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
筑，坚持顶层设计、科技引领、政
策扶持、创新驱动，强力推进新
建建筑严格落实节能标准。加快
全面推行设计、生产、施工、运维
环节的BIM技术应用，不断提高
装配式建筑设计模数化应用水
平，全市政府投资类房建项目必
须采用装配式技术建造，单体建
筑装配率原则上不低于50%，对

主动实施装配式建筑且装配率
达到50%以上的商品房项目，给
予建筑容积率奖励，并优先办理
商品房预售。从而切实保障建筑
节能、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
建设要求的落地实施。同时加强
宣传引导。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主
导和社会监督作用，利用网络、
广播、电视、报纸等多种形式，广
泛宣传县城绿色低碳建设工作
的重要意义，发动各方力量积极
参与县城绿色低碳建设，营造绿
色低碳发展的良好氛围，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王跃辉

目前，在我市住宅项
目中，出于市场成本原因
以及政府限价因素，开发
商追求绿色建筑意愿不
足，只有极少数项目在这
方面愿意投入。建筑注重
外形，也要更加“绿色”，
运用越来越多的绿色技
术，绿色建筑会逐步在市
场中推广开来，这样购房

者会更关注，倒逼建筑提
升绿色品质。同时还要开
展既有建筑的绿色改造，
大力推广使用外墙隔热
保温材料、高性能门窗等
新技术、新设备，优先采
用遮阳、通风、照明等低
成本功能改造措施，开展
高能耗建筑和老旧城区
绿色化改造，引导和规范
市场消费，鼓励城镇绿色
建筑企业采购使用绿色
建材产品，积极参评绿色
建筑星级评价。

金都新地置业董事长
李向阳

在信贷审查审批中，
银行可将绿色建筑项目
纳入绿色信贷，采取绿色
审批通道，加强项目贷后
管理。在考评指标体系
中设置绿色金融考核指
标，贯彻绿色金融导向。
绿色建筑开发阶段，优先
支持绿色建筑技术研发
与开发信贷；绿色建筑租
售阶段，在贷款流程、首

付款比例及相关费用等
方面给予优惠。建行邵
阳市分行在大力支持地
方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将
对绿色建筑类贷款重点
支持，贷款的准入、审批
更快，贷款的指标优先给
予，贷款的利率实行优
惠，对绿色贷款的投放纳
入对各支行、各部门的年
度考核指标，从而在全行
形成一种大力发展绿色
信贷的氛围。

市建设银行邵阳
市分行住房金融业务
部经理

肖华

绿色建筑将成为建筑业发展的
潮流。虽然我国各种节能、低碳甚至
零碳建筑鳞次栉比，绿色建筑的评价
标准层出不穷，但实际上我国对绿色
建筑的探索还只是刚刚开始。与普通

建筑相比，绿色建筑节能水平更高。
通过优化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提升暖
通空调、照明与电气设备能效水平，
充分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有效
减少电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未来
的新型建筑既要有颜值，又要保护生
态环境，让更多人使用生态环保、健
康舒适的高品质建筑，实现广大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

香山道被动房技术总监
邓湘文

通过采用高强、高耐
久性材料，推动绿色建材
应用，推广全装修、装配式
建筑等绿色建造方式，能
够有效减少建筑材料资源

消耗水平，并带动降低材
料生产、运输能耗，推动我
市新建建筑全面实施绿色
转型，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提高住宅绿色健康性能。
下一步，我公司要加强绿
色技术、产品研发推广，推
动绿色建材应用，构建绿
色发展新格局。

君志达董事长
王自军

通过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通过政策、法
规、标准等手段总体把
控，综合运用财政、金
融、信用等措施方向引
导，充分发挥政府引导

作用和服务功能，激发
市场调节机制和共同
缔造机制，形成多元良
性拉动效应，共同推动
我市绿色建筑高质量
发展。

市住建局节能与科技科科长 王伟

政府、社会、企业要共同推广绿
色建材和绿色建筑，特别在政府投
资工程、重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绿色建筑、绿色生态城区（镇）、装配
式建筑等项目中，要率先采用绿色
建材。政府投资或以国有资金投资

为主的办公建筑、公益性建筑、保障
性住房要全部采用绿色施工，通过
不断完善绿色金融相关制度，开展
装配式建筑设计及装配式技术应用
和专业技术人员施工培训，加快构
建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新格局。

市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会长、南方建设董事长 袁杰

推广普及超低能耗建筑，是利国利民，造福
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我们绿色建材企业深度
关注、支持和参与，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以实际行动为发展绿色建筑做
出贡献！

