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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暨 

2023 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开幕式在上海举行 

 

10月 28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

颁奖活动暨 2023 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动开幕

式在上海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

席开幕式并为首届获奖城市颁奖。开幕式前，何立

峰参观了城市建设和发展案例展。何立峰指出，习

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城市可持续发展，多次对全球可

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设立给予关心指导，专

门向 2022 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城

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致贺信。中国政府正在按照

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愿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方案、中国经验，

共同推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相关活动并在开幕

式上致辞指出，上海将以习近平主席关于城市工作

的重要论述为指引，坚持走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

路，加快转变超大城市发展方式，在人民城市建设

上迈出更大步伐。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好的资

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着力增强城

市功能，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强化“四大功能”。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努力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探索形成城市现代化建

设、可持续发展的上海范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出席开幕式并在

致辞中指出，今年，是联合国设立世界城市日十周

年，联合国人居署设立和颁发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

奖，将有力引领全球城市发展，推动“建设包容、

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迈上新的

台阶。站在新的起点，将继续与各方共同努力，推

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让城市成为汇聚幸福的家

园、汇聚绿色的空间、汇聚文化的窗口、汇聚科技

的前沿、汇聚安心的港湾。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迈穆

娜·穆赫德·谢里夫出席开幕式并在致辞时表示，

在世界城市日申设成功十周年之际，回到上海意义

非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各个城市的优秀

案例展现了“以人为本”的优秀实践，为全球城市

提供了重要参考。我们要重申“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承诺，开展对话，建立伙伴关系，探索创新

解决方案，共建可持续的城市未来。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开幕式并发布

2023版《上海手册》和上海指数综合指标。 

厄瓜多尔城市发展与住房部部长阿吉列拉、上

海市政协主席胡文容出席开幕式。 

出席相关活动的还有国内外政府代表、相关城

市市长与城市代表、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以及有

关国际组织代表。 

今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在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举办，主题为“汇聚资源，共建可持续的城

市未来”。中国主场活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

合国人居署、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包括开幕

式、系列论坛、展览展示及主题考察等。第三届城

市可持续发展大会同步召开。 

此次世界城市日首次颁发全球可持续发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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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奖（上海奖），旨在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促进新城市议程在全球的本地化，

积极响应全球发展倡议，表彰世界范围内在可持续

发展方面取得突出进展的优秀城市，澳大利亚布里

斯班、中国福州、乌干达坎帕拉、马来西亚槟城乔

治市、巴西萨尔瓦多等城市获颁奖项。 

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23 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主论坛顺利召开 

2023年 10月 30日上午，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

博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当天下午，由上海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办，上海市绿色建

筑协会承办的“2023 上海国际城市与建筑博览会

主论坛”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召开。论坛由上海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金晨主持。本次主

论坛以“践行绿色发展，共创低碳未来”为主题，

邀请了院士、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分享了新时代下

的绿色低碳前沿趋势，探讨新形势下的绿色发展路

径与模式。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为人，上海市人民

政府原副秘书长、上海东站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上

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黄融，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吴志强，上海市绿

色建筑协会会长崔明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邓建平，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

任王兴鹏，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

解良，市住建委原一级巡视员朱剑豪，华东建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副总建筑师沈

立东，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亓立

刚，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江燕，各区

建委主任、副主任，行业专家和企业参加了论坛。 

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崔明华在致辞中表

示，“以人民为中心”是绿色建筑的核心理念，建

设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绿色建筑，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和对“好房子”的期盼，是“十四

五”期间绿色建筑发展的主旋律。前沿科技的发展

推动建筑业加速向绿色智能转型，为实现“双碳”

