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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绿色建筑的新概念，论述了绿色建筑的能源观、设计观和技术观。绿色建筑要赋予建筑以生命。它是一

个能积极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智能型的、可调节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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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green building concepts, and discuss green energy concept, the design concept and the

technology concept. Green Building give the building a new life. It is a positive way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smart-type, adjustab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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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在远古的蒙昧时期寄居在自然的怀抱中，从

依靠自然恩赐的穴或巢作为栖身之所，到依托自然的条件

建造人类居所，人类均囿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而敬畏

地忍受着自然规律的制约与生存命运的摆布。从人类发展

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建筑的存在与建筑技术的

每一步进步，都是人类在与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抗争，处处留

有为改变不利于人类生活居住条件改善所做的不屈努力的

痕迹。无论是隔绝、封闭的人类居住之方式，还是通过原始

的手段使居所有利于人类舒适生存而间接地利用自然，都

是人类在向自然争取更好的生存权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

说，人类诞生与进化的漫长历程，都是与他们所创造的原生

绿色建筑相伴随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技术革命，特别是工业化

时代的来临，人类似乎找到了抵御自然对人类居所摆布的

方式、找到了有能力对抗自然规律不利于人类生存与生活

的手段。于是，人们开始建造与自然相抗衡并寻求独立于自

然系统以外的栖息之所。人们开始应用工业技术和工业产

品去建造认为能够对抗大自然规律的建筑，以这种主观安

全感满足人类依附栖息之所抵御对恐惧的心理寄托。在这

个工业高度发达的时代，出现了城市化的高楼林立、阡陌交

通、爆发式的资源消费、高密度的污染及大规模的废弃物排

放。由工业化所推动的城市化对大自然造成前所未有的大

规模、高强度、持续性的扰动，使大自然正常的生态系统和

功能结构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割裂、阻断和破坏。这种人为

的人与自然的对抗，从不为人类重视的一点一滴的全球生

态系统变异，到城市化进程加速中生态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而且越来越严厉地威胁到人类自身安全与生存。臭氧空洞、

温室效应、酸雨、沙尘暴、物种灭绝、水源匮乏、SARS 等等，

这些我们当代人必须面对的危机与挑战，是我们人类点滴、

局部行为跬步积累所导致的全球灾难与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对

照欧美国家经历工业社会发展的城市建设痛苦经历与经验

教训，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不能再重蹈覆辙。在

城市建设中一定要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生

态规律。本着和谐共生、健康安全、永续发展的宗旨，提高我

们把握命运的科学能力，约束人类无度的行为，控制对资源

的低效益消耗、浪费和过量的攫取，拓展新技术，鼓励创新，

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资源和能源，在城市建设中充分利用现

代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遵循党中央提出的“要大力发

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全面推广节能技术，制定并强制执行节

能、节材、节水标准，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搞

好资源综合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走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从每一栋建筑、

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城市做起，让越来越多的绿色建筑、绿

色社区、绿色城市构成我国未来希望的发展前景。

一、在我国推行绿色建筑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建建筑，现有的存量建筑，绝大部

分属于高耗能建筑。据欧洲建筑师协会测算，建筑在整个过

程中的能耗占用了 50%的全部能源。如建筑用的水泥，从

石灰石矿的开采，到石灰石烧制成水泥，水泥运输至生产厂

家制成商品混凝土或成品建村，再应用于建筑施工，这一过

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建筑建成之后，建筑的使用运行和

建筑最后的废弃处理，都需要耗能。除此之外，建筑消耗了

50%的水资源，40%的原材料，并对 80%的农地减少量负

责。同时，50%的空气污染、42%的温室气体效应、50%水污

染、48%的固体废物和 50%的氟氯化物均来自于建筑。无论

是能源、物质消耗，还是污染的产生，建筑都是问题的关键

所在。

1976 年之前，德国住宅耗能标准为每平方米每年为

350 千瓦时。后来，德国对每隔几年就颁布住宅节能的新标

准，2001 年的住宅能耗只有 1976 年的 20%%，建筑耗能大

大下降，节能成效非常显著。从节地、节水、节材方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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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认为：在物质资源中，最大的资源无疑

是土地。调查一个社会如何利用它的土地，你就能得到这

个社会未来将是怎样的可靠的结论。我国仅仅用占全世界

7%的耕地和淡水资源，养活了全球 21%的人口，而且我国

不均衡城镇化的趋势将导致人口更迅速地向东南沿海省份

转移，这无疑会更多地消耗这些地方的优质耕地和淡水资

源。

二、国外发展绿色建筑的启示：

国外绿色建筑是从建筑节能起步的。1973 年的中东石

油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痛

定思痛，各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推出各种强制性的节能措

施，其中，占总能耗约一半甚至更高的建筑及建筑节能，自

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通过分阶段几次提高节约标准，每

次均在原能耗基础上推进再节约 50%，目前发达国家的建

筑节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建筑节能取得进展的同

时，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生和健康住宅概念的提出，

发达国家又把视野扩展到建筑全过程的资源节约、改善室

内空气质量、提高居住舒适性、安全性等更广的领域。在这

期间，各类有关绿色建筑的活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各种

新建筑名称也繁花似锦般地涌现。澳大利亚建筑师西德尼?

