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空前挑战：地球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与气候变化



中国对控制气候变化进程的决定性承诺

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解耦，由黑色能源驱动转为绿

色能源驱动



建筑行业的碳排放未达预期

• 建筑的物质性决定了建筑行业对资源、能源的严重依赖，且难有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出现

• 有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碳达峰预计在2039年左右实现，晚于2030国家整体达峰时点

• 限于热力学定律的约束，物理原理节能技术的边界效益逐渐降低



建筑行业的碳排放未达预期

•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能源消耗正相关，美好生活需要能源消费支撑

• 中国的建筑总量、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仍在继续增加

• 中国建筑节能的真实水平并不容乐观



中国建筑能效提升的技术路线

• 能源、能效与环境是绿色建筑的基石，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是绿色建筑的本质特征，零碳运

营是绿色建筑的终极目标

• 完善亦或缺憾：2019版绿建标准的价值导向



二、应对与展望

• 1、理论 建筑学与建筑设计的创新变革，“热力学将成为建筑的引擎”

• 未来建筑的范式有可能出现由“形式追随功能”到“形式追随能量”

位于荷兰格罗宁根的欧洲能源学院形象展示了“形式追随能量”的建筑新范式



2、法规 强制执行的法定建筑节能标准更有利于实现建筑碳中和

• 碳中和目标需要顶层设计和标准先行

• 近零能耗建筑+建筑可再生能源法规可有力推动建筑碳中和

• 国标GB/T51366定义了建筑碳排放计算方法，其中有很多设定

条件

• 统计口径的碳排放分析更有意义：ISO 16745定义的建筑碳排

放分为三个范畴，CM1至CM3



3、规划 从单体到住区，先进规划理念助力实现碳中和住区

• 小街区，密路网，围合式居住区规划的收益、代价和取舍

• 环境、邻里、私密、便利性、运营成本；朝向、采光、视野，套型

苏黎世围合式住宅 通州副中心“36m住区”规划 柏林百年住宅

https://www.archdaily.cn/cn/891743/93ge-jian-zhu-ru-wei-2018-riba-lun-dun-jiang/5abc3debf197cc1145000049-93-building-shortlist-announced-for-2018-riba-london-awards-image


4、材料 建材与建造的低碳化，建筑全寿命周期评价

• 虽然ISO 16745标准定义的是建筑运营阶段碳排放的计量、报告和核证。但从达成碳中和目标的要

求看，建材与建造阶段的碳排放也无法忽略

• 传统低蕴能建材（砖、木、石、生土等）的值得重新审视



5、能效 满足需求前提下的降低能耗

• 建筑和建筑能源需求的特征决定了它非常有利于利用低品位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低㶲策略：热泵技术是最有潜力的建筑供能技术之一

• 全电化、直流化是建筑未来能源系统的发展方向



6、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 中国的建筑总量已超过670亿m2，若以碳中和的目标衡量，所有既有建筑都未达到理想节能状态

• 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应探索市场化的推动措施



7、智慧建筑、智慧城市将有力支持碳中和目标

• 虚拟的数字世界仍是为实体的经济、社会和人服务的，BDT（建筑数字孪生）、SIM（城市信息模型）

可以为能效管理提供有力支持，例如智能电网等

• 目前商业开发项目中，能够实施的大多属于智能建筑范畴；智慧建筑、智慧园区仍处在探索阶段；

构建智慧城市可能是未来10年的目标



三、当代置业对未来居住的探索——两个案例

• 低影响开发——房山区度假酒店项目

• 低技术策略应用：使用本地材料、回收材料降低环境影响，使用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



房山区度假酒店项目

• 被动设计：建造可持续的低碳建筑

• 夏季以通风、遮阳，半室外灰空间等被动设计保证室内舒适温度，辅以空调降温；冬季采用低温辐

射供暖系统



自然采光：让更多的光线进入室内



通州当代府——居住综合体

• 住区业态包括住宅、写字楼、商业，还有一座建筑艺术博物馆

• 以数字社区为建设目标，博物馆的设计标准为碳中和建筑



博物馆的设计以“能量流动”作为建筑形态生成的创意

• 以超低能耗为建筑物理模型，以主动式建筑策略实现舒适健康、节约能源、环境友好的三重目标

• 主动式建筑策略——基于环境感知的智能化控制，让建筑系统与室内外环境动态适应

• 采暖、制冷、通风、照明系统的选择要求以最高能效方案实现

• 可再生能源主要以屋顶的光伏发电系统



博物馆以零碳建筑为目标

• 基础是超低能耗被动设计，辅以光伏发电可再生能源系统，整栋建筑实现净零能耗



当代博物馆已获得多项先进建筑标准认证

• 主动建筑国际联盟对通州建筑艺术博物馆的主动建筑认证评定以及超低能耗建筑、PHI、健康建筑

等认证

• 在室内环境、节约水资源等方面做到优秀；在光环境优化、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