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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

财建[2012]167 号

告省、自治区、亘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委、局) , 

新疆建设兵团财务局、建设局 :

J主 n在 《国务院关于印发"卡二五"节能诚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

[2011 ]26 号)统有1岩，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建筑节能，加快发展绿色建筑 ， 促
进棋乡建设模式转型升级，特制定以 F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绿色建筑发嚣的重要意义

绿色建筑是指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 G81T 50378-2006 ) ，在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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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深入推进建

筑节能，加快发展绿色建筑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目前，我国城乡建设;增长方式

仍然相放，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雨.建筑建造和j使用过程能源资源消耗高、利用放
率低的问题比较突出。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以绿色、生态、低碳理念指导城乡建

设，能够最大效率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有效转变城乡建设发展模

式，缓解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约束:能够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理念，为人们提供
倪康 、 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空间，显著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

人民满意度，并在)旦大群众中树在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观念:能够全面集成建

筑节能、节地、节/j( 、节材及环境保护等多种技术，极大带动建筑投衣#~前，自

J妄推动建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促进建筑产业优化升级，才拉1立t归i石均L

斩能源应用、节能服务、咨询等相关产业发展。

各级财政 、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去充分认识到推动发展综巴建筑，是保障改善

民生的主要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内容，对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深入厉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者r~具有重雯的现实志义。要进 45增强紧

边感和:责任感，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边兰快一!tlJ 走'有力的政策措施，建立他全

体制机制 ， 加快性ìJJ我[玉!绿色建筑但康发展。

二、 推动绿色建筑发展自古主要目标与基本原则

. )t:要 HK 》 l7J VJJZ:让绿色边51Ldijfli 边建筑中的比重，到 2020 斗， 纣

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幸超过 30%，建筑边站和JT!! 片J jiifthfjj沱江!;:引出 ~-rj 1、川γi' J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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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或达到现阶段发达国家水平 。 "十二五"期间 ， 加强相关政策激励、标准规范、

技术进步、产业支撑 、 认证评估等方面能力建设，建立有利于绿色建筑发展的体

制机制， 以新建单体建筑评价标识推广、城市新区集中推广为手段，实现绿色建

筑的快速发展，到 20 1 4 年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和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

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力争到 2015 年，表rrt曾绿色建筑面积

1 0 亿平方米以上。

(二 ) 基本原则。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因地制宜 、

经济适用， 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资源禀赋、气候条件、 建筑特点，

合理制定地区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和技术路线 ， 建立健全地区绿色建筑标准体系，

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整体推进、突出重点，积极完善政策体系，从整体上

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并注重集中资金和政策， 支持重点城市及政府投资公益性建
筑在加快绿色建筑发展方面率先突破。合理分级、分类指导 ， 按照绿色建筑星级
的不同，实施有区别的财政支持政策，以单体建筑奖励为主，支持二星级以上的

高星级绿色建筑发展，提高绿色建筑质量水平;以支持绿色生者城区发展为主要
抓子，引导低星级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 。 激励引导、规范约束，在发展初期，以
政策激励为主，调动各方加快绿色建筑发展的积极性， 加快标准标识等制度建设，

完善约束机制 ， 切实提高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率c

三、 建立健全绿色建筑标准规范及评价标识体系 ，引导绿色建筑健康发展

( 一〉 健全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尽快完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制(修〉订绿

色建筑规划 、 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管理及相关产品标准、规程。 加快制定适

合不同气候区、不同建筑类型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研究制定绿色建筑工程定额

及边价标准。鼓励地方结合地区实际，制定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编制绿色生态

城区指标体系、技术导则和标准体系。

(二)完善绿色建筑评价制度。各地住房城乡建设、财政部门要加大绿色建

筑评价标识制度的推进力度，建立自愿性标识与强制性柯:识相结合的推进机制，

对按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造的-股住宅和公共建筑，实行自愿、性评价标识，对技

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造的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学校、医院等公益性建筑及大

型公共建筑，率先实行评价标识，并逐步过渡到对所有新建绿色建筑均进行评价
标识。

( 三〉加强绿色建筑评价能力建设。培育专门的绿色建筑评价机构，负责相

关设计咨询、产品部品检测、单体建筑第二方评价、区域规划等。建立绿色建筑

评价职业资格制度，加快培养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评估、能源服务等方面的人
才。

四、 建立高星级绿色建筑财政政策激励机制 ， 罢!寻更葛水平绿色建筑建设

( 一 )建立高星级绿色建筑奖励审核、备案及公示制度。各级地方财政、 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将设计评价标识达到 二星级及以仁的绿色建筑工员 H汇总上报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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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两部" ) ， 两音j3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请项目

