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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
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性能建筑。

1、总则 2、术语 3、基本规定

4 安全耐久【安全】

Ⅰ 安全

Ⅱ 耐久

Ⅲ 防护

5 服务便捷【健康】

Ⅰ 出行便利

Ⅱ 公共服务

Ⅲ 全龄友好

Ⅳ 智慧服务

6 舒适健康【健康】

Ⅰ 室内空气质量

Ⅱ 水质

Ⅲ 声光环境

Ⅳ 热舒适

7 环境宜居【健康】

Ⅰ 生态及景观

Ⅱ 室外环境

Ⅲ 健身设施

IV 垃圾管理与禁烟

8 资源节约【可持续】

I 节地与土地利用

II 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

Ⅲ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Ⅳ 节材与绿色建材

9 管理与创新【行为】

9.1 运营管理

Ⅰ 管理制度

Ⅱ 技术管理

Ⅲ 绿色生活

9.2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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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2019：适应气候特
征和自然条件，通过被动式技术手段，最大幅度降低建
筑供暖供冷需求，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
利用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系统运行，以最少的能源消
耗提供舒适室内环境的建筑。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室内环境参数
5 建筑能耗指标
6 技术性能指标

6.1 围护结构
6.2 能源设备和系统

7 技术措施
7.1 设计
7.2 施工质量控制
7.3 运行与管理

8 评价
8.1 一般规定
8.2 评价方法
8.3 后评估

控制指标

推荐指标
推荐技术

低能耗 超低能耗 近零能耗 零能耗

可再生能源利用 - - ≥10% 充分利用

节能率
（2016标准）

20-
30%

50% 70-75% 100%

节能率
（1980基准）

75% 82.5% 90% 100%

以北方居住建筑为例



碳中和与绿色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健康建筑01

健康建筑评价标准T/ASC02-2016：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基础上，为建筑使用者提供更加健康的环境、设施和服
务，促进建筑使用者身心健康、实现健康性能提升的建筑。

评

价

技

术

指

标

体

系

空气

水

舒适

健身

人文

服务

提高与
创新

浓度限值 监测公示

水质 水系统 检测监测

声 人体工程学

室外 室内

交流 适老

源头控制 净化措施

光 热舒适

心理

宣传

健康性能提高 / 健康创新

食品物业

妇幼

设
计
评
价

运
行
评
价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的三大挑战

能源消耗-能源问题-绿色发展

大气污染-健康问题-健康中国

气候变化-环境问题-碳中和

图片源自华尔街见闻202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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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危机：

气 候 性 建 筑 被 气 密 型 建 筑 替 代

使用者利益：

开 发 模 式 导 致 健 康 不 被 关 注

高技术：

人 的 主 观 能 动 性 被 高 能 耗 替 代

自然环境：

建 筑 对 自 然 的 适 应 被 不 断 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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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主动感知建筑室内外基本
环境参数的功能。

