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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 

 

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第十

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 日在珠海国际

会议中心召开。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城科会绿建委）主任委员王

有为，副主任委员江亿、毛志兵、叶青、王清勤、

朱雷及新老委员、秘书处人员等 200多人参会。国

务院参事、中国城科会理事长仇保兴先生、世界绿

色建筑协会主席戴礼祥先生、中国城科会秘书长余

刚先生、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副主任邬国

强副主任应邀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中国

城科会绿建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事务

部及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首先，仇保兴理事长讲话，戴礼祥主席致辞。

仇保兴理事长对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修编工作

进行了指导，分别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作为目

前正在进行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修编工作提出

了明确的目标。戴礼祥主席在致辞中谈到他第一个

愿望就是中国绿建委能够正式加入世界绿色建筑

协会作为合作伙伴。今终于实现了，在这里签下合

作备忘录。第二个愿望是在 2010 年就鼓吹健康建

筑，绿色建筑是好的，但是好在哪里呢？健康的建

筑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了解的因素。戴主席非常看好

绿色建筑在中国的发展，因为中国现在绿色发展可

以说是走在世界的前端，很多东西可以跟世界分

享，相信中国在健康建筑方面会走得比其他国家发

展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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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举行了中国城科会绿建委与世界绿色

建筑委员会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王有为主

任和戴礼祥主席分别代表双方签字。在会上，江亿

副主任宣读了《关于聘任朱雷同志副主任委员的通

告》，毛志兵副主任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7年度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告》，邬国强副主任宣读了

《关于表彰绿色科普教育活动优先青少年及组织

单位和专家的通报》，大会主持人、副秘书长尹波

宣读了第十二批新委员名单。在主席台就坐的领导

为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科普活动中表现

突出的优秀学生、专家志愿者、优秀科普教育基地

和科普活动组织单位及新委员颁发了奖牌、奖杯和

证书。同时，还向 13 个获得绿色建筑三星级标识

的项目颁发了标识证书。 

为了更加广泛地在校园内开展绿色、生态、低

碳科普教育活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和

中国城科会绿建委共同倡导，中国绿色校园社团联

盟组织开展了《十大绿色生活方式微视频及平面设

计大赛》，该活动历时 6个月，共收到 139 所学校，

254 幅作品，报名宣传页点击量破 10万，大众投票

页面点击量破 100万，并邀请不同行业的资深专家

召开现场评审会，严谨科学的评审过程，选出了最

切合大赛主题的创意作品。最终视频类作品评出一

等奖 1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名，特别奖 1名；

平面设计类作品评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名，三

等奖 10 名，特别奖 1 名。特别奖获得者是来自北

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聋哑学生，他们用手语

诠释十大绿色生活方式，宣传绿色理念。大会特别

邀请了两位特别奖获奖学生到会，请仇保兴理事长

为他们颁奖，并请仇保兴理事长和邬国强副主任与

学生合影留念。 

副秘书长李萍代表秘书处向大会简要汇报了

绿建委 2017年的工作。 

王有为主任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 2018 年绿建

委的工作重点，第一是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强

调气候变化与绿色建筑的主要关系；第二是 4 月 1

日开始实行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强调今

后搞绿建的专家学者一定要脱离单体建筑的概念，

一定要从单体建筑转变为城区。他还强调要紧紧围

绕住建部抓绿色发展的四个重点：绿色城市、绿色

社区、绿色机关、绿色校园，推动绿色建筑的发展。 

最后，中国城科会余刚秘书长讲话。余秘书长

对绿建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要求按照国家相关

主管部门的规定，加强组织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在

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做得更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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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仇保兴理事长在中国城科会绿建委第十一次全委会议的讲话 

 

