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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业建筑发展



概念内涵

绿色工业建筑 Green industrial building

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能、节地、节

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生产、科研和人员提供

适用、健康安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业适用、健康安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工业

建筑。



发展意义

国家 企业

•工业结构调整 •社会形象提升

•工业节能减排

•大气污染防治

•节约成本需求

•提升运行管理水平



评价现状

• 2012年-2014年，共计5批17项标识评审

• 位于全国11个省

• 9个★★★，7个★★，1个★

• 空调 钢结构 光伏 汽车 电子 医药 …• 空调,钢结构,光伏,汽车,电子,医药 …



评价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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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现状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依据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导则》，建科[2010]131号文，以导则
作为当前阶段绿色工业建筑评价的依据。作为当前阶段绿色工业建筑评价的依据。

2014年3月1日之前 之后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 50878-2013，住房城乡建
设部2013年113号公告，自2014年3月1日起实施。



评价现状—标准评价细则编制

• 细则框架

条文释义

评分要点给出评分要点给出
具体量化指标具体量化指标

得分值（办法）给得分值（办法）给
出具体如何得分出具体如何得分

–条文释义

–适用范围 首先分首先分
为规划为规划–参评阶段

–证明材料

为规划为规划
设计和设计和
运行管运行管
理两个理两个

明材料

––评分要点评分要点

评分要点示例

理两个理两个
阶段阶段

评分要点示例



评价现状—案例主要措施

南京天加——第一个运行三星项目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导则应用总结
导则经验导则经验

• 行业水平对比法可行

• 评价内容较全面

导则不足导则不足

• 无法区分不同指标的

分析不同条文项目达标率和参评率

无法区分不同指标的

重要性

• 不参评条文率偏高不参评条文率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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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特点

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
GB 50378

绿色工业
建筑评价建筑评价

标准
GB 50878 绿色工业

建筑评价
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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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评价体系

体系构架 权重计分 等级划分

评价体系介绍

体系构架

• 四节

权重计分

• 各章不同权重

等级划分

• 三星等级划分四节

• 二保

加强

各章不同权重

• 各节不同权重

每条不同分值

三星等级划分

• 每级必达分11分

• 每级不同得分要• 一加强

• 附加技术创新

• 每条不同分值

• 总得分含附加分

每级不同得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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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评价体系
总则 术 基本规定1～3  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4    节地与可持续发展场地

5 节能与能源利用

4节，19条

4节 26条5 节能与能源利用

6 节水与水资源利用

7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4节，26条

3节，22条

2节 11条7 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

8 室外环境与污染物控制

9 室内环境与职业健康

2节，11条

2节，14条

2节，10条9 室内环境与职业健康

10 运行管理

11 技术进步与创新

节， 条

4节，12条

1节， 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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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评价体系

节 地节 能节 水节 材保护环境保障职业健康运行管理节地保障职业
运行管理
10%

各章权重

节 地

• 总体规划与厂址选择 23.3%

节 能

• 能源利用指标 21.2%• 水资源利用指标 36.8%

节 材

• 节材 40%• 环境影响 10%

保障职业健康

• 室内环境 72.7%

运行管理

• 管理体系 12%

节
12%

节能
26%

保障职业

健康
11%

10%

总体规划与厂址选择 23.3%

• 节地 17.4%

• 物流与交通运输 20.7%

能源利用指标 21.2%

• 节能 57.7%

• 能量回收 11.5%

水资源利用指标 36.8%

• 节水 29.5%

• 水资源利用护 33.7%

节材 40%

• 材料资源利用 60%

环境影响 10%

• 水、气、固体污染物控制55.8%

• 室外噪声与振动控制 15.8%

• 其他污染控制 18.4%

室内环境 72.7%

• 职业健康 27.3%

管理体系 12%

• 管理制度 18%

• 能源管理 32%

保护环境
12%

• 场地资源保护与再生 38.6%• 可再生能源利用 9.6%• 其他污染控制 18.4%• 公用设施管理 38%

节水
19%

节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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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评价体系
绿色工业建筑总得分及划分等级的分值要求

标准参评的条文数共计116条

序号 必达分 P0 总得分值 P  等级

标准参评的条文数共计116条，

其中设置必达分的条文为13条，

第4章至第10章最高分为100分，
1 11 40≤P<55 ★

2 11 55≤P<70 ★★

第4章至第10章最高分为100分，

第11章最高附加分10分。

3 11 P≥70 ★★★注：部分条最高分为一范围值

如4.1.4条，分值范围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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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条文解读—总则

