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在政策扶持下，绿色建筑逐

渐走进我市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生活，成为“节能

减排”生力军，也使城市更宜居。业内人士认为，随

着专项规划的推出，绿色建筑的推广有望在我

市形成新一波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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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是践行“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
念的重要内容，是大势所趋。宁
波地处冬冷夏热地区，在绿色建
筑领域具有良好的基础与实践，
建筑节能减排意义更大、受益也
更多。

建筑节能专家李志磊认为，
要从提升获得感入手，拉近老百
姓与绿色建筑的距离。

就民用住宅来看，首先在设
计环节上，需要秉承绿色建筑的
理念，从房屋布局开始，充分考
虑通风、采光、恒温、恒湿等因
素，使居住者有非常好的居住体
验。这就是绿色建筑普惠大众的
现实意义。

其次，在绿色建筑的施工环

节，要注重施工的精细化，在建材
的选择上，也要尽可能体现“绿
色”的概念，使节能减排真正有明
显的效果，让老百姓获得实实在在
的好处。

此外，要注重管理维护环节，
倡导在建筑使用过程中融入绿色建
筑、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快开展绿
色物业管理与绿色运营工作试点，
推行绿色物业管理技术规范和标
准，大力推广楼宇智能化、节能照
明、供水等方面的技术、产品和商
业运营模式，探索建立节能管理、
节水管理、垃圾减量分类管理、绿
化管理、污染管理等制度。同时，
引导建筑使用者积极支持和参与绿
色物业管理，共同构建绿色节能低
碳家园。 （杨绪忠）

绿色建筑要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

2008 年，一幢用水、用电
全由自身产生，而且最高还可抗
7.9 级地震的大楼，在宁波诺丁
汉大学建成，这幢大楼当时引起
轰动，媒体专门进行了报道，它
是中国大陆第一幢零排放的节能
大楼。时至今日，绿色建筑的投
用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它在宁
波开始批量“生产”，并进入民
用领域，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
和高效的使用空间。

众所周知，作为高能耗行业
之一，数量巨大的各类建筑，在
其建造、使用、拆除过程中，占
用和消耗着大量资源，对生态环
境也产生着较大的影响。可以
说，大力推行和发展绿色建筑，
最大限度地节能、节地、节水、
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是
城市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和宜
居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长远意义。

近几年，政府对于绿色建筑的
新建和改造十分重视，支持力度很
大。从宁波来看，无论是政策法规
的出台，还是绿色示范项目的推广
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着。现在需要
做的是，一方面通过“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促进绿色建筑产业的发
展；另一方面加大推广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树立
绿色消费理念，营造有利于绿色建
筑发展的社会氛围。同时，要加强
监管，防止地产开发商拿“绿色建
筑”作为营销的噱头，误导公众，
使公众对绿色建筑认知出现偏差。

绿色低碳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宁波的绿色建筑需要加速度。

（李国民）

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月初，世界银行首席能源专
家 Todd Johnson 先生实地察看了
新竣工的宁波大学科技服务大楼，
对该大楼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
设计功能连连点赞：“大楼完全符
合绿色建筑的理念，体现了生物气
候学和性价比最优的设计原则，实
效突出，符合既定的建设目标，具
有较大的推广价值和示范意义。”

据项目设计方宁波大波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大楼获全球环境基金捐赠
70 万美元，用于绿色建筑增量成
本的补助，整个工程于 2016 年开

工，今年 3 月完工交付。根据测
算，自大楼建成运行后，每年可节
约电量 33.83 万千瓦时。按华东区
域单位供电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标准计算，可减少 273.8 吨二氧化
碳的排放。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
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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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建筑，是全面解决建筑
舒适度和建筑节能、节水、节材、节
地的综合性最优方案。与传统建筑
相比，绿色建筑强调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通过科学的整体设计，采用
自然通风采光、低能耗围护结构、
新能源利用、水循环利用、绿色建
材和智能控制等集成技术，更广泛
地利用自然资源，实现资源循环利
用，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在提高环
境质量的同时使居住环境更舒适。
在国外，绿色建筑这一概念早已成
为人与自然共生共融、建筑与艺术
相得益彰的核心理念和实践。

近年来，随着众多新型建设项
目的推进，我市绿色建筑和建筑工
业化发展正在迈上新台阶。我市颁
布制定了《宁波市绿色建筑行动实

施方案》，明确从 2014年起，新立
项政府投融资的机关、学校、医
院、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等建
筑，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单体建
筑面积超过 2万平方米的机场、车
站、宾馆、饭店、商场、写字楼等
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
准。通过努力，目前全市城镇新建
建筑实现节能标准达 100％；全市
145 个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项目落
地，面积 1397 平方米；初步形成
以绿色建筑为引领的建筑绿色化转
型方向，截至 2017 年底，宁波市
已获得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认证的项
目 76 个，总面积超过 600 万平方
米，其中一星级设计标识项目为
21 个、二星级设计标识项目为 25
个、三星级设计标识项目为30个。

宁波建筑涌现节能减排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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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园路停车场安装的光伏发
电装置，每年可为停车场提供12%
的电力供应。 （刘波 摄）

