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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RT ONE 国家提出建设

中国“好房子”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
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
国情的中国特色；
• 人口规模巨大；
• 群体人民共同富裕；
•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和平发展道路。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与供给，
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

• 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
房需求；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好房子”

• “好房子”概念来源于10多年
前的美国。

• 美国能源部伯克利实验室曾经
启动过一个从建筑能效的角度
“美国好房子”项目，出台过
相应的类似“leed”评价指标体
系。一个中国能效项目组希望
到中国来推广他们的模式，搞
“中国好房子”

• 中国当时在引进消化德国的被
动房技术。

• 2024年，住建部新部长提出了
建设中国“好房子”的口号。

• 提出“绿色、低碳、智能、安
全”的 四条原则。

• 专家们的四化：
• 建筑长寿化
• 建设产业化
• 品质有两化
• 绿色低碳化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好房子”

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
完善标准规范，
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能的“好
房子”



2 PART TWO 好房子标准
主要内涵建议



中国住宅建设受政治经济影响，
特别是政治家的影响巨大

• 49年以后，告别了传统建筑形式；
• 住宅功能发生很大变化。居住功能单一；
• 住宅性能大幅度下降；
• 住宅建筑面积下降；（50年4.5平，78年3.6平）
• 居住环境不佳；
• 住宅投资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居住环境功能性能差

u 58年8月底，小平同
志来到四川德阳第二
重型机械厂工地，指
示厂区道路要建宽些，
将来可停飞机；

u 职工宿舍不建厨房，
将来都吃大食堂；现
在粮食吃不完，将来
耕地三三制；

u 农村即将达到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牛奶
鸡蛋；

u 机械工业三年可以赶
上美国；

u 配套设施比较完善。
周边公共配套和生活
服务设施比较完善。





学习苏联建设简易的集合式住宅
百万庄国家机关住宅小区 三里河国家机关住宅小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宅建设取得巨大进展

• 1978年10月20日，74岁的邓小平走进宣武门东大街16号楼，先
看了一个两居室,又看了一个三居室单元房。

• 他询问了房间面积，随行的市建委主任赵鹏飞回答说：“两居
室的大间是14平方米，小间9平方米；三居室分别是14、12、9
平方米。”邓小平似乎有些遗憾地说：“小了点儿。”

• 邓小平提议住宅“面积搞得大一些”。
• 然后他又指了指天花板问：“房间有多高？”赵鹏飞答道：

“层高2.9米，净高2.7米。”
• 邓小平用商量的口气提出“层高能不能降低一些，把面积搞得

大一些？”随行的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随口开玩笑说：“爸爸
您不能因为自己的个子矮，也得让房子变矮。”一句话把在场
的人都逗乐了，邓小平也慈祥地笑了。

• 邓小平在视察了京、津、唐3市不同类型的住宅楼后，经过深
思熟虑才向建筑专家们提出来进行商榷的。降低楼层，增加居
住面积，邓小平这一主张对我国之后的建筑业带来了重大影响。
在国家财力十分窘迫、房荒严重的非常时期，居民更需要实用
的居住条件。

• 邓小平对在场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人员说：“要请一些
会挑毛病的人来提意见，研究一下怎样把住宅楼修得更好些。”



邓小平关于住宅问题的讲话

• 78年9月，解决住房问题能不
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
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
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
家解决建筑材料；

• 建筑业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
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
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

• 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旧房子
也可以出售。买房可以分期付
款，提倡个人建房。

• 79年恢复国家建委；
• 80年颁布住宅建筑标准设计图集；
• 85年6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

