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科学与工程进展 0000-0000(0)
2024 年１卷 1期

    22

绿色建筑技术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应用与挑战

曾广政

江西赣天建设有限公司 江西省 上饶市 334000

摘　要：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绿色建筑技术正逐渐成为建筑行业的主流。绿色建筑技术通过节能、资源回收、环保材料和

智能设计等手段，有助于降低城市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本文旨在探讨绿色建筑技术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方

面的应用，并深入研究其优势、挑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本文分析了绿色建筑技术的关键作用和挑战。研

究表明，绿色建筑技术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为未来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然而，绿色建筑技术也面

临着高成本、技术创新需求、规范和政策不足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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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emphasi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i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con-

struction industry.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through means such as energy conservation, resource recycl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

als, and smart design, helps to reduce urba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resident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study its advantages, challeng-

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in depth.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role and challenges of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The study shows that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

viding important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future urban construction. However,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also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high 

costs, the need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ufficient standards an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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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化是 21 世纪最显著的全球趋势之一。随着人口向城市

迁移，城市化进程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也带来了环

境压力和资源消耗的挑战。城市作为全球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

放的主要来源，其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在这一背景下，

绿色建筑技术应运而生，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本文将从绿色建筑技术的定义、分类、应用及其在城市可持续发

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探讨。我们将分析绿色建筑技术的优势和

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本

文旨在为城市规划者、建筑业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如何更好

地应用绿色建筑技术以实现可持续城市发展目标的深刻洞见。在

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紧张的背景下，绿色建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人类

社会的长远未来。因此，我们需要从政策、技术、市场等多个层

面推动绿色建筑技术的发展，以实现更加可持续、更宜居的城市

环境。

1 绿色建筑技术的关键作用

1.1 节能降耗

绿色建筑技术通过采用高效的能源利用策略，显著降低了建

筑物的能源需求。这包括使用高性能的绝缘材料以减少热量损失、

安装节能型的 HVAC 系统以提高能效，以及利用自然光照和通风

来减少对人工照明和空调的依赖。此外，绿色建筑还通过智能能

源管理系统实时监控和优化能源使用，进一步降低能耗。这些措

施不仅减少了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也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对抗全球气候变化。绿色建筑技术是一种以环境保护、资源节约

和人体健康为目标的建筑设计理念和方法。它涵盖了从建筑规划、

设计、施工到运营的全过程，旨在通过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率、

减少环境污染、优化室内环境质量等手段，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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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生。绿色建筑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降低建筑物的运营成本，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还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绿色建筑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

战。首先，绿色建筑的初期投资成本较高，这使得许多开发商和

业主望而却步。其次，绿色建筑技术的发展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和

技能，这对设计师和工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绿色建筑

的推广还需要政策支持和社会认可，这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

共同努力。

1.2 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

绿色建筑技术强调资源的回收和循环利用，以减少对新资源

的需求和浪费。这包括雨水收集系统用于灌溉和冲厕，灰水循环

系统减少新鲜水的使用，以及建筑废弃物的回收利用。通过这些

措施，绿色建筑减少了对水资源的压力，同时降低了固体废物的

产生，促进了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绿色建筑技术倡导使用环保材

料，这些材料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且在使用过程中

对居住者的健康无害。例如，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的

涂料和粘合剂，可以减少室内空气污染，提供更健康的室内环境。

此外，绿色建筑还倾向于使用可再生或可回收的材料，如竹、再

生钢和玻璃，这些材料的生产过程能耗更低，且在建筑物生命周

期结束时更容易回收利用。

2 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与创新

2.1 跨部门合作

跨部门合作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这种合作能够整合不同部门的资源和专长，共同解决城市发

展中遇到的复杂问题。以中国威海市为例，该市通过跨部门合作，

实现了绿色与温情的精致城市建设。威海市辖区面积 5800 平方

公里，总人口接近 300 万人，城市发展面临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增

长的双重挑战。在环境保护方面，威海市通过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城市规划等多个部门的紧密合作，实施了一系列绿色发展项

目。例如，威海市在城市规划中融入了绿色空间的概念，通过建

设城市公园和绿地，提高了城市的绿化率，同时也为市民提供了

更多的休闲空间。此外，威海市还推行了绿色交通计划，通过交

通部门与城市规划部门的合作，优化了公共交通系统，鼓励市民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减少私家车的使用，有效降低了城市的交通

拥堵和空气污染。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威海市通过工业和信

息化局、科技局等部门的合作，推动了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和新

兴产业的发展。例如，威海市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减少

工业排放，同时支持高科技和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为城市经济

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此外，威海市还注重社会民生的可持续发

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部门通过合作，提高了公共服务的

效率和质量。例如，威海市通过教育部门与社区的合作，建立了

多个社区学习中心，为市民提供了终身学习的机会。在卫生领域，

通过跨部门合作，威海市建立了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

了市民的健康水平。威海市的实践表明，跨部门合作能够充分发

挥各自部门的优势，形成合力，有效推动城市在经济、社会、环

境等多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跨部门合作，威海市不仅改善

了城市环境，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还促进了经济的绿色增长，

为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种

跨部门合作的模式，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

2.2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PP)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PPP 模式通过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共

