极呼应。但是，绿色建筑虽然可

能提高建筑品质，取得社会效益，但毕竟会明显增加造价等

成本。我国的房地产业是一个高度逐利化的行业，当前除了

少数有前瞻性、有实力的开发商外，一般的开发商不可能主

动以绿色建筑的高标准要求自己。而就消费者的角度而言，

除了极少数高端人士，一般消费者也不会主动将绿色建筑作

为自己购房的标准。也就是说，当前绿色建筑最多只是一个

“小众市场”,如果仅靠市场的力量，即使算上政府鼓励、引

导等方面的因素，要从“小众市场”发展为大众市场，也将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意味着绿色建筑将错过我国城镇化

的高峰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发展绿色建筑即使不是说失

去了意义，也肯定会大打折扣。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既然绿

色建筑确实能实现明显的社会效益，国家就应该考虑尽快将

其转为强制性的要求，以补充现有建筑节能体系的不足，尽

早发挥绿色建筑的作用。 应当说，从法律上来看，现行的《

节约能源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在这方面还是留有一定

的空间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建筑设计



、建设、施工等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其设

计、建设、施工的建筑物及构筑物采用节能、节水、节地、

节材的技术工艺和小型、轻型、再生产品。”在这里，法律

已经将“四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规定，当然，它仍然仅

局限于技术工艺和产品这个层面，还没有在土地利用、规划

设计等源头环节提出要求。在这方面，还需要国家从法律、

政策上作出更大的突破。 二、关于将绿色建筑转变为强制要

求后所增加的成本是否可以负担的问题 有人可能担心，如果

将绿色建筑作为强制性要求，是不是将大幅度增加建筑成本

，在当前房价高企的背景下，会不会更加增加买房人的负担

。这种担心确有理由，是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其实，根据建

设部、科技部的《绿色建筑技术导则》等要求，绿色建筑的

建设可以分两方面。一是体现在对技术和材料上的要求，这

是显性成本，将会增加建筑造价。二是体现在对土地利用、

规划设计等理念上的要求，可能会提高对建设的要求，但不

一定增加建筑造价。而且，如果真正推行绿色建筑，我们还

需要对现行土地招拍挂等方式进行改革，不仅不会增加房价

成本，而且还很可能会降低，对这一点，后面还会再进一步

讨论。 关于绿色建筑的成本问题，国外已有很深入的分析，

但在国内由于案例实践和标准等方面的限制，虽有一定研究

，但还不十分深入。在美国，根据2003年权威机构的一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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