• 有对感知参数主动调节的能力

• 控制末端显示界面

• 室内外感知参数、面积占比，
传送，存储和回溯

• 可调节的参数、可调节面积占
比

• 数据开放
• 引导社会交往的设计
• 适应性
• 适变性
• 朴实自然的设计和运行理念
• 绿植、运动健身、文化艺术

• 天然采光量、直射光

• 混合照明设计

• 关注热湿环境

• 关注空气质量

• 噪声

• 采光系数、均匀度
• 热舒适度：温度、相对湿度
• CO2水平、PM2.5 水平

• 建筑视景
• 特殊位置采光
• 空调系统末端调节
• 优化室内气流组织
• 可调节遮阳
• 主要功能房间声学设计
• 可调节座椅和工作台

• 符合国家和地方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 遵循被动节能优先原则

• 综合可再生能源设计

• 建筑气密性专项

• 围护结构热桥处理专项

• 建筑能耗
• 建筑产能

• 设备系统能效
• 自然通风降温

• 全寿命期环境影响分析，并应
用于优化建筑设计。

• 用水器具的效率应达到国标2
级及以上。

• 合理利用场地内非传统水源

• 环境负荷：全寿命期碳排放分
析，采用环境友好的建筑材料
和能源方案

• 节约用水：年节水率

• 可再循环建材，可再利用建材
和利废建

• 使用绿色建材标识的建材
• 施工中减少对场地植物、动物

生态的影响
• 采用可持续建造技术

控
制
项

评
分
项

优
选
项

主动性 舒适性 能源 环境

《主动式建筑评价标准》T/ASC14-2020：是指在建筑的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的全寿命期内，通过建筑的可感知
与可调节能力，实现健康舒适、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综合平衡，促进使用者身心愉悦的一种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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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式建筑优先采用设计技术及策略实现主动式建筑性能指标；在技术措施的选择上，主张被动优先，
主动优化，综合平衡；
因此，重视建筑对人们健康和舒适的影响，提倡建筑的自我感知与自我调节性能，优化能源、环境与舒
适性之间微妙的平衡关系，是主动式建筑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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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战略与房地产开发及建筑设计服务机制



碳中和战略与房地产开发及建筑设计服务机制02 我国建筑业的现状

销售

租赁

物业 装修

生活性服务

碎片化的
服务业态

技术
供应方

政府

部品
生产者 业主

建设方

话语权不等的
建筑业生态

室外大风或气压较低时，卫生间臭味加重；
厨房吸排油烟机开启时，卫生间臭味加重；
平常总有异味存在 ………                        

串烟串味
烟气倒灌

住宅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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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4日，《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正式启动………

200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

“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
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
适用本法规定。”

（图片来自网络）

显然，住宅属于建筑工程，不在现行《产品质量法》的保护范围内。事实上，住宅又是市场化可交易的商品。
希望去年启动的《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能够将住房产品纳入其中。

法律层面：住房属于建筑工程，又是市场化可交易的商品



碳中和战略与房地产开发及建筑设计服务机制02 建筑产品供应链生态现状

建设
单位

设计
单位

施工
单位

勘察
单位

监理
单位

项目总承包
单位

工程咨询
单位

业主

建造
单位

我国建筑产品责任主体现状：

◼ 建设单位是牵头建造住宅的阶段性角色，不能系统反馈和解决居民使用阶段对于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居家办公、云
课堂教育等非安全和节能强制标准要求的诉求。

◼ 小区物业服务还不能成为住宅产品全寿命周期使用、运行、维护和使用者全生命周期（包括育童、养老、居家隔离
等特殊时期）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

◼ 设计单位依据标准背书，国家行业等标准规范的最低要求和制（修）定的长周期，让不能满足使用者全生命周期要
求的住宅商品进入了市场。

➢ 标准编制的生态环境不佳。住宅性能指标多元出口、指标之间彼此隔离、局部问题导向的应急标准等等，让标准的
数量越来越多，标准的质量参差不一。

➢ 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适应住宅产品的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供给环境与应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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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健康和可持续是住房产品质量的基本性能要求

◼ 【安全】包括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中对住宅
建筑安全相关的强制性条文要求；

◼ 【健康】住宅建造、使用、运维和改造过程
中消除或降低对各类相关人员可能产生的健
康风险的要求；

◼ 【可持续】在住宅设计及部品制造、住宅建
造、运维和改造的全寿命周期中，对绿色、
节能、环保和减少排放等方面的要求。

可持
续

安全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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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服务业：是以住房为载体、以居住者为服务对象，在居住者生命周期内实现居住生活全过程服务的产业，是一
个横跨社会保障、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现代服务业。

建筑师负责制、全过程咨询、设计牵头的EPC……

居住者全生命周期

婴儿

青少年

中青年

中老年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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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住房产品质量单一责任主体机制

