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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绿色建筑促进条例》正式列入省人大常委会2018年立法计划——

我省绿色建筑发展将步入法治化轨道
我省绿色建筑面积
全国排名第六

相关

发展绿色建筑
能改善环境节约成本

党的十九大提出，在本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成为现
代化的重要属性。省委九届六次全会
作出 《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
定》，强调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坚持生

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加快
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
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经济体系。

建筑业是我省支柱产业之一，对经
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和民生改善具有
重要作用。然而，建筑是能源资源最主
要的消耗源和环境污染源。据住建部

统计信息显示，我国建筑的能耗约占全
社会总能耗的 33.3%，建筑业的二氧化
碳排放占全国总体排放的43.7%。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筹办 2022 年冬奥会以及

“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
重大工程的实施，我省建筑业迎来大
发展、大跨越的重大历史机遇。同

时，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也面临着巨
大挑战，迫切需要探索并建立可持续
的建筑业发展模式。

“构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是河
北承担的重大历史责任。”省人大常委
会城建环资工委主任杨智明表示，在
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地方立法引领和
保障绿色建筑快速健康发展，推进建
筑业发展方式和城乡建设模式的转
变，对积极应对能源安全战略、减少
污染排放、改善人居环境，推动我省
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本报讯（通讯员韩新春）通
过政府推动和市场行为引导，
2017 年，全省新建建筑中绿色
建筑面积占比达到了 37.2%。
2010 年至 2017 年，全省累计绿
色建筑评价标识项目478项，累
计评定标识面积 3944.04 万平
方米，绿色建筑数量和面积都
在全国排名第六位。

“近年来，我省从政策体系、
标准体系到示范引领方面都积
累了较为丰富的绿色建筑规划、
建造、管理经验。”省人大常委会
城建环资工委主任杨智明介绍，
在政策体系方面，已起草完成

《河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草
案）》，并 列 入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2018 年立法计划。此外，还印发
了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示范项

目监管和验收，河北省绿色建筑
创新奖申报评审，绿色建筑第三
方评价等方面的相关文件。

在技术体系上，颁布实施
了与我省绿色建筑相关的评价
标准、运营标准和施工管理三
部技术标准，编制完成了《河北
省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要点》。
目前，我省正在组织编制强制
性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设计
标准和绿色建材评价标准，以
保证绿色建筑的建造真正做到
从设计、施工到运营的全过程
管控。

“2014至2016年，我省共支
持156个示范项目，有力推动了
全省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和
新型建材（墙材）推广等工作开
展。”杨智明介绍。

本报讯（通讯员韩新春）制
定《河北省绿色建筑促进条例》
已正式列入省人大常委会 2018
年立法计划。对老百姓而言，大
力推广绿色建筑有哪些好处？
对此，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
工委主任杨智明表示，随着近
年来我省城市建设的飞速发
展，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灰霾天
气经常出现。通过发展绿色建
筑，可以为改善大气环境作出
重要贡献。

“购买绿色建筑能为老百姓
节省使用成本。”杨智明表示，拿
绿色建筑中二星级建筑来说，一
栋二星级绿色建筑的建造成本，
只比普通节能建筑的建造成本
增加 30 元/平方米左右。也就是
说，对于100平方米左右的居住
建筑，每套住宅增加的成本为
3000 元。这相对于一套售价在
100 万元左右的住宅来说，增量
成本不到0.3％。而一套100平方

米的二星级绿色建筑，在河北，
每年每平方米可节约 8 千瓦时
电，按照1千瓦时电0.52元计算，
每年可节电费416元；每年每平
方米可节水 0.44 立方米，按照 1
立方米水 3.7 元计算，每年可节
水费 162.8 元，全年水电费用共
节约 578.8 元。这样初次增加的
成本在5年内能收回，以后则可
以长期节约使用费用。以一栋建
筑使用寿命70年计算，一套100
平方米左右的住宅，长期使用节
约的能源费用约为5万元。

绿色建筑还能提高老百姓
的生活质量。杨智明介绍，绿色
建筑小区由于布局合理、减少
了小区热岛效应，夏季小区内
相对阴凉与通风，冬季室外不
会出现强烈的吹冷风感，适合
人们一年四季室外休闲和活
动。此外，绿色建筑因为其屋
面、外墙、外窗的隔热效果好，
夏季可减少空调使用能耗。