《住宅建筑设计规范》；
使用面积（平方米）

小套 中套 大套

18平方米 30平方米 45平方米

厨房卫生间面积（平方米）

厨  房 3.5平方米

卫生间 1.1 1.2 1.8 2.0



住宅建设科技实验与示范
• 85年，建设《中国实验住宅小区》，国家经委支持、并列
    入国家“七·五”重大技术开发项目。先后在无锡、济南和天津
    三个城市分别建设一个完整的住宅小区，共计50多万平米。
     （面积不大功能全，占地不多环境美，造价不高质量高）。
• 86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地区居住建筑部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定义采
    暖区，并将墙体传热性能计入设计）
• 90年，成立建设部城市住宅小区建设办公室，在全国推广
      实验住宅经验和模式。
• 94年，启动《城市小康住宅科技工程与示范》



1986年: 中国第一部节能30%《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1996年: 中国第二部节能50%《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2001年: 中国第一部节能30%《夏热冬冷地区民用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
2010年: 中国第三部节能65%《严寒寒冷地区民用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
2010年: 中国第二部节能50%《夏热冬冷地区民用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
2015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
筑设计指南》；
2018年，中国发布《近零能耗建筑设计标准》；
        期间，多次发布和修改《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健康建筑评价标准》以及建筑室内环境方面的国家标准;
2022年，发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越南Chicland酒店

成都七一城市森林花园 & 汇锦新城



被动房屋与秦皇岛65%节能房屋各项技术参数比较

各项指标 德国被动房屋标准 秦皇岛65%节能房屋标准

外墙 屋顶 地下室顶板传热系数 U≤0.15W/(㎡.k) K≤0.45-0.6W/(㎡.k)

外门窗传热系数 U≤0.8W/(㎡.k) K≤2.35-2.8W/(㎡.k)

房屋气密性 n50 ≤0.6/h -------

室内温度 20°C - 26°C 18°C

空气相对湿度 40% - 60 % -------

室内二氧化碳含量（居住空间） ≤1000ppm -------

废气热量回收率 ≥ 75% -------

室内噪音控制 卧室≤30dB  起居室≤35dB 卧室≤37dB  起居室≤45dB 

体型系数（A/V) 0.4 0.26

超温频率 5% -------

注：秦皇岛冬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温度：-12°C，夏季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30.6°C。



“好房子”标准内容建议

• 总原则：“安全、舒适、绿色、智能”，实现从“适用”
                 向“舒适”的大幅度转变和提升；
• 功能齐全：进一步扩展，不仅是居住功能；要有一定的生产功能，居家办公、创业；储藏功能；

健身、康复、养老功能（健身房、桑拿间）；
• 性能优良：大幅度提高：以“舒适”为目标，温度、湿度、隔音、二氧化碳浓度等；
• 环境优美：回归中国传统：虚实、阴阳平衡，有房有院；
• 安全健康：结构安全、消防安全、空气水质安全；
• 绿色低碳：节能低碳能源系统；
• 空间面积较大增加：40～50平米/人均。目前中国城市是人均34平米，而且是建筑面积。

                                                           日本35平米、德国45 平米、法国55平米、

                                                            英国65平米、美国80～100平米（套内面积）



3 PART THREE 必须大力

推广清洁低碳供热



“舒适性”是“好房子”的重要标志

• 中国住宅从“适用”走向“舒适”的转变用了整整一代人76年；

•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
的中国特色。“舒适”是不是可以沿用国际标准？

• 国际上关于舒适性有一系列的指标。重要和关键的指标之一是舒
适性温度指标（18℃～26℃）；

舒适性温度每提高或降低1℃，
工作效率降低10%



按照舒适度标准建设“好房子”，
中国差距知多少？

• 北方采暖地区室内温度标准偏低；
• 采暖时间机械规定不合理；
• 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冬季十分寒冷
                               夏季十分炎热；
• 广大农村住宅室内热环境低下；
• 全国缺乏普遍性的热水供应。