绿色工业建筑，不同于绿色产品、绿色工业

适用范围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迁建、恢复

建设项目和既有工业建筑的各行业工厂或工业建筑群中适用范围

的主要生产厂房、各类辅助生产建筑。

认证区内应不含非生产性、非辅助生产性建筑。

eg.独立的办公建筑、职工食堂、宿舍、警卫室等不在认证范围

内，但与厂房共建情况除外，如厂房二层设有一间办公室。

18



重点条文解读—术语

范围界定

2.0.2  工业建筑能耗

为保证生产、人和室内外环境所需的各种能源耗量

的总和。

为保证生产、人员的室内环境的设备、系统能耗；为保证生产、人员的室内环境的设备、系统能耗；

为保证生产、人员的室内外环境的环境保护、防尘防毒和人防设

备、系统的能耗。

eg.工艺所需动力系统能耗 （×）

工艺环境（如除尘系统）所需动力能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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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条文解读—基本规定

3.2.6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应按照评价项目的数量、内

容和指标，兼顾评价项目的重要性和难以程度，采用权

重计分法，各章、节的权重及条文分值应符合本标准附

评分方法

重计分法，各章、节的权重及条文分值应符合本标准附

录A的规定。

条文得分值分三种情况，正在编制评价技术细则条文得分值分三种情况，正在编制评价技术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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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条文解读—节地

用地指标

4.2.1  建设用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工业项目建设用

地控制指标、行业有关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的要求。用地指标 地控制指标、行业有关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的要求。

建设用地指标是全厂性指标，而不是针对认证区！建设用地指标是全厂性指标，而不是针对认证区！

包括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

所占比重、绿地率、单位用地面积、厂区用地 面积等指标。所占比重、绿地率、单位用地面积、厂区用地 面积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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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条文解读—节能

能耗指标计算
5.1.1  工业建筑能耗的范围、计算和统计方法应符合

本标准附录B的规定，单位产品（或单位建筑面积）工本标准附录B的规定，单位产品（或单位建筑面积）工

业建筑能耗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

1 基本水平；1  基本水平；

2  先进水平；

3 领先水平。3  领先水平。

【必达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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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条文解读—节能
认证区

综合能耗指标
通过

行业行业

指标

认证区
建筑能耗指标

行业
建筑能耗水平确定

行业

认证区

指标
综合能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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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条文解读—节能

行业

建筑 已统计50余个行业的综建筑

能耗 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或

有
已统计50余个行业的综

合能耗指标水平，可直

接参考

水平

确定

国家、行业、地方规

定的综合能耗指标
无 选择行业典型企业计算；

确定

方法

选择企业需经专家认可



条文解读—节材

7.2.4  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使用以废弃物为原料生
废弃物材

产的建筑材料，占可用同类建筑材料总量的比例不低于

30%。

废弃物材料

30%。

总量比可为重量比、体积比、数量比等，

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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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解读—环境保护

8.1.1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获得批

准。

环评报告

【必达分项】准。

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提供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提供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必达分项】

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提供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提供环境影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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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解读—技术进步与创新

11.0.1  在工业建筑建设或运行过程中所采取的创新技

术或管理方法，对达到本标准规定的范围或评价指标有

创新加分

术或管理方法，对达到本标准规定的范围或评价指标有

明显贡献，通过鉴定，达到以下要求时，在得分的基础

上进行加分：上进行加分：

1  国内领先；

2 国际先进；

以上级（省部级）科技主管部门组织的检测

鉴定、会议鉴定或函审鉴定的结论为依据。
2  国际先进；

3 国际领先。
附加分，计入总得分。

27



条文解读—技术进步与创新

11.0.2  在工业建筑建设或运行过程中采取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对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条文或评价指标

获奖加分

新工艺、新方法，对达到本标准规定的条文或评价指标

有显著贡献，且取得了国家、省部级或行业科学技术

奖，达到以下要求时，在得分的基础上进行加分：奖，达到以下要求时，在得分的基础上进行加分：

1  省部级或行业科学技术奖；

2 国家科学技术奖。
不同技术的两款得分可累加

2  国家科学技术奖。
不同技术的两款得分可累加

累加得分不超过该条的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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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宣贯培训计划

2-6月，评价细则编制

2014

2-6月，评价细则编制

8-9月，全国宣贯会2014
10-11月，重点地方、重点行业培训会

9-12月，评价技术指南编制9-12月，评价技术指南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