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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saving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een building 
development is rapid,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green building, beneficial resources, energy saving, 
and make full use of, also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more harmonious, but in the de-
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 in China were not as well, a lot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its im-
plement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only to some of its analysis.This paper i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rchitec-
ture in our country to carry on the simple analysis, find out the corresponding problems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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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以环保、节能为特征的绿色建筑发展迅速。大量的绿色建筑的出现有利于节约资源
和能源，并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关系，但在中国绿色建筑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了，在其推
行过程中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本文只针对绿色建筑在我国的发展进行简单的分析，找出相应问题并
提出对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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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已成为阻碍人
类生存与发展的三大基本问题，而建筑又是最主要的

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者之一，控制建筑能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这种背景

下，节能建筑、生态建设、绿色建筑逐步受到大家的

关注，也将会成为建筑设计的主流。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绿色建筑”的观念和实践工

作开始的比较早，全球性的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

对于节能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越来越重视的一个点，

建筑领域的各项节能技术逐步被开发运用。1980 年
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逐步发展完善节能体系，近些

年来随着建筑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以及各项绿色能

源的不断开发比如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有效降

低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 
但是在我国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逐步

深入到国民的意识里，绿色建筑的概念也在慢慢改变

人们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发挥着积极

地影响作用，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一系列实施起

来的各项问题还亟待解决毕竟目前我国的绿色建筑只

是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实践问题还在陆陆续续的被发

现，这也要求我们国家的相关行业重视该问题。 

2 绿色建筑 

2.1 绿色建筑的定义 

2.1.1 什么是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程度

的节约各种自然资源如土地、水、太阳、地热还有各

类建筑材料。并且要考虑到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提

供健康舒适、生态环保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建筑。绿色

建筑的内容可归纳为： 
降低建筑对环境的带来的损耗以及破坏，也就是

要节约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能源； 
能提供舒适性能高，无威胁并健康的生活空间； 
做到人与环境，建筑与自然的持久协调、自然的

可接连发展。 
绿色建筑中的“绿色”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建筑物

绿化或者美观，而是象征着一种概念，意指建筑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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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且能够充分利用

环境，在不破坏基本生态平衡的条件下创造的一种环

保永续的建筑，又称为可持续发展建筑、生态建筑、

回归大自然建筑、节能环保建筑等。 

2.1.2 绿色建筑的成功案例 
神奇的植物建筑 
在芝加哥人们建成一座生态楼，楼内没有砖墙也

没有板壁，而是在本该设置墙壁的地方种上植物，借

由长出的植物将每个房间隔开。人们称这种墙为“绿色
墙”，称该建筑为植物建筑。 
太阳能建筑 
在美国人们将太阳能住宅称为建筑物一体化设

计，其设计原理是把阳光转换成电能的半导体太阳能

电池直接嵌入墙壁和屋顶内。 
美国绿色办公室 
美国国立资源保护委员会利用各种回收物建成的

绿色办公室。 

3 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绿色建筑观念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2000 左右开始对绿色建筑进行探索性的了解、研发和
推广，初步获得较好的进展。在绿色建筑发展相对较

好区域，人们已经意识到发展绿色建筑可以有效提高

资源利用率，对于环保节能等方面都能起到很关键的

作用，而且绿色建筑的发展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崛起，

拉动了国民经济，也从侧面解决了一部分我国面临的

就业问题。 
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绿色建筑是处于起步阶

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 

3.1 缺少认知，推广力度小 

目前我们国家的绿色建筑这一区域处于起步阶

段，存在着太多的问题。特别是许多发展较为落后的

区域人们对于“绿色建筑”的概念毫不知情，而在发展
较好区域许多人认为“绿色建筑”就是有绿化，环境优
美就行，可能还存在误解。加之对于“绿色建筑”的宣
传力度较小，对比起国外成功的绿色建筑的案例来

说，在推广方面我国的力度远远不够。 

3.2 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没有主动性 

在我国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一部分具有可持

续发展意识的人可能会主动积极的去了解什么是绿色

建筑并且在选择方面进行较多此方面的对比，但是笔

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还是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并不知

