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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会在武汉举行 

 

由中国绿色建筑与节

能委员会和湖北省建筑科

学研究设计院联合主办，湖

北省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

委员会承办的“第四届夏热

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

会”于 2014年 11月 6日至

7 日在武汉成功举行，来自

北京、上海、浙江、江苏、

重庆、湖南、安徽、深圳、

陕西、四川、天津、宁夏、

贵州、新疆以及湖北等省市

的专家和企业代表，以及来

自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200余

名嘉宾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

会王有为主任、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黄光碧秘书长

出席了本次会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李迅秘书长、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徐武建总工程师以及湖

北省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饶钢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届联盟大会围绕“以人为本，建设低碳城镇，

全面发展绿色建筑”的主题开展了“综合论坛”和

“绿色生态城镇建设”、“绿色建材发展应用”、“长

江流域采暖探讨、绿色建筑设计研究”、“既有建筑

绿色改造绿色施工技术实践”四个分论坛的研讨交

流。在综合论坛上，湖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勘察设

计与科技处王云泉处长做了关于《湖北省建筑节能

与绿色生态城镇发展实践与展望》的主题发言，上

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张载养副会长做了关于《上海地

区绿色建筑发展与三年行动计划》的主题发言，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院于震副

研究员做了关于《近零能耗建筑技术的发展与实践》

的主题发言，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研究中

心李丛笑主任做了关于《绿色建筑效果后评估与调

研》的主题发言，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葛坚副院

长做了关于《浙江省低碳生态村镇指标体系与规划

策略研究》的主题发言。 

“绿色生态城镇建设”分论坛有 “同样的地

球，同样的环境挑战”、“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模

式研究及实践”等八个演讲；“绿色建材发展应用”

分论坛有 “建筑垃圾再生高活性矿物掺和料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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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建筑与不锈钢”等八个演讲；“长江流域采

暖探讨以及绿色建筑设计研究”分论坛有 “夏热

冬冷地区住宅供暖是民生工程”、“绿色智能建筑发

展策略研究”等九个演讲；“既有建筑绿色改造以

及绿色施工技术实践”分论坛有 “上海大型公共

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建设与节能改造示范”、“武汉市

民用建筑能耗限额的研究”等九个演讲。会议期间

与会专家总共作出的 39 场科学认证、严谨生动的

精彩演讲，赢得了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会议

还设置了提问互动环节，学术交流气氛十分活跃。 

本届联盟大会共收到来自专家、学者发来的 92

篇论文，经过论文组专家的审核后确定 79 篇论文

被会议收录，编入《中华建设》杂志社出版的《第

四届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会会议专刊》中。 

会议通过交流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与建筑

节能的最新科技成果，研究探讨了夏热冬冷地区绿

色建筑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推动了夏热冬冷地区

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工作的快速发展，加强了国内

外相同气候区的有关单位和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11月 6日晚，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会

旗帜顺利移交至浙江省绿建委。 

（湖北省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供稿） 

 

 

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组团参加第四届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会 

 

为了推动地区绿色建筑的发展，西南地区绿色

建筑基地、重庆市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积极组织了

十余家重庆市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

的 3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在武汉举办的第四届夏热

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会，交流研讨绿色建筑和

低碳生态城镇建设的地区性适宜技术与实践。 

在会上，重庆大学丁勇教授和中信建筑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工陈焰华应邀主持了《长江流

域采暖探讨、绿色建筑设计研究》专题论坛。中煤

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谢自强、

重庆大学教授丁勇、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副院长

王永超分别就《重庆市的

绿色建筑发展》、《夏热冬

冷地区绿色建筑节能效

益分析》、《建筑设计企业

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等

主题代表西南地区绿色

建筑基地发表了精彩演

讲。 

谢自强副院长在“重

庆市绿色建筑发展简介

与思考”报告中，针对重

庆市绿色建筑的发展现

状分析了重庆市绿色建筑今后的发展趋势，提出应

采用创新思维应对绿色建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绿色建筑应技术标准创新、技术路线创新、设

计行业/模式创新、建设管理机制创新、全社会环

保意识提高/创新。 

重庆大学丁勇教授针在《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

筑节能效益分析》报告中，对重庆市已经评审过的

40 个项目的技术利用情况及节能率作简要说明，分

析了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综合提升方案带来的节能

效益，为绿色建筑的节能性能的优化提供了切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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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途径。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中机建筑总建筑师兼

中机建筑技术研究院院长王永超就“规模化实施绿

色建筑设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演讲，介绍公

司在重庆地区开展绿色建筑设计与咨询工作的概

况，提出设计院在发展绿色建筑方面目前面临问题

认识、思维方式、专业配备、应用能力等挑战，提

出实现绿色建筑价值最大化的基础是设计从“游离”

