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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建筑是“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了解“一带一路”国家的

绿色建筑发展情况,我国绿色建筑才能够更好的“走出去”。因此本文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绿色

建筑发展情况进行梳理,结合这些国家的发展需求、我国绿色建筑国际化发展情况,从绿色建筑标准国际

化接轨、提高标准适用范围、加强宣传推广等方面入手提出了我国绿色建筑的国际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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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buildings are an important means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s in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can our country's green buildings better "go out". Theref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s in som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ombines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se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green buildings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green buildings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reen 

building standards, improvement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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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绿色建筑有利于减少建筑行业的污染、能耗、投入,

推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虽然“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情况各不

相同,但是同样存在着能源紧张、环境承载力差等情况。因此发

展绿色建筑是这些国家的必然选择。在这过程中要想推动我国

绿色建筑国际化发展,就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互

动,进一步推广我国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

共享共建,逐步提升这些国家的建筑品质与性能,扩大我国绿色

建筑的国际影响力。 

1 “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建筑发展情况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中有42个国家都成立了绿色建筑委员会,

正在积极进行绿色建筑发展探索,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

况不同,但在发展绿色建筑时存在一定共性。因此,下文将选取

部分国家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进行分析。 

1.1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夏季气温高,对空调系统的能源需求较高。但该国

家主要是通过不可再生能源发电,因此由发电引起的能源浪费

与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巴基斯坦为了缓解能源危机、保护

环境,开始朝着绿色建筑的方向发展。2013年巴基斯坦成立了绿

色建筑委员会,希望能够全面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在2016年巴基

斯坦又提出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并从水资源利用、场地开发、

项目综合管理等方面入手提出了SEED力评价标准。当前巴基斯

坦的大部分项目都通过了SEED认证,还有一些建筑通过了美

国的LEED认证。虽然巴基斯坦在发展绿色建筑时获得了一定

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但并不重视绿色建筑的发展,未能结合实

际发展需求提出相应的政策法规,这导致绿色建筑规定难以

有效落实。[1] 

1.2阿联酋 

阿联酋的天气炎热潮湿,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再加上近些年

阿联酋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对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为了缓

解环境与资源压力,阿联酋开始探索绿色建筑发展路径。自2002

年建立了绿色建筑委员会,推出的绿色建筑评级系统得到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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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的广泛采用。2010年阿布扎比结合当地的发展情况推出

了绿色建筑评级体系,该评级体系考虑到了当地的干旱环境与

炎热气候,从节水、宜居、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入手进行全面评

级。已经有上万栋别墅、近千栋建筑获得了认证。虽然阿联酋

的绿色建筑与日俱增,但专业的绿色建筑机构、人才、材料数量

稀少,难以满足绿色建筑的发展需求。[2] 

1.3印度 

印度是一个全年高温的国家,再加上人口数量多因此全年

用电十分紧张,资源压力较大。当地部分建筑师为了节约用电采

取了环保建筑工艺,包括：增加墙壁厚度、在房子周边种树墙等,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室内温度,减少电能消耗。印度在2001

年建立了绿色建筑委员会,该委员会也是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

的创始成员之一。基于绿色建筑委员会的分类,不同类别的绿色

建筑有不同的标准。这些绿色建筑只需要拥有任意一种功能就

能通过认证：“与其他建筑相比,能够节省30%的水与能源、对环

境的影响最小、遵循国内环境与建筑法律”等。绿色建筑委员

会基于不同的项目类型,从建造与运营方面入手提出了26个整

体评级。当前有超过6000个绿色项目通过了评级认证。[3] 

1.4俄罗斯 

俄罗斯的气候条件比较恶劣,能源管理工作不到位,部分市

民缺少节能意识,城区内部的基础设施严重老化。为了缓解能源

压力,俄罗斯开始重视节能环保工作的开展。2009年建立了绿色

建筑委员会以及绿色建筑材料、技术制造商协会。2018将这两

个组织合并为绿色建筑委员会。希望能够探寻建筑的可持续发

展模式,2015年俄罗斯推出了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从节能减排、

场地环境、团队组建等方面设置评级指标。两层及以上的建筑

都能够进行评价认证。该评价体系在俄罗斯广泛推广应用,当前

已经有近百个项目通过了认证。 

2 “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建筑发展的技术方向 

虽然“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参差不齐,但发

展背景与发展根本动力相似,如：缓解环境与能源压力、降低建

筑物能耗、适应气候变化等。再加上大部分国家还未形成完善

的绿色建筑发展技术体系,装配式绿色建筑在这些国家呈现发

展空白的状态,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需要相应技术与资金的支

持。因此可以在这些国家积极推广钢结构装配式建筑。 

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是“一带一路”国家的传统建筑,使用的

是传统建材,由于当地土建基材价格高、部分国家缺少海沙,因

此混凝土建筑的建造价格较高。再加上部分国家对环保要求较

高,这种传统建筑已经难以满足环保需求,阻碍了建筑行业的发

展。而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不仅能够满足环保需求,还能够降低建

设成本。这为这些国家的绿色建筑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技术方向。

钢结构装配式建筑自重轻、造价低、地基处理难度不高,适配多

种地形条件。包括：山地、海岛等。工厂能够生产大部分工程

构件,这能够减少施工现场的支模浇筑砌筑作业量以及建筑垃

圾,与传统建筑相比更绿色环保、节省资金,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由于钢结构装配式建筑建设难度小、对劳动需求较低,因此能够

在短时间内高效完工,这能够满足节能减排与发展循环经济的

要求。如果可以合理规划、精心设计、一体化生产,就能实现标

准化、精细化建造。这有利于提高绿色建筑的技术水平。[4] 