巴格斯等提出的生土建筑，即利用覆土来改善建筑的热工

性能和生态特性；而布兰达?威尔等人创立了自维持建筑的

概念，充分利用太阳、风和雨水维护自身运作，处置建筑内

部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菊竹清训等

人也创建了新陈代谢建筑和共生建筑的设计思路。

随着此类研究的逐步深入，它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少，

殊途同归的绿色建筑概念越来越清晰了。由此可见，绿色

建筑实际上是上述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和实践之集大成

者，是建筑学领域的一次持久的革命和新的启蒙运动，其意

义远远超过能源的节约。它从多个方面进行创新，从而使

建筑与自然和谐，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水资源和原材料，

创造健康、安宁和美。并由此逐步形成符合可持续发展要

求的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和技术规范。与此同时，各发达

国家将原有节能建筑再改造成绿色建筑的活动也越来越广

泛。随着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在全

球范围的兴起，绿色建筑这个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念及

其实践活动，逐渐推广到了世界各国。

一套清晰的绿色建筑评估系统，对“绿色建筑”概念的

具体化，使绿色建筑脱离空中楼阁真正走入实践，以及对人

们真正理解绿色建筑的内涵，都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绿色建筑进行评估，还可以在市场范围内为其提供一定

规范和标准，可减少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以利于消费者识别虚假炒作的绿色建筑，鼓励与提倡优秀

绿色建筑，形成“优绿优价”的价格确定机制，从而达到规范

建筑市场的目的。

三、绿色建筑与一般建筑的区别：

由多国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分析可知，一般建筑与绿

色建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一般建筑在结构上趋向于封闭，在设计上力求与

自然环境完全隔离，室内环境往往是不利于健康的；而绿色

建筑的内部与外部采取有效连通的方式，会对气候变化自

动进行自适应调节，就像鸟儿一样，它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

更换羽毛。同时也使室内环境品质（即空气质量，温度、湿度

舒适感，自然光照明，隔噪音等等）大大提高。这种由居住人

健康而带来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节能更具有深刻的人文意

义。建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神经系统（智能系统），变化羽毛

等于随气候变化而变换节能围护装置和性能。日本日立公

司在最近的北京科博会展出了集节能、环保、保安于一体的

楼宇智能系统，仅 5万元的投资就可通过一般的手机遥控

将能耗降低 30%.

第二，一般建筑随着建筑设计、生产和用材的标准化、

大批量化，促使了大江南北建筑形式的一律化、单调化，造

成了“千城一面”；而绿色建筑推行本地材料，尊重地方历史

文化传统，有助于汲取先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造就

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使得建筑随着气候、资源和地区

文化的差异而重新呈现不同的风貌。如黄土高原的窑洞是

先人创造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利用自然能源居住生活

的建筑杰作，窑洞背靠黄土高坡，依山而凿形成宽敞空间，

向南开窗，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造就了冬暖夏凉的自然环

境。现在，当地建筑师们对部分窑洞重新进行了改造，更多

地吸收阳光，改善了通风条件，充分发挥了窑洞本身的节能

效果，可以称之为富有地方特色的绿色建筑。无独有偶，最

近德国《星期日世界报》报道了该国建筑师德?汉森借助印

地安人的穴居和粘土房理念而设计的半埋式小丘住宅，不

仅有良好的舒适性，而且能效非常高，全年供暖费用仅为

150 欧元。

第三，一般建筑是一种商品，建筑的形式往往不顾环境

资源的限制，片面追求或盲目迎合市场即期消费的住宅和

办公楼，这往往是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背道而驰的；而绿

色建筑则被看作一种全面资源节约型的建筑，最大限度地

减少不可再生的能源、土地、水和材料的消耗，产生最小的

直接环境负荷（即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污染、污水、固体废物

及对周边的影响）。建筑及其城市发展都将以最小的生态和

资源为代价，在广泛的领域获得最大利益。

第四，一般建筑追求“新、奇、特”，追求自我标志效应，

难免造成欧陆风或××风盛行；而绿色建筑的建筑形式是

从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中获得灵感。随着绿色建筑的发展，建

筑学中有了新的美学哲学：美存在于以最小的资源获得最

大限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使得生态美的展示充满生命

力和创造性。人类对建筑美的感知将建立在生态影响的基

础上，重返 2000 多年前古罗马杰出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的

“紧固、适用、愉悦”的六字真经上，而不是建立在精美艺术

细节、夸张的形式主义上。

第五，一般建筑尽管采取节能设计，但综合能耗仍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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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现代社会中，建筑业往往或

正在成为最大的耗能和污染行业；而绿色建筑因广泛利用

可再生能源而极大地减少了能耗，甚至自身产生和利用可

再生能源，有可能达到“零能耗”（广泛利用太阳能、风能、地

热能、沼气等可再生能源）和“零排放”的建筑。我们如果要

在发电效率方面提高 5%，汽车节能方面提高 10%，在技术

上是极为困难的，而建筑节能轻易可达 50-60%或者更高。

建筑节能有着巨大的空间。

第六，一般的建筑仅在建造过程或者是使用过程中对

环境负责，是狭义的人地和谐。而绿色建筑是在建筑的全寿

命周期内，为人类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最终

实现与自然共生。绿色建筑不仅讲究建材的绿色环保和本

地化，以减少长途运输所引起的能耗和污染，而且它还在建

筑整个生命周期包括建材生产到建筑物的设计、施工、使

用、管理及拆除回用等全过程使用最少能源及制造最少的

废弃，以循环经济的思路，实现从被动地减少对自然的干扰

转到主动创造环境丰富性，减少对资源需求上来；从狭义的

“以人为本”转移到对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的以人为本。这是

真正的绿色建筑革命和科学发展观的含义。

四、结束语

伴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国际社会的认同，绿色建筑

理念在我国也逐渐受到了重视。绿色建筑理念在建筑行业

的应用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利

用率，还可以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有利于提高人们

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地和谐相处。在绿色建筑中使用

环保节能技术应贯穿在建筑的设计、施工和使用的全过程

中，使得绿色环保节能技术可以最大效率的在建筑中发挥

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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