同投资、建设和运营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实现资源共享、

风险共担和利益共赢。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能够缓解政府的财政压

力，还能引入私营部门的创新和管理效率，推动城市的绿色发展

和环境改善。以北京市通州区碧水污水处理厂项目为例，这是一

个典型的绿色 PPP 项目。该项目通过升级改造，将传统的污水处

理厂转变为一个高效的资源回收和环境保护设施。改造后的污水

处理厂不仅提高了污水处理效率，出水标准满足北京市表 1B 标

准，主要出水指标达到地表水准 IV 类标准，而且还实现了全工

艺流程的臭气收集及处理，达到臭气“零排放”。此外，项目还

通过机制创新与技术创新，大幅提高了投资效率，将污水处理厂

由“邻避”转变为“邻利”，成为周边居民休闲郊游的好去处，

显著提升了项目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价值。再如，固安

产业新城 PPP 项目，该项目被作为联合国欧经会城市轨道交通

PPP 国际标准起草的案例。固安产业新城项目通过整体开发、专

业运营和产城融合，促进了当地居民的福祉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实施以来，固安县县域经济竞争力显著提升，人均 GDP 大

幅增长，教育和医疗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华夏幸福作为社会资本

方，探索出一套“1644”服务体系，为区域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全

流程综合解决方案，补齐县域经济在资金、人才、技术、产业上

的短板，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这些案例展示了 PPP 模式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潜力和优势。通过 PPP 模式，政府能够与

私营部门共同探索创新的城市发展解决方案，实现经济增长、社

会包容和环境保护的多重目标。随着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

视，PPP 模式将继续在全球城市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为实现更

加绿色、包容和有韧性的城市未来提供支持。

2.3 社区参与和赋权

社区参与和赋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策略，它们能够激

发社区的活力，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社区为例，这个社区在城市大规

模开发建设中经历了人员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重构，面临了从村民

向市民转化以及动迁居民融入当地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金杨新村街道社区创新了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向居民赋权，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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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推动了社区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金杨新村街道社区的实践中，特别强调了赋权平等和空间正义，

力求在社会治理领域实现包容性成长，在空间治理领域实现绿色、

健康、低碳成长。例如，在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足或设施

老旧的问题上，社区通过增配和优化，合理布置了各类公共服务

设施和市政设施，确保居民在 5 至 15 分钟内步行可达，有效减

少了机动车使用，体现了绿色低碳的更新改造原则。此外，金杨

新村街道社区注重将社会治理与空间治理结合起来，通过空间的

改造与物质环境的提升来协调社区成员间的利益冲突，创造包容

性的生存、生活与发展环境。社区还通过创新行动路径，如社区

规划师制度和共同缔造工作坊模式，强化了居民参与规划和决策

过程，提升了社区治理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这些创新举措不仅彰

显了赋权平等、空间正义与低碳发展理念，而且实现了社区治理

与社区规划相结合、社区参与和专业指导相结合以及空间治理与

社会治理相结合。金杨新村街道社区的实践经验表明，通过社区

参与和赋权，可以有效地提升社区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增强政

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并通过代表和反映相对弱势群体的声音，

动员开展具体行动，成为提升城市可持续性的关键力量。

2.4 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它能够集结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智慧与资源，共同应对全球性

的环境与发展挑战。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这一倡议

不仅是一项经济合作计划，也是一个推动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平台。在这一框架下，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分享绿

色低碳发展的经验和技术，推动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项目。例如，

埃塞俄比亚的《气候韧性绿色经济战略》（CRGE）就是在国际

合作框架下的一个成功案例。该战略旨在到 2025 年将埃塞俄比

亚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同时不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埃塞俄比亚在生物碳基金可持续森林

景观倡议（ISFL）下签署了《减排量购买协议》(ERPA)，获得了

4000 万美元资金支持，用于奖励社区解决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

问题，预计到 2030 年减少约 40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效推

进了城市的减碳进程。再如，天津中新生态城项目，这是一个国

家间合作的典范，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

源能源为目标。经过 15 年的建设，中新生态城从一个仅有 2000

人的贫瘠盐碱地发展成为一个 14 万人的公园城市、生态城市和

智慧城市，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样板。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城市和地方政府峰会，协助 12 个来自中国

的地方政府参与国际合作，其中昆明、成都、湖州、南阳、嘉兴、

深圳等 6 个城市获得了首届“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称号。这些

城市的成功，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为全球城市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此外，国际合作还体现在技术

交流和能力建设上。例如，C40 城市气候领导集团通过全球 6 大

领域 17 个专业技术网络活动和试点项目，促进了北京、西安、

哥本哈根等城市的建筑能效项目和非洲清洁空气项目等实施，携

手全球城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经济机会，提升城市居民健

康福祉。

3 结语

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合作与创新是我们的伙伴。我

们已经看到了绿色建筑技术的潜力以及它所面临的挑战，但只有

通过各界的协同努力，才能实现更可持续的城市。创新将继续推

动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而合作将加速这些解决方案的实施。

教育和宣传将继续激发人们的参与，国际合作将使我们能够共同

应对全球性的城市挑战。在共同努力下，我们可以建设更加可持

续、宜居和繁荣的城市，为未来的世代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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