3 我国绿色建筑国际化策略 

3.1标准国际化接轨 

当前,我国的绿色施工已经相对成熟,推出了较为完善的绿

色施工规范与评价标准,但还未编制出完善的绿色建筑标准规

范。我国要想加快绿色建筑的国际化进程,就必须出台完善的规

范标准。现阶段部分单位正在积极编制绿色建筑相关的标准规

范,例如：雄安建设提出了“雄安新区绿色建造导则”。住建部

还组织相关单位编制了“绿色建造导则”与“建筑工程绿色建

造评价标准”等。在这过程中我国应当与国际对标,梳理已有标

准的缺失项以及改进项,从绿色建筑的材料应用、标准确立以及

认证标识等方面改进,逐步提高标准的国际化程度与适用性。利

用绿色建筑标准确立行业通用语言,逐步统一绿色建筑标准。与

此同时要加快已有标准体系的外文翻译步伐。发布“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的英文版。这样在国际合作、对外宣传以及联合研

发的过程中就能够推广应用已编制的标准,扩大我国绿色建筑

标准的国际影响力。 

3.2拓展标准体系的适用范围 

我国在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先进的绿

色建筑技术,相关技术、材料以及产品已经具有国际竞争优势。

如果能够拓展我国绿色建筑标准体系的适用范围,让更多“一带

一路”国家遵循推广我国的标准体系,不仅能够发挥我国绿色建

筑的优势,还能够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国际化发展。 

“一带一路”国家自然条件、地域特征、工程特点各不相

同,在推广我国绿色建筑技术与标准体系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

不适用的情况。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已有的标准体

系包含了绿色建筑室内评价标准,设备系统以及内部装修相关

的绿色性能指标。而我国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只关注整体忽视

了局部,未能针对建筑物局部性能提出要求明确要求。因此必须

细分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关注区域、建筑单体和建筑系统这三部

分。这个过程要分析“一带一路”国家的土地利用情况细分居

住建筑,提出独栋与非独栋住宅的绿色建筑标准。还有一些国家

历史悠久,有大量的历史建筑资源,那么我国还要在已有的标准

上增加历史建筑绿色修缮、绿色运维管理相关的内容。在这过

程中必须发挥我国的绿色建筑优势,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探

讨、研发绿色建筑技术与评价体系。尤其是在对外建设时我国

要大力推广应用我国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提高其他国家对我

国绿色建筑标准的认同感。[5] 

3.3加强国际合作 

为了加快我国绿色建筑标准体系的输出步伐,提升我国标

准的国际化水平,我国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可以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海外承包项目、对外建设项目、中资项目等,结合

项目所在地的绿色建筑发展情况,选择合适的绿色建筑标准推

广路径,坚持向这些国家输出我国的绿色建筑标准。并结合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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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情况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还要结合

各国的发展情况编制适用于这些国家的评价标准与技术标准。

例如：建研院在对外合作的过程中编制了老挝标准的“混凝土

结构技术规范”,在推出中国产品和中国技术的同时全面推广了

我国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 

在这过程中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例如：浙

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共建绿色建筑与低碳城市

国际研究中心,抽调了部分研究团队积极与剑桥、日本东京大学

开展绿色建筑国际课题研究、高性能材料研究等工作,逐步提升

了我国绿色建筑的技术水平。 

3.4培养绿色建筑国际化人才 

“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普遍缺少绿色建筑人才,因此我国

必须积极探索绿色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出能够开展绿色

建筑国际合作、有创新思维、专业技能的优秀人才。要根据我

国绿色建筑国际化需求培养一批综合型管理人才,组织人才与

“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建筑相关的科研机构、媒体、工程人才

开展技术交流,为现阶段的能力提升以及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

基础。这个过程可以引导我国绿色建筑人才解决“一带一路”

国家绿色建筑发展中的问题,逐步积攒绿色建筑发展经验；中国

建研院也要从二级单位中抽取一些专业人才、知名专家以及领

军人物组建绿色建筑人才团队,负责进行绿色建筑国际化创新

研究、中青年人才培养工作。人才团队可以与高等院校合作共

同编制绿色建筑人才培养计划,搭建人才培养基地,通过联合培

养选出一批熟知国际规则、绿色标准化知识基础扎实的复合型

人才。 

3.5加强绿色建筑国际宣传 

我国在发展绿色建筑的前期缺少“走出去”的意识,不能积

极做好宣传推广工作,难以提升绿色建筑的国际影响力。为了加

快我国绿色建筑的国际化发展步伐,我国要积极进行绿色建筑

的国际宣传工作,多与“一带一路”国家沟通交流。一方面,我

国要与“一带一路”国家搭建绿色建筑信息交流平台,完善常态

化信息交流渠道,定期分享绿色建筑相关的信息与数据、及时互

通相关的标准与技术信息。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中国绿色

建筑相关的服务。这样能够强化国内外绿色建筑信息资源共享。

另一方面,我国要善用公众号、杂志、报刊等宣传平台分享我国

的绿色建筑发展方向,全方位、多语言分享绿色建筑成果,逐步

强化其他国家对我国绿色建筑的认同感。我国还要联合“一带

一路”国家开展绿色建筑研讨会、举办论坛等,多与其他国家研

讨共同解决绿色建筑相关的问题。[6] 

4 结语 

“一带一路”国家在积极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面临着

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困境,这是我国绿色建筑“走出去”的好

机会。我国必须将绿色建筑标准与国际化接轨、结合各国的实

际情况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培养绿色建筑国际化人才、加强国

际合作交流等,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可持续化、国

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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