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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简讯 

 

培养绿建人才，助力双碳目标—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首个绿色建筑实训基地揭牌 
 

12 月 17 日，“2021 碳达峰碳中和论坛暨第九

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绿色建筑分论坛”在深

圳建科院未来大厦举行。 

会上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在深圳市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吴优、原副市长唐杰、龙岗区委常委、

副区长郑晓生、市住建局处长王宝玉、深圳建筑科

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青等领导嘉宾的

共同见证下，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单位中建科

工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戴立先代表协会与深圳建科

院领导共同为协会首个“绿色建筑实训基地”揭牌，

绿色建筑实训基地宣告正式成立。 

绿色建筑实训基地由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与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建设，是

深圳市首个绿色建筑实训基地，旨在加快绿色建筑

高质量发展，推进深圳“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

提升行业人才队伍综合技术能力水平，培养行业人

才，促进绿色建筑行业蓬勃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

标。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双碳时代下的绿色建筑之

路”，由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中

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

亿，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和清洁能源研究院

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深圳市

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唐杰，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

院长李晓江，AH 中国创始人、欧盟商会建筑委员

会主席赵金彦等做主旨演讲。 

 

 

深圳当选 2021 中国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最强城市 

 

12 月 22 日，“城市·向绿而行——暨 2021 中

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报告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活动现场，《2021 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展

竞争力指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36座重点

城市中（4座直辖市、5座计划单列市以及 27座省

会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十强城市分别

是：深圳、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广州、重庆、

武汉、长沙和杭州。深圳拔得头筹，当选 2021 中

国绿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最强城市。 

为客观评估国内各大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现状，

搜狐城市联合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创建“中国城市绿色建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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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联合发布《中国城市绿

色建筑发展竞争力指数报告》。中国城市绿色建筑

发展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主要包含以下 4项一级指

数：低碳成就指数、高质量发展指数、发展潜力指

数、协同创新指数，每项指数均包含相应的监测指

标。 

深圳在 4项指数上全都跻身 TOP5，其中，在低

碳成就指数与发展潜力指数上，深圳更是重点城市

中的领跑者。低碳成就指数的监测指标包括绿色建

筑设计标识和运行标识项目面积，截止目前，深圳

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累积已经超过 1400 个，面积超

过 1.4亿平方米，数量和面积全国领先。另外，凭

借较为完善的绿色建筑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十四

五”期间对绿色建筑较高的政策关注度以及强硬的

技术支撑能力，深圳绿色建筑发展潜力指数得分最

高。早在 2006 年，深圳市就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建

筑节能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建筑节能条例》，2013

年率先以市政府令形式发布《深圳市绿色建筑促进

办法》，随后发布《深圳市绿色建筑量质齐升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等地方法规。今年

12 月，《深圳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行动实施方案

（2021-2025）（征求意见稿）》发布，提出到 2025

年，计划实现当年新建城镇建筑 100%执行绿色建筑

标准，其中高星级绿色建筑比重不低于 70%，累计

新建绿色建筑 8000万平方米。目前，《深圳经济特

区绿色建筑条例》正在研究制定中。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秘书长、粤港澳大湾区绿

色建筑产业联盟秘书长王向昱线上出席本次发布

会，并参与圆桌讨论。她表示，深圳获得绿色建筑

竞争力排名第一，这是深圳政府高度重视、企业戮

力同心、协会深耕服务结出的硕果。王秘书长介绍

了深圳绿色建筑协会成立十余年来，在政府部门指

导下、在国家级行业组织的支持下，如何引领会员

在组织架构、人才培养、技术提升、宣传推广等方

面，为提升城市绿色建筑竞争力所做的探索与努力。

并围绕绿色建筑在城市双碳战略目标实施中的作

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等话题，从政策引导、绿

色建筑全过程监管以及市场化运作等方面提出中

肯的意见和建议。 

(来源: 深圳市绿色建筑协会) 

 

 

 

业内信息 

 

2021 年第八届全国近零能耗建筑大会顺利召开 

 

2021 年 12 月 20-21 日，主题为“规模推广近

零能耗建筑 提升建筑减碳自主贡献”2021 年第八

届全国近零能耗建筑大会”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近零能耗建筑示范楼（会议采用线上线下形式）顺

利召开。本次大会由中

国建筑节能协会超低能

耗建筑分会、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主

办，中国建研院建科环

能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来自全国逾百位知名专

家学者、近零能耗建筑

项目方齐聚主论坛会议

现场，凤凰网、网易、新浪、新浪乐居在线直播累

计 78 万次点击，88 位嘉宾在腾讯网络会议展开了

12 场专题高峰论坛。会议主论坛由分会秘书长张时

聪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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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一级巡视员倪江波，中国

建筑节能协会李德英副会长、中国建筑节能协会超

低能耗建筑分会主任委员、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建研院环能院徐伟院长、中国建研院环能科技

于震、孙峙峰副总经理出席会议，并分别进行了

致辞和主题演讲。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一级巡视员倪江波做“双

碳目标下建筑节能发展思考”主旨报告，从 6个层

面综合分享国际国内发展，第一：党中央、国务院

系列文件，将超低、近零能耗建筑放在了更加重要

的位置，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第二：国际上各

行业研究机构和各国政府将建筑领域助力双碳目

标实现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第三：我国各省市

超低能耗建筑更加快速发展，很多省市提出了中长

期发展目标；第四：示范项目快速增多，规模化项

目影响加大；第五：在建筑领域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国内很多专家也陆续发布重磅研究成果；第六：产