以温度为核心全面提高住宅舒适性指标

• 北方采暖地区室内温度标准要提高；

• 采暖时间要以用户需要适当延长；

• 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冬季要增加采暖设施；

                               夏季要采取降温措施；

• 广大农村住宅要提高采暖水平；

• 全国普遍要增加热水供应



问题回到了原点：提高温度必然需要能源

• 建筑能耗一直是能源消耗的大户。发达国家均是如此，中国人长
期重视不够；

• 建筑节能在中国开展了近40年，只有近20年、近10年有了显著进
展；

• 从2005年开始，每年一度建筑节能大检查，促进建筑节能标准的全面执
行；

• 从2015年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极大促进了建筑节能技术水平
的提高；

•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促使人们对建筑节能的进一步认识和重视。



一、什么是建筑节能？
• 建筑省能

• 建筑中保持能源

• 提高建筑中的能源利用效率

   我国一直沿用“建筑节能”这个词，也包含了上述
三个含义。
二、建筑用能的范围

    国内人们一般通常说，包括建筑材料生产、建筑施工和建筑

物使用几个方面的能耗，这种说法把建筑用能跨越了工业生产和

民用生活的不同领域，从而与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我国

的建筑用能是指建筑使用能耗，即包括采暖、空调、热水、炊事、

照明、家用电器等方面的能耗。与工业、交通等并列，一般占全

社会能耗的30—40%







 中国2012年碳排放 80亿吨；超过美国52亿吨；
                              人均6.4吨，也超国世界人均4.6吨；
 中国2013年碳排放103亿吨;人均7.4吨；
       （北京人均7.6吨；柏林5.78吨）城市占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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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温度控制和碳排放目标

仇英 明 《桃花源图卷》（局部）

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国际社会确定全球共同努力的长期目标：
与工业化前（1861~1880年）相比，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维持在2℃以下。
u 即2012年到2100年88年间（已经又过去8年，剩下80年）全球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除了已排放

的，按照60%、50%、33%的概率，分别为4850亿、6950亿、10550亿吨；
u 每年全球排放空间为60亿、87亿、132亿吨。(平均每人每年1吨左右）；
u 中国每年碳排放100亿吨，建筑碳排放40~50亿吨（其中建材生产20-25；建筑运营25-30亿吨, 

其中采暖占70-80%，17.5-24亿吨）



党和国家最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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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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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进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
• 开展绿色建筑、绿色学校、绿色

医院创建行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 建设绿色低碳城市
• 优化城市结构和布局；
• 开展绿色低碳社区建设；
• 全面提高绿色低碳建筑水平；
• 建设绿色低碳住宅；
• 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率；
• 优化城市建设用能结构；
• 推进绿色低碳建造；

• 打造绿色低碳县城和乡村



国家有关部门的新要求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
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 提升建筑节能标准，推动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
展推进和支持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

• 完善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标准，鼓励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
支持利用太阳能、地热能和和生物质能等建设可再生能源建
筑供能系统。

• 推动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给体系。



Emissions Gap Report 2020

全球碳中和目标
• 法国和英国：2050年

• 欧盟：2050年

• 中国：2060年

• 日本：2050年

• 韩国：2050年

• 加拿大：2050年

• 南非：2050年

• 阿根廷和墨西哥：2050年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全球主要经济体碳排放变化和目标



碳达峰、碳中和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地位
• 1992年全球达成的《公约》和1997年达成的

《京都议定书》、2015年达成的 《巴黎协定》
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
文件。

• 目的是规范全球发展与保护的秩序，把发展放进
生态环境保护的笼子里。这三个文件是人类对气
候变化问题从科学认知到政治共识，再到具体行
动不断深化的体现。碳达峰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的阶段性目标，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的最终目标。

• 这些文件和 《联合国宪章》《关贸总协定》一
样都是规范世界秩序的法律依据。《联合国宪章》
是规范世界政治秩序的法律文件，它的基本原则
就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关贸总协定》后改称“世界贸易
组织”，但是它的基本宗旨没有变，即是规范世
界经济和贸易秩序的法律文件，它认为市场经济
和知识产权保护是维护当今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
的基本制度。

• 简而言之，与 《联合国宪章》
规范世界政治秩序和世贸组织规
范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一样，《公
约》《京都议定书》 和《巴黎协
定》规范全球发展与保护秩序的
法律地位也应该受到尊重。正如
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应对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
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
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
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