压题图：以绿色概念打造的宁
波大学科技服务大楼，成为节能减
排的典范。 （宁大 摄）

建筑建筑
如如何让何让““节能减排节能减排””普惠城乡普惠城乡
本报记者 杨绪忠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绿色建
筑不仅仅局限于公共建筑的建设，
目前正在走进市民生活，与民生息
息相关，马园路停车场改造工程即
是一例。该停车场位于海曙区马园
路与柳汀街交叉口，建筑面积近
9000平方米，建筑层数3层，总停
车位259个，另有3个微型车位。

“马园路停车场改造在建筑设
计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建筑节能、节
水、节材、节地、室内环境，符合
绿色建筑的相关要求。利用了光伏
发电系统、雨水收集系统、透水地
面等多项适宜且效果明显的技术。
并且应用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技术，
对室内采光、通风以及室外风环境
等进行模拟，以达到提高舒适性、

节能降耗、环境优美的目标，真正
体现绿色建筑的现实意义。”负责
该项目绿色建筑技术咨询的宁波华
聪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相关技术
负责人介绍。

绿色建筑也开始让甬城百姓体
会到现代高品质住房的生活。海曙
南塘金茂府是我市首批获得住建部

“绿色建筑三星”标识认证的项
目，定位为恒温、恒湿、恒氧的高
科技民用住宅。小区里共集成了国
内领先的外维护系统、毛细辐射系
统、置换新风系统、同层排水、隔
音降噪和雨水回收系统等 10 余项
节能减排“黑科技”。

“我最满意的是房间内安装于
顶棚、部分内墙的毛细管席辐射式

控温系统和地板下的置换式除霾调
湿新风系统。它取代了传统的空调
内外机，使我的住房真正做到了恒
温、恒湿、恒氧。入住一年多来，
新房带给我的最大体验是：低噪
声、无吹风、无冷凝水，换热比较
柔和。除了耗电量减少之外，具有
良好的保温隔热效果，房间内温度
保 持 在 冬 天 18℃ 至 22℃ 、 夏 天
24℃至 26℃。去年夏天让我彻底
告别了梅雨天的闷热和霉味，保持
着室内空气清新，冬天房间内湿冷
的感觉基本没有了。年近八旬的老
母心肺功能一直不太好，但自从搬
进新房后，她的老毛病再也没有犯
过。”昨天下午，住在小区4号楼8
层的住户舒先生提起自己的新居生

活，显得非常惬意。
全面深入推广绿色建筑，离不

开规划的引领。记者近日从市住建
委获悉，日前由市住建委、市国土
局、市规划局联合出台了《宁波市
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2018～2025
年）》，以加速我市建筑业“绿色
化、工业化、信息化”有效转型，
激发房地产开发关联产业的市场活
力，致力把宁波打造为“浙江省绿
色建筑发展重点地区和标杆城市”。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全市
按二星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建设
的 新 建 民 用 建 筑 面 积 比 例 达 到
50%，按三星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
准建设的新建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
到 9.5%；到 2025 年，全市按二星
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建设的新建
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60%，按三
星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建设的新
建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3.5%。

规 划 引 领 打 造 标 杆 城 市

记者通过采访多位业内人士了
解到，由于我市绿色建筑推广刚刚
起步，在市场拓展、政策法规、标
准体系、产业发展、科技支撑等方
面均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任重道
远。统计显示，目前宁波市城镇既
有非节能建筑面积 1.3 亿平方米，
约占建筑总量的63%，并呈逐年攀
升的势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
推进较为缓慢。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广任务
依然繁重。目前可再生能源应用量
占建筑用能比例大大偏低，节能应
用潜力仍需深挖。可再生能源应用
推广的推进机制仍需完善。可再生能
源应用技术产品和系统尚未纳入现
有的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闭合环境，
部分项目在运行管理上存在使用不
合理或操作不当等问题，使得实际效
果不理想，未达到预期节能目标。

此外，我市在绿色建筑产业链
方面还需进一步拓展，建筑能效提
升和绿色建筑技术支撑能力有待提
高，农村建筑节能工作也尚未启动。

针对我市推广绿色建筑中存在
的不足之处，专家建议，以《宁波
市绿色建筑专项规划》为契机，多措
并举，使“绿色风”普惠城乡。

落实“规模化、城区化”发展战
略，强化新建建筑全过程监管，实
现绿色化建设。全面实施新建建筑
能效提升工程，新建建筑节能、节

水、节地、节材和环保水平得到明显
提高。贯彻实施绿色建筑强制性标
准，加快高星级绿色建筑建设。鼓
励其他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按照二
星级以上绿色建筑的技术要求进行
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区示范建
设，明确新城区规划中应纳入绿色
生态城区建设的刚性和量化指标。

贯彻“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发
展战略，强化既有建筑能耗监管，推
动绿色化改造。政府层面抓紧制定激
励政策和监管制度，一方面促进绿色
化改造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规范既
有建筑绿色化改造市场行为，形成有
序、良性运作的市场机制。

推行“能源、资源综合利用”
发展战略，探索建立建筑碳排放指
标，实现协调化发展。提高可再生
能源在建筑领域的消费比重，提高
群众居住生活的舒适程度。因地制
宜地推进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
等可再生能源在新建绿色建筑中的
规模化应用。

实施“政策标准配套、科技产
品支撑”发展战略，建立绿色建筑
全产业链供给，促进可持续发展。
实施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技术引领
工程，推进建筑门窗、保温体系、
分布式光伏发电等关键产品的质量
升级工程。开展绿色建筑产业集聚
示范区建设，推进产业链整体发
展，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标准化、
工程化、产业化。

让“绿色风”普惠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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