道绿色建筑，而且可持续发展意识很低，也不会主动

去了解绿色建筑，这是根本上的问题，大家没有共同

的意识，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主动了解，很被动。 

3.3 缺乏筹划建设，市场不完善 

绿色建筑要充分考虑建筑设计、施工和使用中的

环境保护、节能、舒适、经济等综合因素，实现建筑

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规划层面，可持续

发展的方向体现在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中，但针对编

制深度的要求，绿色建筑微观层面的具体内容将不涉

及。在绿色建筑指导的详细规划中，没有找到其规划

设计前提下的具体要求。 
在市场经济前提下，绿色建筑市场不完善，绿色

建筑节能技术区域差异性较大，地域之间存在差距的

明显，实践难度大。绿色建筑的民用率低且发展迟

缓，因为绿色建筑相关原材料本钱相对较高，这对绿

色建筑技术市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带来不好的影

响；节能建筑的经济工业链还不完善，行业内部的本

质还千差万别，使得节能行业的标准化成长受阻。 

3.4 缺乏采纳低能耗环保原料 

对于承建商和开发商来说，他们考虑的是如何降

低成本，利用最少的资本获得尽量多的利润。而绿色

建筑所需的建筑材料成本比普通的建筑材料高很多，

而站在承建商和开发商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需要用

采用的是成本低廉但能耗大、质量差的材料。 

3.5技术水平较低 

绿色建筑要求在建筑的研究、建设及使用方面要

充分考虑到环保、节能、舒适、经济等综合因素，实

现建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有试验证

实，采取绿色建筑技术修建的房屋，其资源损耗情况

可比传统建筑减少一半以上。然而团队科技水平的后

进、技术开拓能力有限、专业人才缺乏、昂贵的技术

让渡费以及观点保守不愿耗费精神去开发新产物，依

旧是制约我国绿色建筑成长的主要原因。 

3.6 缺乏严密的行政监督管理体系 

现阶段来说，我国任然有超过 50%的区域没有相
关绿色建筑方面的意识或者说观念淡薄缺乏意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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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绿色建筑的行政职能，而不包括在公共管理功能

的绿色建筑，当局必须承担，与各级政府有没有相关

的职能部门，导致管理薄弱，甚至有些地区采取自流

的现象，导致行政部门是空白的。 

3.7 国家政策、法律不健全 

虽然国家有出台过一些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通知类

的文件，并有一些绿色建筑标准和技术准则，但是这

对于想要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其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一些项目，甚至是为评星级、等级而做的绿色建筑，

可能会使用特殊方法蒙混过关，这些方法完全忽视了

绿色建筑的目的和功能。因此，没有相关专业方面健

全的法律法规，靠着政府有限的鼓励和建筑商微弱的

自律性，绿色建筑很难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4 解决方方案 

4.1 加大推广力度 

针对大部分人对绿色建筑认知少的这点，笔者认

为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加大对绿色建筑的推广力度，

让群众对于绿色建筑有基本的概念，提高绿色建筑的

知名度和社会接受程度。而且宣传推广的着重点应放

在会给群众带来实际利益这一点上，比如节能减排的

经济性，通过采用专业的方法计算，成果显示绿色建

筑的新增资本，3～7 年内就能够收回，更重要的是
绿色建筑会带来健康舒适等的内心承认度。 

4.2 引导群众主动了解绿色建筑 

在这一方面，应该是普通百姓在接受政府的推广

信息后，愿意主动了解绿色建筑，在绿色建筑这方面

有较好的自发性，在认识新事物方面有主动性，对于

促进认识有积极的效果，积极引导民众加快认可绿色

建筑。 

4.3 完善市场筹划建设 

首先要全面推动，突出重点：点面结合，着眼全

局的同时抓住重点项目。 
其次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推动建筑节能是从

北方到南方，我们把北方区域适宜的技术和标准推广

到了南方，可能会收效甚微。南方区域在气候方面较

为显著的特点是夏热冬冷，可以针对这一个特点，采

取相应的措施，而不是一味的将适用于别区域的方法

盲目的加施在不适用的区域。 

最后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要思量当前的

建设成本，也要考虑未来的运营造价，要创立起以全

寿命周期为主要目的市场解决体系。 

4.4 积极开发各种新型节能材料 

笔者认为，既然是绿色建筑就应该立足长远，着

眼未来，绿色建筑的宗旨是可持续发展，那么选择建

筑材料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选择低能耗的环保材料,
不断加强各种新型高效节能材料的使用，例如墙体保