目标提供了保障，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

高效能治理，上海的建筑绿色低碳发展实效正逐步

显现，社会公众的绿色共识也持续逐步提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国际欧亚科学院

院士仇保兴作了主题为《城市共性三领域减碳路径

分析》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应该实施以城市为主

体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并系统阐述了建筑、交

通、废弃物处理和市政等关键领域的节能减碳路

径。其中，在建筑领域要关注建筑全过程的碳排放，

推广绿色建筑、正能建筑和立体园林建筑。 

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上海东站建设指

挥部总指挥、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黄融作了主题为

《东方枢纽——超大型综合枢纽建设再创新再探

索》的主旨报告。他介绍，上海东站将打造新时代

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杆，并在建设中对诸多方面

进行了再创新、再探索。例如，首次在高铁客站中

引入航空模块，实现更紧密的站场一体化；首次在

铁路咽喉区进行上盖开发，更集约高效地利用土

地；打造首个超低能耗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实施

建设期减量、减碳关键技术等等。 

在专题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吴志强作了主题为

《智能城市，智慧之光》的精彩演讲。他认为，智

能规划应以人本需求为导向，基于大数据、AI等技

术洞悉城市发展规律，以规律导向的城市规划、设

计和治理为未来城市提供永续发展的动力。例如，

将智慧内容应用到防灾领域，更好地应对气候变

化，打造韧性城市；以智能技术学习城市活动频率，

实现功能、投资的精准配置；对城市的长短板进行

人工智能配置，促进城市异板间的互补和同板强项

的互补。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建

平作了主题为《优化垃圾综合治理，助力无废城市

建设》的专题报告，介绍了从分类回收到资源化再

利用的“上海模式”，通过坚持人民民主，实现全

民主动参与，探索出了科学合理、绿色低碳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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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路径。他同时指出，必须坚持生产、流通、消

费、回收、处置等全生命周期治理，推动垃圾源头

减量及资源化利用。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主任王兴鹏作了主题

为《全生命周期视野下的绿色医院建设与运维》的

专题报告，介绍了申康中心作为政府办医责任主

体，支持完成了多个既有医院建筑运营节能提升项

目，实现后勤运维的提质增效，督促市级医院减碳

精益化发展。他强调，绿色并不意味着高成本，应

当以病人为中心，在医院建设的初始阶段融入科学

规划、精心设计的理念。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

记、副总建筑师沈立东作了主题为《双碳目标引领

低碳社区的设计与实践》的专题报告。通过分享实

践经验，他指出，低碳社区是城市的单元细胞，需

要聚焦低碳建筑、高效能源、资源利用、生态环境、

公众参与和智慧管理等多个方面，在建设中融入

“5E”理念，实现低碳社区的共建共享。 

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江燕作了

主题为《上海建筑领域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技术路径

与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发展模式预测及各发展

情景下的碳排放水平预测，并基于技术预判性、可

行性和可实施性，提出了建议优先发展的关键技术

路径和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亓立

刚作了主题为《智能建造的探索与实践》的专题报

告，介绍了通过建立智能建造体系，系统性梳理智

能建造场景，打造智能建造核心平台，集中核心资

源开展装备研发，搭建行业生态平台实现社会资源

整合。

来源:上海市绿色建筑协会 

 

业内信息 

 

北京城市副中心亮出绿色发展“成绩单” 

 

“绿色是城市副中心最鲜明的底色，更是副中

心生机勃发的最好标志。我们围绕绿色建筑、绿色

交通、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生态、绿色文化

六个方面，狠抓重点领域减污降碳，一幅生机勃勃、

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正在大运河畔徐徐

展开。”在 11 月 1 日举行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

发展论坛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介绍了副

中心绿色发展成果。 

建设绿色发展制度改革先行先试区 

孟景伟表示，在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过程

中，北京城市副中心既要开展新城高水平绿色低碳

建设，又要探索老城深度绿色低碳转型，副中心建

设性提出绿色发展制度改革先行先试区、绿色技术

示范应用创新区等四个战略定位。 

“我们坚持大胆探索，建立集规划管理、开发

建设、监测评估、城市治理、动态调整于一体的全

过程管控机制，激发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内生动

力。”孟景伟说，副中心努力总结了一批行之有效、

引领示范的政策制度经验，当好绿色发展制度改革

“领头雁”“排头兵”，为北京市、全国其他地区

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借鉴。 

“我们积极探索科技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

新模式，依托科技应用场景沙盒试点建设集聚绿色

创新要素。构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技术在副中心

的系统化应用示范场景，推动形成绿色、协同、高

效的创新生态系统，加快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

技术创新体系。”孟景伟介绍。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实现“负碳”状态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对标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要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发展底色持续

