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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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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地、节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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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新建绿色建筑面积从2012年的400万平方米增长到2021年的20多亿平方米。2021年，城镇

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84%，获得绿色建筑标识项目累计达2.5万个。目前，全国共有2134

个绿色建材产品获得认证标识，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也使建筑产业链拉长变宽。截

至2022年上半年，我国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已经超过90%。2022年9月，住建

部公布2022年度第一批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项目，2022年度第一批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项目

民用建筑共4个，分别为深圳天安云谷产业园二期11 栋，深圳市航天科技广场A、B座 ，北京

市定福家园北里3号院1-3 号楼（ 朝阳区平房乡新村定福家园项目），天津朗泓园（ 临海新

城08-05-24 地块住宅项目）1-17 号楼及地下车库。2022年度第一批三星级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工

业建筑共1个，为长春净月经济开发区德国大陆汽车电子产业园区研发中心、食堂及更衣室、

实验楼、辅助用房。  

2021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三星

级绿色建筑项目应由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组织推荐，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二星

级和一星级绿色建筑推荐规则由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制定。2021年6月1日，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ldquo;十四五&rdquo;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规

划》。明确：在实施绿色低碳转型行动中，将加快推广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逐步提高

新建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比例。2021年6月8日，住建部等十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强县

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县城新建建筑要落实

基本级绿色建筑要求，鼓励发展星级绿色建筑。加快推行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节水标准，推

进老旧小区节能节水改造和功能提升。加强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不断提高新建建筑中绿

色建筑的比例。2021年7月16日，住建部发布绿色建筑标识式样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了绿色建

筑标识证书式样，增加了标牌式样。2021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建设高品质绿色建筑。实施建筑领域碳达峰

、碳中和行动。规范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管理，鼓励建设绿色农房。2021年10月26

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加快提升建筑能效水平，到2025年，城

镇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2022年3月11日，住建部发布《&ldquo;十四五&rdquo;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色建筑，建筑能

源利用效率稳步提升，建筑用能结构逐步优化，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增长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基本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建设发展方式，为城乡建设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



。  

作为耗能大户之一，中国建筑业任重道远，发展绿色建筑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

我国相关标准制定工作的推进，还将会陆续产生绿色医院、绿色宾馆、绿色办公等细化的专

项绿色建筑标识。随着各级政府推进绿色建筑行业开展而不断出台激励政策，我国绿色建筑

会实现更加深入和广阔的发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绿色建筑市场深度分析与产业竞争格局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绿色建筑的概念及特征等，接着分析了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环境和国外绿色建

筑的发展概况，然后分析了绿色建筑行业的发展标准和政策法规，接下来重点分析了国内绿

色建筑行业、绿色建筑技术以及绿色建材的发展状况。随后，报告对绿色建筑业做了区域发

展分析、投资潜力分析，最后报告对绿色建筑行业发展前景做出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保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

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

对绿色建筑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绿色建筑建设项目，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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