温隔热材料、高性能建筑玻璃和对这些材料技术的开

发等，并制定相关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加大力

度研究和开发新的设备节能设计，有效提高能源的转

换和使用率。 

4.5 加强绿色建筑技术的研发 

首先，政府应该加大既有建筑改造的资金投入。

同时，鼓励使用商业银行贷款、合同能源管理、市场

融资等方式来进行融资，以加快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

可靠的资金。 
其次，它强调“生产和研究”相结合，促进建筑

节能技术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

的技术标准、建设和评价，为绿色建筑技术发展的基

础上，建立了绿色建筑专家评估小组提供绿色建设发

展的可靠的技术支持。我们应该培养绿色建筑设计、

人才队伍建设、评价、物管和能源服务，为绿色建筑

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三，绿色建筑技术创新的不断推进，包括各种

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如雨水收集、中水回用、废物回

收和有机处理，自然能走，绿色社区的合理布局，生

态城市和综合集成技术建设等需要解决和推广。 

4.6 成立绿色建筑推广工作的领导班子 

各级政府要将绿色建筑的推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组建一个负责绿色建筑部分的领导班子，并将

其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发展计划，逐级严格考核更要

目标责任制，以确保实现最终目标。 

4.7 完善绿色建筑的政策及法律法规 

首先，应尽快出台相关文件和标准。提出了“四

段一环保”的具体要求，增加了一些奖惩制度，提高

了他们的积极性，为绿色建筑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法

律基础。 
二是发展和推广如何控制绿色建筑碳排放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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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积极提高消费者对绿色

建材的需求，促进绿色建材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三，实施“奖励换奖”的经济激励政策。首

先，专项补贴，无论是三星级以上的绿色建筑，以绿

色建筑为奖励的金额应大于 1/3 的资本增加；二是给
予住房贷款利率优惠，既为购买绿色建筑住房，适当

供应购买贷款利率。 

4.8 严格建筑的节能监督与管理 

首先，各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建筑

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的要求进行专项验收。对

于规划设计或项目不适合建筑节能的硬标准，不得批

准或发放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已违反建筑节能有关

规定的建设项目，责令停止工作，整顿和吊销施工许

可，拒绝被纠正或纠正不到位；和建筑使用许可不得

使用。墙体材料、门窗、卫生洁具、经销产品的质量

不得备案。住宅项目未达到节能设计标准，不得颁发

居住许可证。 
其次，在加快节能高能耗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的节能改造，监控平台必须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和能

源利用效率的宣传应与有关部门进行，能耗定额和超

定额系统和节能监管体系必须建立与城市供热部门应

严格执行加热系统。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热计量

政策。 
第三，主管部门应组织专家对“四段”实施计划

及其发展过程进行按期检查，并考虑将“四段”建设

纳入绿色 GDP指标体系，对相关部门进行审计。 

5 对绿色建筑未来的展望 

绿色建筑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发

展潜力。今后，在建设绿色建筑时，要充分利用自然

环境、资源，合理保护基地。密切协调建筑物与周围

环境的关系。同时，我们应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努

力开发和利用各种自然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风

能和生物能源的加热，通风和照明，以有效提高对建

筑无影响的条件下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短缺。 

它也可以是技术层面，认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有

效利用使绝缘和绝缘的外壳有效地提高性能，提高采

暖和制冷系统的效率，并使用节水、节电设备的合理

配置，可以有效地减少资源消耗和防止过度污染。此

外，还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建设绿色建筑技术组

织。最后，优化合作机制，完善专业细分设计传统。

要充分把握政策变化，了解投资者决策的趋势，构建

一个完整的设计团队。 

结语 

总而言之，绿色建筑理念的出现和发展是符合我

国社会发展长远需要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在开展建筑绿色设计时，除了要合理利用各种

资源、注重因地制宜之外，更为首要的是注重人的健

康，无论怎样发展，人体的健康都是首当其要的。能

使用无毒无害的绿色材料的就使用绿色材料，减小电

磁场辐射对人体带来的伤害，务必要保证人体的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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