擦亮。 

孟景伟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积极推进重点区

域光伏、智慧充电桩等零碳能源设施建设，降低区

域内综合能耗及碳排放总量，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

利用比例。2022 年全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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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下降 26%，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我们不断加强绿色金融市场引导，大力培育

绿色金融生态，副中心成为全国首批气候投融资试

点地区和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全市首支百亿规模绿

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首笔 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

排量）质押贷款落地。”孟景伟说，副中心还设立

全国首个城市级 ESG研、产、投一体化产业创新引

擎，全国领先的 ESG产业发展模式逐步构建。 

在工程建设上，副中心制定了《北京城市副中

心建设工程绿色施工指导意见》，提出贯穿于工程

项目招投标、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移交、保修全

过程的 72 项绿色施工措施。谋划推进一批绿色发

展标杆项目，行政办公区内建筑全部达到绿色建筑

二星级及以上水平；运河商务区建筑全部达到绿色

星级标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完成首个城市组团级

区域绿色低碳能源全覆盖，实现了“负碳”状态。 

探索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孟景伟表示，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将贯彻落

实国家“双碳”战略，全力打造绿色发展的现代化

城市样板。构建智能舒适的绿色建筑示范，推进实

施全生命周期绿色建造，大力推行绿色建筑标准，

新建建筑执行二星级及以上标准，新建公共建筑执

行三星级标准，推动具备条件的既有建筑及老旧小

区改造执行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加快推行超低能耗

建筑和近零能耗建筑，力争到 2025 年新增 100 万

平方米建筑。 

在建设绿色交通方面，副中心将加快推进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着力建设高效绿色、生态友好的交

通网络；探索设立超低排放区，打造新能源汽车推

广示范区。力争到 2025年，推进公交车、出租车、

环卫运输车等城市服务车辆基本完成新能源化，实

现氢燃料电池汽车试点示范应用。 

副中心深入推进全国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将

加快设立国际绿色投资集团，优化利用国际国内绿

色资本。着力提升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产业绿色

化发展水平，推动建设一批数字技术与绿色经济融

合创新平台。在文化旅游区、运河商务区等功能区

建设近零碳排放示范区域。 

此外，副中心还将开展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

转变试点，探索开展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余热利用，不再新增独立燃

气供热设施，有序推进区域散小热源整合与热泵替

代。力争到“十四五”末期，实现新建建筑可利用

面积 80%安装光伏光热设备，地热能供暖面积达

1280万平方米。 

来源:人民网-北京频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发展绿色建筑和超低

能耗建筑推动绿色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亦

庄新城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发展，实现宜业宜

居绿色新城建设目标，开发建设局牵头制定了《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发展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

建筑推动绿色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

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

出意见建议。 

公开征集意见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02 日至

11 月 09日。 

意见反馈渠道如下： 

1.电子邮箱：jkqkjjcjl@163.com。 

2.通讯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 15

号开发建设局（请在信封上注明“意见征集”字样 

3.电话：010-67880281 

4.传真：010-67880187 

5. 登 录 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http://www.beijing.gov.cn），在“政民互动”

版块下的“政策性文件意见征集”专栏中提出意见。 

 

来源: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mailto:jkqkjjcj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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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  
 

中国城科会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  编印 
通讯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 9号  （100835） 

建设部大院中国城科会办公楼 205 室  电话：010-58934866 

2023年第 18期 

（总第 395 期）  

                            2023 年 11 月 22 日

工作动态   

 

第十三届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会 

暨第二届长三角（安徽）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大会在合肥隆重召开 

 

为贯彻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推动

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高建

筑人居环境品质，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

与节能专业委员会与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

主办，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安徽省建设领

域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承办，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