杨智明表示：“开展绿色建筑立法，
主要目的是在建筑行业落实绿色发展
理念，将绿色建筑纳入基本建设程序过
程控制，通过形成有利的体制机制和市
场环境，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
作用，从过去的‘评价引导’转向‘目标
引导’和‘立法保障’，从制度化、规范
化、法制化方面促进绿色建筑发展。”

据介绍，《河北省绿色建筑促进条
例（草案）》从 2015 年起即着手起草工
作，基本涵盖了绿色建筑工程管理、绿
色建筑运营管理、绿色建筑技术与应
用、制度保障与激励及法律责任等绿色

建筑发展的核心内容。条例（草案）于
2016年底报送省政府法制办。

省人大城建环资委 2017 年即提前
介入立法工作，积极推进，组织召开立
法专家座谈会，赴邯郸、保定等地实地
调研，就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需要规
范的重点内容及法规草案的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进行研究论证，梳理出立法需
要重点规范并完善的三个方面问题。

杨智明介绍，一是进一步规范并
完善绿色建筑发展要求。政府应将发
展绿色建筑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举措，做好战略

规划。二是进一步规范并完善绿色建
筑工程管理制度。将绿色建筑纳入基
本建设程序过程控制，规定一系列绿
色建筑管理的基本制度，依法明确各
个责任主体的责任。三是进一步规范
并完善绿色建筑发展的约束与激励机
制。政府要采取适当激励政策加以引
导，推动政府和企业、消费者等市场
行为主体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

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制定《河北
省绿色建筑促进条例》，并作为推进我
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点立法项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任范照兵和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王晓东明确要求，要深入搞好立
法调研，把立法过程作为向全社会宣传
绿色发展理念的过程，切实保障立法
质量。

杨智明介绍，省人大城建环资委将
继续开展专题立法调研，全面了解全省
绿色建筑发展情况，学习先进地区立法
经验，准确把握绿色建筑发展的要求，
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绿色建筑知识和绿
色发展理念的宣传，广泛征求人大代
表、行业主管部门以及业内专家学者、
建筑业从业者等社会各方面意见建议，
组织好法规草案的研究论证，提出审查
修改意见，努力立出管用、有效、可操作
性强的法规。

近几年，我省绿色建筑获得快速发
展。2017 年全省新建绿色建筑 1944.6
万平方米，占新建建筑的37.2%，绿色建
筑评价标识项目 162 个，评定项目总建
筑面积 1074.13 万平方米。2010 年到
2017年，全省累计获得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 478 项，累计建筑面积 3944.04 万平
方米，标识数量和面积逐年稳步增长，
均在全国排名前列。

但是，与我省每年竣工建筑面积

相比，绿色建筑规模仍然偏小。按照
我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三
五”规划，到 2020 年，城镇新建建筑
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获得绿色建
筑评价标识项目中二星级以上项目比
例超过 80%，并提高获得运行标识项
目所占比例。要完成这些指标，任务
还很艰巨。

据介绍，目前，我省发展绿色建筑
的政策基础和技术标准已经比较完备，

出台了《关于开展绿色建筑行动、创建
建筑节能省的实施意见》《河北省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建筑技术应用也日渐
成熟，绿色建筑的增量成本逐年降低。

制定绿色建筑发展的地方性法规，
一些省市也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为
我省立法提供了借鉴。据介绍，2015 年
7 月 1 日，《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颁布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绿色建筑发
展条例。随后，浙江省、合肥市也相继颁

布了绿色建筑条例。贵州、广西、陕西、
山东等省的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中，对绿
色建筑发展的内容也做了相关规定。此
外，青海、江西及广州、深圳等省市也颁
布了相关绿色建筑的政府规章。

“绿色建筑涵盖建筑规划、设计、审
查、施工、监理、检测、验收、运行等全过
程，涉及多个部门职责。”杨智明说，通
过立法将绿色建筑发展纳入法治化轨
道，依法明确各部门职责，形成各司其
职、合力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局面，用
法律的强制力规范和保障绿色建筑发
展 ，必 将 开 启 我 省 绿 色 建 筑 发 展 新
篇章。

□通讯员 韩新春

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绿色建筑快速发展为地方立法奠定基础

实现法治意识和绿色发展意识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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