的规划设计方案 、 绿色建筑评价标识报告、工程建设审批文件、性能效果分析报

告等进行程序性审核 ， 对审核通过的绿色建筑项目予以备案，项目竣工验收后，

其中大型公共建筑投入使用 4年后，两部组织能效测评机构对项目的实施量、士

程量、实际性能效果进行评价，并将符合申请预期目标的绿色建筑名单向社会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

(二)对高星级绿色建筑给予财政奖励。对经过上述审核、备案及公示程序，

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的二星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给予奖励。 2012 年奖励标准为 :
二星级绿色建筑 45 元l平方米(建筑面积， 下同 ) ， 三星级绿色建筑 80 元l平方

米。奖励标准将根据技术进步、成本变化等情况进行调整。

(三)规范财政奖励资金的使用管1息中央财政将奖励资金拨至相关省市财

政部门，出各地财政部门兑付至项目单位，对公益性建筑、商业性公共建筑、保
障性住房等，奖质J资金兑付给建设单位或投资方，对商业性住宅项目，各地应研
究采取措施主要使购房者得益。

五、推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规模化发展绿色建筑

(一)积极发展绿色生态城区。鼓励城市新区按照绿色、生态、低碳理念进

行规划设计 ， 充分体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要求，集中连片发展绿色建筑。中央

财政支持绿色生态城监建设 ， 申请或色生态城区二三范应具备以下条件 : 新区已按

绿色、生态、低碳理念编制完成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建筑、市政、能

源等专项规划，并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新建建筑全面执行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中的 一星级及以上的评价标准，其中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达到 30%以上， 2 
年内绿色建筑开工建设规模不少于 200 万平方米。

(二)支持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中央财政对经审核满足上述条件的绿色生

态城区给予资余定额补助。资金补助基准为 5000 力'元，具体根据绿色生态城区

规划建设水平 、 绿色建筑建设规模、评价等级 、 能力建设情况等因素综合核定 o

对规划建设水平高 、 建设规模大、能力建设突出的绿色生态城区，将相应调增补
助额度。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贴绿色建筑建设增量成本及城区绿色生态规划、指
标体系制定、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及能效测评等相关支出 。

六、引导保障性住房及公益性行业优先发展绿色建筑 ， 使绿色建筑更多地惠

及民生

( 一)鼓励保障性住房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规划建设 。 各地要切实提高公租房、
廉租房及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仕房建设水平，强调绿色 B卢能环保要求，在制定保
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及年度计划时， 具备条件的地区应安排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
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建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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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公益性行业加快发展绿色建筑。鼓励各地在政府办公建筑、学校、

医院、博物馆等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tilt建设中，率先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 结合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在公益性建筑中l 开展强制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试点，从 2014

年起，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

, (三) 切实加大保障性住房及公益性行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绿色建筑奖励及

补助资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资金向保障性住房及公益性行业倾斜，达到高星

级奖励标准的优先奖励，保障性住房发展一星级绿色建筑达到一定规模的也将优

先给予定额补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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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大力推选绿色建筑科技退步及严业发展，切实加强绿色建筑综合能力建

(一)积极推动绿色建筑科技进步 。 各级财政 、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鼓励支

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工程技术中心建设， 积极支持绿色建筑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研究 。 加大高强钢、高性能混凝土、防火与保温性能优良的建筑保温材料等绿色
建材的推广力度。要根据绿色建筑发展需要，及时制定发布相关技术、 产品推广

公告、目录，促进行业技术进步 。

( 二)大力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 积极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全而开展建筑

封圾唉 iT?fD~刮 JEP 各级财政、 住房城乡建设 i~í~!~ 门星系统准行I立 IL- 收集、运输、处

理、再利用等各项工作，加快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 、 装备研发推r~ ， 实行建

筑垃圾集中处理和分级利用 ， 建立专门的建筑垃圾集中处理基地。

(之)积极推动住宅产业化。积极推广适合住宅产业化的新型建筑体系，支

持集设计、生产、施工}:. -体的工业化基地建设;加快建立建筑设计、施工、#!~

品生产等环节的标准体系，实现住宅部品通用化，大力推广住宅全装修，推行新

建住宅 一次装修到位或菜单式装修，促进个性化装 11若干口产业化装修相统一。

各级财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部署和要求，统 -思想，提高

认识， 认真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要与发改 、 科技、规划、机关事务等有关

部门加强协调配合，落实工作责任，及时研究解决绿色建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科学组织实施，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快速健康发展。

财政部住房租城乡建设部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乞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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