四川省、江西省绿色建筑相关协会协办的“第十三

届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联盟大会暨第二届长三

角（安徽）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大会”于 11 月

16 日在合肥市顺利召开。本次大会主论坛由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专委会副秘书

长、中国建筑集团双碳办公室副主任李丛笑,安徽

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会长、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

设计院党委书记、董事长项炳泉共同主持。 

会上，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

业委员会主任王有为、安徽省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研究院院长方潜生、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陈必喜、合肥市城乡建设

局总工程师李祥出席会议并为大会致辞。 

本次大会以“聚焦双碳目标，践行绿色发展”

为主题，开设了 1个主论坛，以及“近零能耗建筑

与低碳建筑技术交流会”“绿色建材与建筑新材料

技术交流会”低碳园区与建筑节能改造技术交流

会”3 个分论坛。会议邀请到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专委会主任王有为、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处长梁浩、中国建

筑集团双碳办公室副主任李丛笑、全国工程勘察设

计大师徐伟、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陈志青、安

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副秘书长沈念俊等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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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位建设领域大师学者交流授课。 

会上，为推动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高质量发

展，经地区联盟成员协商决定，共同签署了《夏热

冬冷地区协同推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框架协

议》。《框架协议》以推动夏热冬冷地区绿色建筑

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从组织区域适宜技术研究、推

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开展标准体系建设合作、加

强绿色建筑人才培育、建立会员服务共享机制等方

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打造高质量绿色建筑标杆，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贡献行业力量。 

会上，夏热冬冷地区七省两市行业协会领导

共同为荣获首届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建设

行业科技创新型企业”和“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奖”

获奖单位颁发了奖牌和获奖证书。 

会议最后，在中国城科会王有为主任的见证

下，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会长项炳泉与浙江

省绿色建筑与建筑工业化行业协会会长林奕进行

了交旗仪式，第十四届夏热冬冷地区联盟大会将在

浙江举办。 

会议同期邀请安徽美的、上海讯杰通、江苏久

诺、凯盛光伏、河北筑恒、德尉达（上海）、安徽

复培、麦克维尔、哈尔滨森鹰、安徽华斯源、浙江

睿光、安徽万保等建筑节能降碳设备和产品生产企

业参与展示，包含光伏发电玻璃、空气能热泵、高

效节能空调、新型节能材料、防水材料等 10 多种

行业重点技术和产品，对促进建筑节能降碳新技术

推广应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本次大会共有 500多位建设领域行业代表参会，

会议同期在网络进行了图片直播，点击量超 10 万

人次，对推广建筑节能降碳技术，促进夏热冬冷地

区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夏热冬冷地区地方机构座谈交流会在合肥顺利召开 

 

2023年 11月 15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

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在安徽省合肥市组织召开

了夏热冬冷地区机构座谈交流会。中国城科会绿

建委王有为主任、中国城科会绿建委李丛笑副秘

书长，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湖北

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江西省地方机构

相关负责同志 20多人参加会议。座谈会由李丛笑

副秘书长主持。 

为加强夏热冬冷地区各地方机构间合作交

流，分享行业机构组织建设经验，夏热冬冷地区

地方机构分别介绍了本地区绿色建筑工作推进情

况，并对联盟如何更好地推动绿色建筑发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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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 

王有为主任对夏热冬冷地区各地方机构工作开展

情况给予了高度肯定，对夏热冬冷地区建筑节能

降碳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为夏热冬冷地

区下一步建筑节能降碳工作指明方向。王有为主

任强调地方机构一定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聚焦国家双碳战略，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有关部署要求，抓住国家发展改革委 100

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碳达峰试点建设

机遇，为探索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城市和

园区碳达峰路径，贡献行业力量，提升行业影响

力和关注度。    安徽省建筑节能与科技协会 供稿

业内信息  

 

国家碳达峰试点建设方案公布，将选取 100 个城市和园区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国家碳达峰

试点建设方案》。《方案》提出，将在全国范围

内选择 100 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

碳达峰试点建设，聚焦破解绿色低碳发展面临的

瓶颈制约，探索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城市

和园区碳达峰路径，为全国提供可操作、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各地区能源结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不