建议制定《住宅产品质量条例》的目的是鼓励或强制住宅产品质量责任主体（建设方或工程总承包方）承
担产品质量单一主体责任，通过企业提供的住宅产品性能申明和质量标示，以及政府发布产品质量负面清单，实现住
宅产品的住宅建造、部品采购、运行维护三位一体的市场主体责任要求。

运行
围护

单一责任主体
（建设方） 委托 住房服务主体

需求反馈/召回

住宅
建造

部品
采购

住宅工业 住房服务业

服务
供给

居住者

性能申明与质量标识 全生命周期服务

行政主管部门
产品备案
过程监督
行政处罚

制定
质量
条例

发布
负面
清单

监管环境

市场主体

产品质量负面清单：
聚焦安全、健康和可持续

➢提高建筑行业诚信管理

➢促进全社会关注产品质量

➢关注人的健康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促进社会对于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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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家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建筑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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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建筑的主动感知与主动调节能力：主动式建筑强调通过主动设计策略赋予建筑本身的主动感知和
主动调节能力，以适应室内外的环境变化，并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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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的发挥气候型建筑表皮的价值：充分发挥建筑师的设计智慧和专业模拟等软技术，赋予建筑师
最大话语权，在不显著提高建造成本前提下，满足人们对于四季变换的身体节律的生物性要求和健康舒
适需求

经济效益：气候型建筑表皮值

可降低建筑能耗： 20~50%

可提高物业租金： 5~10%

提高空间利用率： 6.3%

降低建筑维护成本：10%

提高工作效率： 2~16%

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7~18%

前期增投资回收： 5~10 年

可降低患病风险：减少医疗开支

崔愷院士：气候适应性建筑

 具有气候适用性的以空间形态为核心的机理研究及设计方法

 兼顾空间围护体系及人对空间环境性能感知差异的设计技术

 多主体、全专业绿色公共建筑设计协同策略与平台

 强化以全寿命周期内节能减排为目标的地域差异性设计对策

？？？单一气候特征单一

技术体系的德国被动

房技术是否适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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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建筑到设计使用者的行为：培养更加健康低碳环保的行为习惯，通过用户的主动行为影响建筑的
健康舒适和节能环保性能。在建筑设计及运营阶段，充分考虑用户的健康舒适感受及其对建筑节能环保
的影响，形成一套有效的用户行为管理策略和措施，创造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联互动与社交机会。

主动交通社区

低碳行为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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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建筑到设计使用者的行为：建筑电气化是未来建筑用能低碳化的主要途径，为光储直柔技术应用
创造条件。建筑的很多用电负荷具有可变形、可平移、可中断的特性，通过管理好这些负荷，可以使建
筑用电需求变为柔性，从而增强可再生能源消纳、改善建筑与城市关系。

“光储直柔”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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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的采用自然技术手段：鼓励运用自然和设备结合的混合
技术，如混合通风条件下的自然通风策略，根据季节和气候，在
适宜条件下，最大限度的采用自然采光和遮阳措施等。充分发挥
自然馈赠的潜能实现人们的健康舒适。

包括建筑产能



面向国家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建筑设计策略03

基于建筑全寿命期碳足迹的低碳设计：对项目进行全寿命期环境影响分析，并将全寿命期评价结果用于
优化建筑设计。包括建筑采用环境友好的建筑材料和能源方案，进行全寿命期碳排放分析。

全寿命期环境负荷评估指标包括：

 寿命期一次能源（PE）

 全球变暖潜值（GWP）

 臭氧层耗减潜值(ODP) 

 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值(POCP)

 酸化潜值（AP）

 富营养化潜值（EP）等多项指标

项目前期

• 环境目标
• 基本结构体系、

机电系统方案
• 建造方案

方案阶段

• 建筑产品
• 节能措施评估
• 比较分析结构、机

电系统方案

施工图阶段

• 优化细节设计
• 机电系统长期影

响评估
• 选择装饰建材

建筑LCA碳足迹分析技术

运营与阶段

拆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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