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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旧版国标比较

 住建部发布公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以下简称新版

GB）将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原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

2006）（以下简称旧版GB） 同时废止。

比较和分析新旧版GB的差异，对促进

绿色建筑评价工作的开展与新版GB的

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筑适应类型比较

 旧版GB：住宅建筑与公共建筑

 新版GB：民用建筑

建筑

类型

住宅

建筑

宿舍

建筑

旅馆

建筑

商场（业）

建筑

办公

建筑

教育

建筑

文化

建筑

体育

建筑

医疗

建筑

旧版GB √ √ √ √

新版GB √ √ √ √ √ √ √ √ √

一、新旧版国标比较



体系级别 旧版GB 新版GB

一级指标

节地与室外环境 节地与室外环境Q1

节能与能源利用 节能与能源利用Q2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Q3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Q4

室内环境质量 室内环境质量Q5

运营管理 施工管理Q6

运营管理Q7

一、新旧版国标比较

（二）指标体系比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节地与室外环境

 土地利用
 室外环境
 交通设施与公共服务
 场地设计与场地生态

节能与能源利用

 建筑与围护结构
 供暖、通风与空调
 照明与电气
 能量综合利用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节水系统
 节水器具与设备
 非传统水源利用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节材设计
 材料选用

室内环境质量

 室内声环境
 室内光环境与视野
 室内热湿环境
 室内空气质量

施工管理
 环境保护
 资源节约
 过程管理

运营管理
 管理制度
 技术管理
 环境管理

新版GB二级指标体系



旧版GB采用措施得分法进行评价，按照一般项及优选项达

标的条文数量确定绿色建筑等级。

建筑种类 住宅权值 公建权值

节地与室外环境 0.15 0.10

节能与能源利用 0.2 0.25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0.2 0.15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0.15 0.15

室内环境质量 0.2 0.20

运营管理 0.1 0.15

优选项得分

基本分

评审要点 分值设定

基本分 表1

创新点
创新内容、难易程度或复杂
程度、成套设备与集成程度、
标准化水平

10

推广价值
对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
引导绿色建筑发展的作用

10

综合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
效益、发展前景及潜在效益

10

总得分

旧版GB-基本分汇总表 旧版GB-总得分汇总表

总得分=基本分+创新点得分+推广价值项得分+综合效益

基本分= ∑ 指标得分 × 相应指标的权值 + 优选项得分 × 0.20

（其中，每类指标的一般项总分为100分，所有优选项合并设100分）

一、新旧版国标比较

（三）评价方法比较



节地与室
外环境

w1

节能与能
源利用

w2

节水与水资
源利用

w3

节材与材料
资源利用

w4

室内环境
质量

w5

施工管理
w6

运行管理
w7

设计
评价

居住建筑 0.21 0.24 0.20 0.17 0.18 — —

公共建筑 0.16 0.28 0.18 0.19 0.19 — —

运行
评价

居住建筑 0.17 0.19 0.16 0.14 0.14 0.10 0.10

公共建筑 0.13 0.23 0.14 0.15 0.15 0.10 0.10

新版GB-绿色建筑各项指标权重

总得分= ΣQ= w1Q1＋w 2Q2＋w3Q3＋w4Q4＋w5Q5＋w6Q6＋w7Q7 ＋Q8

 新版GB对评价方法进行了优化，采用分数计数法进行评价，通过计算总得分确定绿色建筑

评价等级。该方法增加了定量评价指标比重，更具公平性和科学性。

Qi=（i 类指标评分项实际得分/该类评分项实际满分）ᵡ100，i=1,2,3,4,5,6,7，Q8为加分项得分

一、新旧版国标比较

（三）评价方法比较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

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水、节地、

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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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重点：“四节一环保”技术的集成与应

用、全寿命周期、健康、舒适。

二、绿色建筑技术集成

（一）绿色建筑内涵



绿色建筑 传统建筑

工程理念 以人为本 效率、效益最大化

建筑设计 整体设计观 建筑体从自然中剥离

技术手段 不污染环境、高效节能的建筑技术 耗能大户、污染大户

投资收益 前期投入大，后期经济、社会效益高 前期投入较小，后期成本高

运营管理 创造价值 保值、增值

二、绿色建筑技术集成

（二）绿色建筑与传统建筑比较



（三）绿色建筑特征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依据理念



建筑材料

能源

水

消费品

太阳照射

风

雨

用过材料

废热（CO2, CO, 

SO2)