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也面临着不同的困难

挑战。”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虽然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本地区碳达峰实施方案，

但在城市和园区层面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细化和

探索的工作。建设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可以

有效激发城市和园区主动性和创造性，围绕绿色

低碳转型开展探索，为全国提供行之有效的经验

做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方案》提出了 2025 年、2030 年的主要目

标。到 2025年，试点范围内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

的政策机制基本构建，一批可操作、可复制、可

推广的创新举措和改革经验初步形成，不同资源

禀赋、不同发展基础、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和园

区碳达峰路径基本清晰。 

到 2030年，试点城市和园区重点任务、重大

工程、重要改革如期完成，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

的政策机制全面建立，有关创新举措和改革经验

带动作用明显，对全国实现碳达峰目标发挥重要

支撑作用。 

《方案》重点部署了 5 方面试点建设内容: 

确定试点任务方面，试点城市和园区要根据

国家和所在地区“双碳”工作部署，谋划提出能

源、产业、节能、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试点建

设任务。 

实施重点工程方面，试点城市和园区要结合

试点目标，在能源基础设施、节能降碳改造、先

进技术示范、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规划实施一批

重点工程，形成对试点工作的有力支撑。 

强化科技创新方面，试点城市和园区要创新

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机制，大力培育绿色低碳

产业，加快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完善政策机制方面，试点城市要加快建立和

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财政、金融、投资、价格

政策和标准体系，创新碳排放核算、评价、管理

机制。试点园区要着力提升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水平。 

开展全民行动方面，试点城市和园区要大力

推广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普及“双碳”基础知识，

创新探索绿色出行、制止浪费、垃圾分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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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切实增强各级干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相关负责人说，将统筹考虑各地区碳排放总

量及增长趋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首批

在 15 个省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由有关省区发

展改革委提出建议名单，经本地区人民政府同意

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确认，“我们将根据首批试

点推进情况，组织开展后续试点建设”。 

同时，将组织试点城市和园区按照《碳达峰

试点实施方案编制指南》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科

学编制试点实施方案，明确重点任务、改革举措、

重大项目和工作进度安排；完善工作机制，明确

各方职责，组织各试点城市和园区按照实施方案

扎实开展建设，及时协调解决试点建设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确保工

作取得实效。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住建部科技计划项目“立体园林绿色建筑技术与示范”顺利通过验收评审 

 

2023 年 11 月 3 日，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牵头、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天地建筑创新

技术成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

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单位共同承担的住建部科技计划项目“立体园林

绿色建筑技术与示范”验收评审会在北京顺利召

开。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学术交流部所长潘琳代

表项目组汇报了项目研究成果。会议由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科研管理与国际

合作处陈越主持。 

会议成立了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原副司长韩爱兴为主任委员，住房与城乡建设部

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住宅与房地产首席研究员

田灵江为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鹿勤、北京市园林绿化科

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韩丽莉、北京大学建

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研究员王志芳、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昌

兴共同组成的验收委员会。验收委员会听取了项

目组汇报，认真审查了项目成果报告，对项目研

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

组提交的报告成果资料齐全，研究内容全面，达

到了项目批复的任务要求，相关成果具有示范指

导意义，同意通过验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科

技成果转化领域独立研究员、《建设科技》与《住

宅产业》杂志副总编许利峰对项目成果给予了充

分肯定，并提出推广应用建议。来自清华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院、天地建筑创新技术成都有限公司的项目承担

单位代表们共同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立体园林绿色建筑技

术与示范”项目，对立体园林绿色建筑这一新兴

建筑类型的功能特点、建筑技术、生态效益、标

准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有益探索。相关

标准的发布，解决了项目实施中普遍遇到的采光

性、私密性、安防性等方面的技术难点问题，具

有较强的规范引导作用，推动了立体园林绿色建

筑健康有序发展。已经建成的示范项目对于改善

居住环境、提升居住品质、推进建筑综合减碳、

带动住宅消费升级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来源:建设科技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