业资本精准投资，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环能院徐伟

院长做“近零能耗建筑技术发展趋势与展望”主旨

报告，从近零能耗建筑近 10 年的技术发展、结合

最新动态，研判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十四五对“双

碳”目标的技术展望，加速构建低碳零碳建筑技术

标准体系、全面开展零碳建筑与社区技术集成与示

范。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李德英副会长做“双碳背景

下建筑节能绿色发展新思路”主旨报告，重点分享

双碳政策目标，我国建筑节能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智慧供能系统能效提升控制策略，清洁能源发展机

遇与挑战，建筑节能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路线。 

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边可仁总经理做“近零

能耗建筑下铝包木窗性能优化与升级”主旨报告；

河北奥润顺达集团河北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杨

子龙总监做“双碳目标下建筑突围——超低能耗建

筑产业规模化发展”主旨报告。2021年全国获得近

零能耗建筑测评规模化应用项目代表，大同泰瑞集

团大同新能置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乔吉做“三晋

荣誉 城市榜样——瑞湖云山府”项目分享；河北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绿建所所长郝翠彩做

“高新·天谷雅舍——西安首例能耗建筑项目”项

目分享。 

2021 年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

四批通过专家评审并依次在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官

网进行公示的 86 个示范项目在主论坛中进行授牌

仪式，项目总面积达近 100万㎡。20个达到近零能

耗建筑能效指标的项目；示范项目覆盖区域逐步扩

大；区域推广项目渐成热点；山西、河南、陕西三

个居住建筑小区中分别有 23 栋、10 栋、9 栋单体

建筑获得超低能耗建筑标识；近零能耗+多元技术

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20日下午及 21日，12场专题高峰分论坛以线

上交流形式在腾讯网络会议展开，88位专家分别在

技术创新、探索实践、建筑视角、暖通应用、中原

体系、产品严选、省市先锋、产能建筑（BIPV）、

关键装备、精准控制、既有改造主题论坛进行最新

技术与创新成果，近 2000位行业代表参与会议。 

 
(来源: 中国超低能耗建筑分会)

 

以产促学研，清华同衡助力《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再获标准科技创新一等奖 

 

由清华大学牵头，清华同衡绿建与节能所团队

成员参与编制的《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获

得 2021 年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科技创

新奖”一等奖，这是继今年 9 月获得 2021 年“北

京市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标准与标准设计专项奖

（标准）一等奖之后，《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

准》获得的又一重量级奖项。通过贡献同衡智慧，

有力的支撑了清华大学科研工作，以更好地建设产

学研一体化大平台。 

2021年 12月 13日上午，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

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学术大会”—— “标准

科技创新奖颁奖大会”上，清华大学作为主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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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

获得 2021 年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

会“标准科技创新奖”一等奖，住建

部原副部长宋春华为获得一等奖单

位颁奖，对于标准给予了充分肯定。

清华同衡绿色建筑与节能研究所（林

波荣工作室）学术带头人，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副院长林波荣教授担任了

标准的第一起草人，清华同衡绿建与

节能所（林波荣工作室）李晋秋、肖

伟、黄丹作为主要起草人参与了该标

准的编制工作，副所长李晋秋出席颁奖仪式并代表

编制组领奖。 

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举办一届“精彩 非

凡 卓越”冬奥会的指示，以及响应对于国际奥委

会“绿色办奥”的承诺，填补国内外对于绿色雪上

运动场馆的评价标准空白，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为契机，清华大学牵头组织编制了京津冀第一部协

同地方标准——《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评价标准》,

主要编制单位还包括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

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清华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 

标准的创新点包括： 

1.标准针对雪上运动场馆这类特殊建筑和构

筑物类型的特点，通过避让、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等措施突出原生生态环境保护； 

2.充分利用山地材料，鼓励采用装配式构件，

严格采取高效造雪等工艺设备，充分利用融雪水、

太阳能风能，最大化资源节约与降低碳排放； 

3.以人为本，为公众提供健康舒适雪上运动环

境与设施，有效提升顾客满意度，引导群众广泛参

与冰雪运动； 

4.鼓励创新，针对雪上运动场馆特点，进一步

采取如综合运用 GIS与 BIM技术、滑雪道环境及资

源消耗优化、基准面高精度施工等绿色措施。 

绿色雪上运动场馆在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了

所有场馆 100%由绿电供应。首次大规模使用碳排放

趋近于零的二氧化碳作为制冷剂，不仅减少了传统

制冷剂对臭氧层的破坏，制冷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高

品质余热可回收再利用，相比较传统方式效能提升 

30%。延庆赛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赛区采用

了树木移植、表土剥离等方式，成功修复了赛区 185 

万平方米的建设用地，例如长达 9.2 公里的高山

滑雪赛道建设完成后，对其进行原土覆盖生态修复。

延庆赛区在建设过程中，将废弃的渣石用于雪道填

方及景观工程等，内部消化弃渣总计约 30 万立方

米，并将施工中开挖出的石材经简单加工后二次利

用，做成各类建筑物的“石笼墙”，不仅大幅减少

废弃渣土，还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形成了石墙、

石屋等浓郁的北方山村文化特色。 

本标准服务于北京 2022 冬奥会，为实现向国

际奥委会承诺的“绿色办奥”提供了标准与技术保

障；促进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第一批京津冀协同

标准，为地方标准协调统一探索新路；填补了国内

外对于雪上运动场馆绿色评价的空白，未来将指导

我国雪上运动场馆实现绿色低碳目标；本标准已针

对北京 2022 冬奥会全部雪上比赛场馆开展了星级

评价，包括张家口赛区的跳台滑雪中心、越野滑雪

中心、冬季两项中心；延庆赛区的雪车雪橇中心、

高山滑雪中心；北京赛区的首钢单板大跳台中心等，

已获绿色雪上运动场馆设计评价标识。未来还将基

于本标准完成冬奥雪上运动场馆的运行后评价。 

(来源: 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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