各位委员，各位朋友，各位同行： 

我们今天在这儿是第十四个年头，共商、共聚、

共同讨论绿色建筑发展的未来。 

这次会议是承担着一种使命，就是绿色建筑的

标识（评价标准）经过了第一轮的修改，第二轮修

改，现在迎来了 3.0 版。3.0 版绿色建筑的标识确

实要靠我们大家群策群力，使新一版的绿色建筑国

家标准能够更好，更能适应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要

求。因为绿色建筑太重要了，它是整个绿色发展的

基础和绿色发展的细胞。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请

大家为我们新一版的绿色建筑国家标准的修订建

言献策。 

为了激发大家的思路，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

可以一起参与共同讨论。 

第一，新一版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应该更加的

简明扼要。当然第一版的绿色建筑标准到第二版的

绿色建筑标准确实包含的内容更多，有的随着时代

的发展，人民要求的提高，不断地增加是对的。但

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标准，在不断地增加关键的内容

的同时，也应该有一些非常普通的、非常简单的，

应该也可以从简。所以也应该学北京疏解非首都功

能这样一种精神，把非关键的东西适当地做有机地

疏解，这是保持新一版的标准适当地“瘦身”，才

能更加有效。 

第二，要更加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因为任何一

个东西是我们搞技术编的，同时又是用户用的，如

果从我们技术人员编的角度来说它可能是越来越

复杂，术语越来越艰深，越来越难懂，这个时候离

用户可能就越来越远，所以说任何一个东西最后人

民群众应该可以参与，人民群众能够享用，这是我

们最高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绿色建筑发展的方向。 

第三，要更加容易进行检测。因为绿色建筑发

展，它有一个实践阶段，而且同时有一个运行阶段，

最后一定要达到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的环保要

求。 

对于我刚才讲的环保，实际上都体现了以实际

效率论英雄，它是一种责任。所以说这些标识证书

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不仅是对这一

代负责，也是对下一代负责，对整个地球负责。所

以这一份责任我们应该把它变得容易进行检测，如

果变得非常复杂，主次不分，那就失去了为下一代

服务、为应对气候变化服务的核心。 

第四，要更加以人为本。因为建筑是为了人的

生活更美好，时代越来越发展，人们在建筑中间待

的时间越来越长，建筑对人的健康是有利的，对人

的生活更加充满愉悦，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我

们每一个在座的同行们终生的职责。 

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考虑到，编出一个更好的

3.0 版的绿色建筑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就会有更加

高质量、更容易推广普及的、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所

接受的绿色建筑，这样的绿色建筑就是我们国家绿

色发展的基础，这也是绿色发展的最重要的抓手。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多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特别是

你们的聪明才智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实践，比中央

机关的同志们、同行们可能来得更管用，所以我们

充满了期待。 

谢谢各位！ 

（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中国城科会绿建委王有为主任在第十一次全委会议上的讲话 

 

各位委员、各位朋友、各位同行： 

我简单把绿建委 2018 年度工作的一些重点设

想跟大家交流一下，以便各地在工作中参考。 

我们认为第一件事要考虑到气候变化跟建筑

的关系。我们中国已经担当起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

大旗，美国特朗普退出以后，就由中国扛起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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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旗。建筑碳排放与全球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

从行业、从绿色建筑的角度，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重

大动向。我们搞绿色建筑，要节能减排，最后要搞

清楚绿色建筑到底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这方面面

我们前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大家也知道，全生命

周期，从建材生产、施工、运营、维修、拆借、废

弃物处理，这么复杂的课题，我发现各地经常争论

不休。我们要统一一个思想，联合国环保署指出，

运营阶段的碳排放要占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我们

绿建委做过课题研究，从北方到中部、到南方，基

本上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开展建筑碳排放

研究的时候，一定要牢牢抓住运营阶段，把这个阶

段的碳排放分析做准了，基本上就能把握住它。碳

排放的表征也很多，有每单位 GDP的排放、有人均

的排放、有每平方公里排放，也很复杂，我们的实

践结果体会三种都要考虑。现在中国的人口流动很

大，讲人均排放是不准的，所以我们建议各地做碳

排放分析的时候，把 GDP的排放，把人均排放，把

每平方公里排放都要算出来，从三个数来交汇，摸

索出到底这个地方的碳排放有多大。 

我们正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新城新区建

设，今天早上仇部长的报告里特别提到这一部分。

我们绿建委主编的绿色生态城区国家标准从昨天

开始实施，部里很重视这个标准，是我们国家城镇

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计算依据，里面有大量的指

标，美国早就提出，新加坡也有这个要求，我们已

经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我希望大家注意，一定要

从过去这么多年来搞单体建筑，放大到一个城区，

绿色生态城区标准规定大概在 5 平方公里到 20 平

方公里左右。最近这方面的势头发展很快，江苏、

安徽、武汉都提出希望我们去宣讲。这个是我们搞

绿色建筑的人一定要注意到一个新动向，一定要从

过去的单体建筑扩大到一个区域。我们体会到，从

一个单体建筑到一片城区以后，绿色交通、生态环

境、土地利用、产业与经济、绿色人文，软的、硬

的都要搭配，这是我们国家标准的新的突破，软硬

结合，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碳排放从一个单体建筑进入到一个区域，15平

方公里的土地到底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这里面

有很多研究工作还要跟上，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

视。一个区域里包括基础设施排放了多少，产业排

放了多少，交通排放了多少，都要把它摸出来。住

建部部长在部里开会讲到绿色发展四大块，一是绿

色城市，二是绿色社区，三是绿色基础，四是绿色

建筑。我们搞绿色建筑一定要把我们的思路放到这

四块去搞。为了落实国家的“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走向国际，这两年我们做了一些努力，已经在

日本、英国等国家设了 6个事务部，用我国的绿建

标识对国外的建筑进行了认证。美方也向我们提出

在美国有一栋办公大楼，要与我们共同认证，用两

个国家的标准进行比对。也在与德国在商量开展 3

栋建筑的绿建评价互认。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势头，对于走向国际很重要，希望在座的利用你们

的国际关系，把中国与国际的绿建评审结合起来，

做到真正了解，真正交流，使我们国家发展得更快。 

最后一点讲讲科普教育，尽管今天李萍秘书长

讲了很多我们去年做的工作，但是我以为还是不够

的，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这项工作我总是觉得不

满足。我经常说，如果这个国家只是一部分人去搞

硬技术，这个国家的绿色就谈不上，所以要从青少

年抓起，把绿色、低碳、生态的理念灌输给青少年，

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所以关于科普教育工作我

们抓了两三年，要继续抓好、抓实，才能对得起我

们的子孙后代，对得起我们的国家。 

我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

不足之处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