中水、污水

可再利用废弃物

废热

污染空气

地面水

非生物：物质和能量 非生物：物质和能量生物：生产、消费、分解、消除

建筑

+生物群落（一定种类相互依存的
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生存物理环境（非生物）

生态系统 动态平衡系统，1935年英国 生态学家A. G. Tansley首先提出

减量、再利用、回归大自然

循环理念
Circulation



规划设计 施工 使用维护 拆除

场地选择

建筑使用寿命

规划设计 施工 使用维护 拆除

场地选择

建筑使用寿命

自然界

建造前期

原料采掘

加工制造

包装运输

场地选择

规划设计

拆除期

再生

再利用

废弃物

建造使用期

施工

使用

维护

自然界

建造前期

原料采掘

加工制造

包装运输

场地选择

规划设计

拆除期

再生

再利用

废弃物

建造使用期

施工

使用

维护

使用寿命 全寿命

建筑全寿命周期 Whole Life Cycle of Building



资源利用效

率最高

对生物种

群最好

对环境影

响最小

CreaturesEnvironment

生态和谐建筑

资源

生物环境

Resources 



 技术集成是降低绿色建筑成本的有效途径

之一，在气候资源条件不同的情况下，遵

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择合适的工具

降低成本，明确项目定位，将各项技术集

成以实现综合最优。

二、绿色建筑技术集成

（三）绿色建筑的经济性分析



 价值工程：通过对产品功能的分析，正确处理功能与成本之间的

关系来节约资源、降低产品成本的一种有效方法。

 公式：V=F/C

 V——绿色建筑价值；

 F——绿色建筑功能，包括基本功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附加功能（健康、舒适、高效）；