洞口国彩
总经理
陈立勇

绿色建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加舒适和健康的生活环境。无论是空气湿度，还是室内温度都较为适宜，再加上降噪措施、
自然光的有效利用，极大提高了人们房屋居住质量。同时，以此降低建筑物后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也为我市城市
建设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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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是指建筑物在全寿命期内，最大
程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
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绿色建筑发展虽然
起步晚，但发展较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去年
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了《绿色建
筑创建行动方案》，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开展绿色社
区创建行动，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3 月 11 日，市绿色建筑发展座谈会在香
山道项目部举行，市住建局、市科技局和建筑
行业相关人员参加座谈会。会上，香山道被动
房技术总监邓湘文对项目的绿色节能数据进
行了分析。2021年4月，我市绿色建筑示范项
目香山道正式启动，广大市民纷纷到项目现
场体验，丰富了他们对被动房技术和绿色节
能住宅的认知，提高了传统建筑业绿色升级
的积极性。

也就是从2021年开始，我市认真贯彻落
实湖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推行绿色建
造方式，推动建筑领域节能减排，不断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2月，我市印发《关于大
力推进建筑领域向高质量高品质绿色发展的
若干意见》，其中特别提到，要推动高质量绿

色建筑规模化发展，按照安全耐久、健康舒
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的标准和
要求，规范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管
理。争取到2025年，我市中心城区新建建筑全
部为绿色建筑，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
重达到70%，全市新建生态城区1个。其他新
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60%。

传统的建筑行业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行
业，发展绿色建筑，是促使房地产和建筑业充
分发挥其经济功用、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建材生产是减少建筑
业生产环节碳排放的重要环节，通过对新型
保温材料、节能门窗、高寿命混凝土等新技
术、新材料的研发推广，大力推进绿色建筑、
超低能耗建筑和近零碳建筑，加快新型建筑
业工业化发展，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提升生
产效能，从而实现建筑运行阶段的节能。在推
动绿色建筑高速发展、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
发展、增加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点位、加强宣传
科教等方面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将为我市打
造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做出应有贡献。

当前，装配式建筑模式是建筑业供给侧
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发展
方向，对全方位迈向低碳社会，实现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装配式建筑采用标准化设
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在施工周期、资
源消耗、节能环保等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发展
装配式建筑大有可为。

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规模化、区域化发
展，发展绿色节能建筑，应确定各类新建建筑
工程的绿色建筑等级要求，将绿色建筑领域
发展相关指标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城乡规
划主管部门也应在出具、核定项目建设用地
规划设计条件中明确绿色建筑星级要求或建
设标准，在规划、方案设计审批中审查绿色建
筑技术指标的实施情况，逐步将绿色生态城
区相关标准指标纳入城镇规划管控内容。

为此，我市从多方面入手，抢抓国家装配
式建筑产业发展机遇，夯实装配式建筑产业发
展基础，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项目建设。我市
目前建成5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湖南衡科
住宅工业有限公司邵东市产业基地、湖南盛昶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二期装配式墙板生产基地、
中民筑友房屋科技（邵阳）有限公司隆回装配
式产业基地、湖南君志达保温材料有限公司重
钢别墅产业基地、湖南建东安家科技有限公司
轻钢别墅产业基地。2021年我市完成装配式建
筑面积约84.43万㎡，占新建建筑的25.58%。

据了解，我市正在围绕绿色建筑需求和
建材工业发展，加快推进绿色建材认证工作。
在各类试点示范工程和推广项目中，进一步
明确对绿色建材使用的规定。通过加强绿色
建材生产应用与绿色建筑发展、绿色城市建
设的内在联系，加强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协
调机制，强化部门联动，开展绿色建材行动检
查，推进绿色低碳建造。同时，大力发展装配
式建筑，推广应用预制叠合板、预制楼梯、预
制内外墙板等装配式建筑三板技术，逐步提
高装配式建筑、绿色材料在新建建筑中的比
例，自2022年6月起，全市新建民用建筑应当
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规划、设计、建设，强化建
筑节能监管，形成监管闭合链，严格执行建筑
节能标准，在建材领域大力推广绿色产品认
证，积极应用获得绿色认证标识的建材产品，
提升住宅品质。

座谈会上，参会人员各抒己见，建议我市
加大资金和政策保障力度，落实绿色科技创
新等税收优惠、资金补助等奖励政策，形成促
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逐步建立
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加强绿色技
术攻关，加快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研发应用，促进我市绿色建筑产业发展。

绿色建筑，未来都市人居“风向标”
——市绿色建筑发展座谈会力推建筑领域节能减排

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