必须大力推广
清洁低碳能源供热

u大力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 ；
u大力推广太阳能可再生、清洁能源在

建筑中的应用；
u新型能源的必将兴起；
u大力发展立体园林建筑；



1.大力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什么是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

    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是指适应
气候特征和自然条件，通过高效的保温
隔热性能和良好的气密性能的围护结构，
采用高效新风热回收技术，最大程度地
降低建筑采暖制冷需求，并充分利用可
再生能源，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提供舒适
的室内环境，并满足绿色建筑基本要求
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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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屋与65%节能房屋能耗指标

各项指标 德国被动房屋标准 中国65%节能房屋标准

采暖一次性能源需求量 ≤15kWh/(㎡.a) ≤45.53kWh/(㎡.a) 

最大采暖负荷 ≤10W/㎡ ≤32W/㎡

制冷一次性能源需求量 ≤ 15kWh/(㎡.a) -------

采暖（制冷）、生活热水、家庭用
电和烹饪的年一次能源总消耗

≤120kWh/(㎡.a) -------

被动房屋能耗相当于中国建筑节能92%的标准



           10 candles        30 W/candle

                = 300 Watt

Passive House: 10 W/m²
  living room 30 m²



国内被动房碳排放量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平米碳排放量
（kg/a.m2)

备注

1 秦皇岛“在水一方”C15＃楼 37.00 供暖、制冷、通风、照明、生
活热水、电器设备

2 哈尔滨溪树庭院B4＃楼 90.00

3 株洲惠天然城市公园25＃楼 36.12

4 福建南安中节能1＃住宅楼 30.62

5 日照市新型建材住宅27号楼 32.88

6 大连博朗地产金维度项目 36.25

7 北京金隅西砂西12号楼 38.19

8 青海海东市丽水湾馨城F7号楼 76.27

9 北京焦化厂公租房 52.99-54.24













3.新型能源的必将兴起
• 中华民族是人类最早使用“火”做饭的民族；
• 中华民族是人类最早发明“火药”治病的民族；
• “一切都可以燃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能源短缺、
能源价格和环境约束，新型能源必将由中国人发明和兴起。



4. 大力发展立体园林建筑

中国人居住梦想   广阔的市场前景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城市建筑  农村建筑

新建建筑  既有建筑改造



立体园林建筑技术特征

支撑结构、围护技术 建筑采光设计

保障住户私密性
具有安全性
拥有良好采光
满足防火规范要求

绿化阳台支撑外挑技术
阳台凹坑结构
阳台覆土技术
阳台围护技术



立体园林建筑技术特征

新的建筑设计技术

相邻户间防干扰的花园布置
技术；
保证正常日照的户型设计技
术

新型结构技术

大悬挑楼板结构技术；
大开间无梁结构技术

植被培育技术

高层防风技术
气候适宜的本地植被配置
植被自动智能水肥一体化
喷灌系统

防水技术

防止植物根系破坏新技术



 国外立体园林建筑政策及实践

实
践
案
例

持续的适应性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并可以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些接触大自然。

多样化植被
雨水收集灌溉系统
太阳能板
沼气生产利用
资源回收系统
……



 国内立体园林建筑政策及实践

实
践
案
例

小区占地200亩，容积率3.75，每户花园55平米；
• 降低城市热岛效应：
• 减低周围环境温度2—3度，明显降低空调负荷；
• 每天吸收二氧化碳1200公斤，每年固碳348吨，2.32kg/a.m2
• 收集雨水减少城市排水负担；
• 生活污水、厨房垃圾浇树可以减少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负荷和碳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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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改造中的“植入”四季变化的生态景观；

更舒适健康



4 PART THREE 结论与建议



结论与建议

•“好房子”：由“适用”向“舒适”的重大
转变。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意义十分重
大；

•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以舒适温度和舒适性为
目标的清洁低碳建筑能源系统；

•组建队伍：进军应用领域。



感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