到“融合”的应对策略。 

    论坛中各位专家的精彩演讲引起了参会者的

热烈反响，对于宣传绿色建筑技术适宜发展、绿色

建筑理性思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西南地区绿色建筑基地供稿）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修订新国标培训即将在天津、上海开班 

 

为了做好新修订的国家《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的贯彻实施，使有关专业技术

人员全面理解、掌握标准的相关要求，在绿色建筑

工程实践和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的评审中正确把握

执行标准，推进全国绿色建筑健康发展，中国城科

会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和新国标主编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决定分别在北方地区、华东地

区、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全国绿色建筑基地”

举办新国标培训活动，聘请本标准主要编写专家授

课。培训内容主要包括：解读《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条文和技术细则；结合新标准

修订介绍绿色建筑方案设计和评价方法；参观绿色

建筑标识项目。北方地区培训时间：12月11-13日，

地点：天津中新生态城，承办单位：天津中新生态

城管委会委托的色建筑研究院。华东地区培训时间：

12 月 18-20日，地点：同济大学，承办单位：上海

市绿色建筑协会。 

 

 

 
业内信息 
 

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 2015 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申报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于 11月 6日印发《关

于开展 2015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申报工作的

通知》，根据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有关文件，决定

开展 2015年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申报评审工作，

要求各省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

区的申报和项目的初审。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4年 12月 31日，逾期不予受理。 

（源自：住房城乡建设部官网） 

 

第十一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征集论文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减

排工作的战略部署，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推动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工作，由中国城市

科学研究会、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和中

国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十一

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

博览会”定于 2015 年3月24日至25日在国家会议

中心召开，会议主题为“提升绿色建筑性能，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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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会议围绕17个专题征集论文，大会

的学术指导委员会将对征集到的论文进行评审，获

选论文将统一编入大会论文集，并刊入中文核心期

刊《城市发展研究》增刊出版。 

论文征集范围：1）绿色建筑设计理论、技术

和实践；2）绿色建筑智能化与数字技术；3）绿色

建筑与室内环境优化；4）绿色建材在绿色建筑中

的应用；5）绿色照明中的新光源和新技术；6）绿

色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7）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技

术及工程实践；9）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运行与监

管；10）太阳能在建筑中的应用；11）供热计量改

革与建筑节能；12）外墙保温研究及新进展；13）

低碳社区与绿色建筑；14）绿色施工最新进展；15）

绿色校园；16）绿色建筑推广机制与模式；17）绿

色生态城区—背景与发展； 

论文征集的截止日期为：2015 年 1 月 23 日。 

投稿方式：电子邮件提交。 

稿件发送至 igbc@chinagb.net，邮件必须注

明“论文投稿”字样及论文所投专题编号。 

《征文通知》附论文格式要求。 

（源自：能源世界——中国建筑节能网www.chinagb.net） 

 
地方简讯 
 

江苏省政府大力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江苏省人民政府于 10 月 31 日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意

见》（苏政发[2014]111 号），对全省加快推进建筑产

业现代化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意见》明确从 2015 年至 2025 年分三个阶段

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分别提出了具体发展目

标。 

2015-2017 年为试点示范期，建筑强市和建筑

产业现代化示范市至少建成 1 个国家级示范基地，

全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施工的建筑面积占同期新开

工建筑面积的比例每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培育形

成一批具有产业现代化、规模化、专业化水平的建

筑行业龙头企业，初步建立建筑产业现代化技术、

标准和质量等体系框架。 

2018-2020 年为推广发展期，形成以优势企业

为核心、贯通上下游产业链条的产业集群和产业联

盟。全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施工的建筑面积占同期新

开工建筑面积的比例每年提高 5 个百分点。 

2021-2025 年为普及应用期，到 2025 年年末，

建筑产业现代化建造方式成为主要建造方式。全省

建筑产业现代化施工的建筑面积占同期新开工建

筑面积的比例、新建建筑装配化率达到 50%以上，

装饰装修装配化率达到 60%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

达到 60%以上。与 2015 年全省平均水平相比，工

程建设总体施工周期缩短 1/3 以上，施工机械装备

率、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建筑产业现代化建造方式

对全社会降低施工扬尘贡献率分别提供 1 倍。 

《意见》提出了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要制定

产业发展规划；构建现代化生产体系；促进企业转

型升级；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

建立完善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监管体系；提高信息

化应用水平；提升产业国际化水平；提高人才队伍

建设水平。 

为保证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意见》明确提出了多项支持政策。在加大财政支

持方面，包括拓展升级建筑节能专项引导资金支持

范围，加大保障性住房项目支持力度，省级科技资

金支持等各项财政扶持政策的倾斜。在税费方面享

受多项减免税费的优惠。要在金融、提供用地、提

供行政许可等方面给予支持。通过在有关的评选、

评优中设置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引导行业转型，促

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 

（选编自江苏省人民政府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