 C——绿色建筑成本。

ᵡ

（2）F不变，C   ，V  。 采取措施减少成本

（3）F    ，C  ，V  。 ∆F的增长量>∆C的增长量

 ∆C即增量成本，∆C越小，绿色建筑的价值越高，因此，增量

成本分析是研究绿色建筑的必经之路。

1. 绿色建筑价值分析

（1）F    ，C 不变，V  。

 价值提升的可能路径：



2、影响增量成本的主要因素 地域因素 主要技术 项目定位 可研时间

不同地区绿色建筑增量成本统计表

地区
划分

建筑
类型

绿色建
筑星级

建筑面积

（m2）
总造价增量
（万元）

单位面积造价增
量（元/m2）

占建筑造
价百分比

华东
地区

公建 二星级 21362.00 506.37 237 5%

公建 三星级 23710.00 1238.92 522 4%

居建 一星级 206477.27 847.85 41 1%

居建 二星级 142308.31 2134.62 150 4%

居建 三星级 4817.00 215.96 448 8%

西北
地区

居建 二星级 433347.20 6549.00 151 5%

居建 二星级 100015.00 1826.00 183 6%

华南
地区

居建 三星级 106911.00 2616.75 245 7%

华中
地区

公建 一星级 149143.00 2439.84 164 3%

资料来源：《特别关注》孙大明:我国绿色建筑成本增量调查分析



地域因素 主要技术 项目定位 可研时间

 对不同地区、各技术措施带来的增量成本比例进行比较，以看

出，占增量成本最高的节能技术措施在各地区项目总成本中所占

比重有所不同，西北地区的比例低于其它地区，华南地区比例最

高。其它技术措施中，室内环境质量比例仅次于节能技术，华南

地区因其夏热冬暖，因而室内环境方面的技术成本比重较低，而

气候相对恶劣的西北地区，这方面的增量成本高于其它地区。

各地区各项技术措施增量成本比例

资料来源：《开发策划》李菊:住宅技术绿色生态技术增量成本统计分析

2、影响增量成本的主要因素



地域因素 主要技术 项目定位 可研时间

 项目的理念分为企业义务（偏重达标型）、内部需求（偏重实际效

果）和品牌推广（先进型）。达标型是以绿色建筑星级认证为主要

目标；实效型是注重整个系统运行的实际效果，充分考虑技术措施

的有效性，强调项目的舒适度和长期运营管理；领先型则勇于尝试

新的先进技术措施和方法。通过对21 个调查样本的分类，经过计

算，统计三类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比例。

项目定位 绿色造价增量比例

企业义务（偏重达标型） 4.2%

内部需求（偏重实际效果） 8.3%

品牌推广（先进型） 15.9%

不同项目定位绿色建筑增量成本统计表

资料来源：《特别关注》孙大明:我国绿色建筑成本增量调查分析

2、影响增量成本的主要因素



地域因素 主要技术 项目定位 可研时间

增量成本

图1 可研开展时间与绿色建筑增量成本的关系

 在项目前期，有充足的时

间通过土建设计，完成遮

阳、自然通风等功能。因

此，增量成本较低；

 在项目中后期，由于不得

不通过附加的技术措施和

装置来实现同样功能，将

大大增加增量成本；

 应在项目前期开展绿色建

筑可行性分析，从而减少

增量成本。

前期 中后期 可研开
展时间

成本

2、影响增量成本的主要因素



技术集成

 利用系统优化的方法，进行“四节一环保”技术的总体优化，

追求总体效果的最优，而非某项技术的单项最优。

模拟技术的应用

 在前期的设计过程中，运用模拟软件等工具，模拟建筑的空

间组合关系、计算日照、模拟风环境等，实现建筑节能。此外，

通过模拟技术的应用，还可以预防变更，进行多个方案比选，

得出最优方案。

3、降低增量成本策略



被动为主，主动为辅

 采用“被动式优先，主动式辅助”的原则，尽量采用被动式

设计。先通过被动式技术入手并作为技术构思重点，通过设计

方法进行整体优化，再通过主动式技术进行辅助、精细化设计，

达到舒适范围。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巧妙借助设计方法，最大

程度节约能源和资源。

适宜技术的选择与评价

 充分考虑气候、资源、环境条件，利用现有条件，如：选用

本地植物，保证成活率，降低成本；就近选择原材料，减少运

输成本；利用既有结构构件，进行材料再利用。

3、降低增量成本策略



培育绿色建筑人才

 “人”是建筑整个建造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加强人员管理，

培育绿色技术人才，提高自身人员的绿色技术水平和素质，是

降低绿色建筑增量成本的根本途经。

工厂化生产与装配式施工

 工厂生产，工地装配。一方面，大大缩短工期，节省模板，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效率；另一方面，减少建筑垃圾和噪声污染，

降低人工成本。

3、降低增量成本策略



咨询服务助力

 由于开发商对绿色建筑的认识有限，因此，在绿色建筑建造

前期，应提供良好的咨询服务，如：绿色建筑设计咨询，绿色

建筑评价咨询，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咨询等服务。提高绿色建筑

服务水平，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BIM与绿色建筑

 BIM，即建筑信息模型，它通过在前期建立一个虚拟的建筑

进行分析模拟，经优化得到最优方案，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BIM与绿色建筑结合，一方面，可以促进BIM的推广应用；另一

方面，减少了后期因被动式设计不当而产生的设备成本等费用。

3、降低增量成本策略



 适宜技术：指以“因地制宜”为特征，综合考虑经

济合理性、技术可行性、资源环境耦合性以及绿色

建筑的目标等因素的条件下，选择出最适合的建筑

技术类型。

二、绿色建筑技术集成

（四）适宜技术选择

 主要体现：不同气候区适宜技术的选择（如夏热冬

冷地区侧重于制冷技术的选择，寒冷地区侧重于采

暖技术的选择）；不同建筑类型适宜技术的选择

（如医院建筑侧重于健康和舒适度，工业建筑侧重

于空间的高效利用）等。



绿色建筑目的是实现整体最优，而非单项最优。对于某个项目而言，单

项技术可能适宜，但是将若干个单项技术组合在一起，未必能达到预期

效果。因此，需要从经济、技术、效果和设计等方面对其进行综合考虑

和评价，具体表现为：

 经济上：实现总体成本最低；

 技术上：能否达到星级标准的要求，对未来发展有价值；

 效果上：是否具有推广价值；

 设计上： 在“绿色建筑专篇”中，是否应该纳入系统集成分析。

二、绿色建筑技术集成

（五）系统集成技术



三、绿色建筑评价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及天津市绿色建筑评价情况

总计 10 20 82 241 389 704 314 1760

全国



三、绿色建筑评价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及天津市绿色建筑评价情况 天津

截至目前，天津市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数量为123 项，

二星级、三星级所占比例超过80%。



1、设计标识多、运营标识少

2、缺乏适宜性分析、拼凑技术

3、缺乏经济分析

4、设计咨询两张皮

5、未能把握标准条文的内涵

6、支持资料不完善

7、项目介绍绿色建筑理念层面的内容

8、自评报告文本不规范

（二）绿色建筑评价的现实问题

三、绿色建筑评价问题与对策



1、设计方案执行情况

2、方案变更的依据与效果比较

3、实际运行效果

4、运行监测数据与分析

5、运营管理手段方法

6、运营管理制度

7、运行记录与台账

8、模拟资料

三、绿色建筑评价问题与对策

（三）运营阶段评价关键技术



1、提升人员素质

2、理解绿色建筑的本质特征

3、准确把握绿色建筑标价标准的条文内涵

4、选好咨询、设计队伍

5、全过程的多方主体协同

6、管理规范化

7、信息化管理

三、绿色建筑评价问题与对策

（四）提升绿色建筑评价工作水平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