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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1）绿色建筑发展概况  

      关于绿色建筑的提法众多，国际上尚无一致的意见，但归纳起来,绿色建筑就是应用环境回

馈和资源效率的集成思维去设计和建造的建筑，又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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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建筑是指在全寿命期

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

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绿色建筑产业上游为绿色建筑科技服务业：包括绿色建筑的策划和规划设计、针对环境场

地以及建筑的勘察检测，针对建筑和部品材料的认证服务以及技术、新方法、新设备、新材

料的研究开发。中游为绿色建筑制造业：包括工业化建造，绿色建材（包括建筑材料回收再

利用）和设备制造包括以及绿色施工等，下游为绿色建筑配套服务业，主要是指绿色运营管

理包括绿色建筑本身的节能节水、节材和室内环境管理，以及以绿色建筑为载体和主体开展

的绿色相关综合服务业务。这些产业基于循环经济的理念形成了一条关于绿色建筑的完整的

产业链。经济活动在此产业链上不断循环往复，经济利益是产业链的驱动力，产业链上下游

不断进行着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循环，达到了环境效益资源效益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1）绿色建筑主要发展历程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两大重要问题。建

筑是目前世界能源以及土地、矿石、木材、水等各种资源最主要的消耗源和环境污染源，因

此，探索并建立可持续的建筑业发展模式具有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绿色建筑应运而生。

      20 世纪60 年代，美籍意大利建筑师保罗&bull;索勒瑞把生态学和建筑学两词合并提出生态

建筑学的新理念。1963 年，V&bull;奥戈亚在《设计结合气候：建筑地方主义的生物气候研究

》中提出建筑设计与地域、气候相协调的设计理论。1969 年美国风景建筑师伊安&bull;麦克哈

格在其著作《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提出人、建筑、自然和社会应协调发展并探索了建造

生态建筑的有效途径与设计方法，标志着生态建筑理论的正式确立。70 年代，石油危机暴发

后，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注重建筑节能的研究，太阳能、潜层地热、风能、节能围护结构等各

种建筑节能技术应运而生。80 年代，节能建筑体系日趋完善，并在英国、德国、法国、加拿

大等发达国家广为应用，节能建筑成为建筑发展的先导。在建筑节能取得快速发展的基础上

，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生和健康住宅概念的提出，发达国家又把视野扩展到建筑全过

程的资源节约、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提高居住舒适度、安全性等更广的领域。在这期间，各

类有关绿色建筑的活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



      1990 年，英国率先制定了世界首个绿色建筑评估标准。1992 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大会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并首次明确提出了绿色建筑概念

。1993 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18 次大会发表了《芝加哥宣言》，号召全世界建筑师把环境和社

会的可持续性列入建筑师职业及其责任的核心。

      1999 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发布的《北京宪章》正式提出&ldquo;建立

人居环境循环体系，不断提高环境质量&rdquo;，要求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建筑师和工程师在新

世纪中的工作准则。21 世纪，绿色建筑迎来了它的蓬勃兴盛期，其内涵与外延获到了极大的

丰富。如日本在绿色建筑方面提出了&ldquo;建筑的节能与环境共存设计&rdquo;与&ldquo;环

境共生住宅&rdquo;的概念。继20 世纪90 年代英国、美国等国家之后，全球引发了对绿色建筑

评估的热潮，相继出台了符合地域特点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极大的规范和推动绿色住宅的

发展。如日本的 CASBEE、德国的LNB、法国的ESCALE 等。四十多年来，绿色建筑由理念到

实践，从个人研究行为上升到国家、国际层面，由建筑个体、单纯技术上升到体系层面，由

建筑设计扩展到环境评估、区域规划等多种领域，各种新技术、新材料层出不穷，绿色建筑

渐成体系，并在起来越多的国家实践推广，成为世界建筑发展的方向。

      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较晚，首先从建筑节能起步。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开始提倡建筑节能，

但是有关绿色建筑的系统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在许多相关的技术研究领域仍是空白。1986 

年《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发布，建筑节能率目标是30%，1994 年

，该标准修订，将建筑节能率目标提升至50%，并制订了《建筑节能&ldquo;九五&rdquo;计划

和2010 年规划》。1999 年《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发布，并于2005 年进行了修订，期间还

分别出台了夏热冬冷地区和夏热冬暖地区建筑节能规划。

      随着建筑节能工作的深入推进，绿色建筑开始逐步被引入和应用。2004 年9月，建设

部&ldquo;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rdquo;评选启动，掀开了我国的绿色建筑实质性发展序幕

。2005 年，建设部、科技部联合出台《绿色建筑技术导则》，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建筑

。2006 年6 月我国第一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06）开始

实施，并于2007 年启动&ldquo;100 项绿色建筑示范工程与100 项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rdquo;

（简称&ldquo;双百工程&rdquo;）。2007 年8 月，建设部又出台了《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

试行）》和《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随后北京、天津、重庆和上海等20 余个省市也

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绿色建筑相关标准，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逐步建立完善，我

国绿色建筑开始在部分地区大面积推广。

      2013 年初，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

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ldquo;&lsquo;十二五&rsquo;期间，完成新建绿色建筑10 亿平方米

；到2015 年末，20%的城镇新建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政府投资的国家机关、学校、



医院、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等建筑，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以

及单体建筑面积超过2 万平方米的机场、车站、宾馆、饭店、商场、写字楼等大型公共建筑

，自2014 年起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积极引导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执行绿色建筑标准，鼓

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绿色住宅小区，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住宅，切实推进绿色工业建筑建

设。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继续支持绿色建筑及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等，对达到国家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二星级及以上的建筑给予财政资金奖励。&rdquo;国家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发布，标志

着绿色建筑正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随后，北京、上海、江苏、深圳等10 余个省市也制定了

各自的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其中，深圳市制定的《深圳市绿色建筑促进办法》要求所有

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从此，全国性的大规模绿色建筑行动开始展开，我国

绿色建筑发展从星星之火开始向全国漫延。

      随着我国绿色建筑包括目标体系、技术体系、政策体系、运行机制等在内的整体框架体系

逐步建立完善，我国绿色建筑已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将迎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

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

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

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绿色建筑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绿色建筑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

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

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

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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