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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  

摘要：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最大限度的节约资

源，建设高品质的建筑，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以绿色建筑项目全寿命周期为前提对项目采用的关键技术、总体技术、整体综

合效益进行了技术经济评价与分析。提倡绿色建筑，促进建筑 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建筑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  

贾明  朱海潮  魏晨辉  潘盛德  

(1．长安大学；2．西安市莲湖区事管局房管所710082西安；3、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前言  

    舒适、健康、高效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追求。大量人居住宅和宏大公共建筑物在建造和运行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并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改善和提高人居

环境质量的同时，如何促进资源和能源的有效利用，减少污染，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是建筑业发展面临的

关键问题。我们应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合到建筑的全寿命过程中，通过采用新技术、新材料、降低资源和

能源的消耗，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使用者提供健康舒适的工作或生活环境，而最终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2.传统建筑能耗现状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有目共睹的，并成为继工业、农业、商业之后新的国民经济

的支柱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传统建筑业的发展大多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难

循环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也就是建筑业在增加GDP的同时，也烙上能源消耗量大、利用率低、污染严重等印

记。根据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全国建设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目前我国建筑能源已占到全社会终端能

耗的27.5％。我国现有城乡建筑面积近500多亿m2左右，都是高能耗建筑，且污染严重。据测算，大气中s0：

浓度值采暖期平均为非采暖期的6倍。预计到2020年，建筑面积将达到800—1000亿m2如果不采取有力的节能

措施，每年建筑耗能将达1.2万亿度电、煤4.1亿吨、水、油等…接近目前全国建筑能耗的3倍。”可见，亟需

发展适合人居环境的建筑。  

国家八部委在《“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中提出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

目标。当前我国各级政府主要领导都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以引起世界各国建筑

发展行业的关注。  

3.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  

    据我国2006年6月起实施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定义。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

度地节约资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

间，与自然和谐共尘的建筑。绿色建筑的发展是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的必需。1994年我国政府通过《中国21世

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人类居住发展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并动员全国人

民参加，建成规划布局合理、环境优雅、清洁、安静、和谐、舒畅的居住区。当前我国政府正在加快此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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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中国目前正处于各建筑业飞速发展的最好阶段，提倡和发展绿色建筑对于我国甚至全球性的节约能源及

优化自然环境，都是十分紧要的，可以看到绿色建筑的诸多优势和明朗前景，但为何仍淤滞不前；绿色建筑

的概念在国内炒得沸沸扬扬，但具体实践中却与真正的绿色建筑相差很多，许多开发商为了迎合消费者心

理，纷纷打出“绿色”、“康居”的旗号增加卖点。这表明了人们在追求绿色、生态、健康、环保的同时，

也将人们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引入了误区。然而，建一点园林，造几处水景，这样的建筑远未达到“绿色

建筑”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政府推广力度  

    虽然政府加大绿色建筑(如节能建筑的推广)，但开发商常常从短期利益出发，使得政策执行不力，就会

出现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局面。  

    (2)造价较高  

    绿色建筑的初期投资增加，开发商不了解绿色建筑未来运行成本的降低和绿色建筑自身带来的效益，从

思想上不能接受绿色建筑的实施。  

    (3)采用新技术  

    投资者和建设者对绿色建筑技术认识不够，掌握不够，担心新技术采用的风险而不愿意尝试。  

    (4)认识误区  

    建筑的使用者对绿色建筑知识的缺乏，存在“绿化率较高’“节能建筑”、“绿色建筑是高科技建

筑”、“绿色建筑是昂贵的建筑”等片面的理解。  

    绿色建筑发展的直接力量还是在于如何使开发商和使用者达到双赢，而目前国内关于绿色建筑技术(节能

减排)方面研究较多，但在经济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就使得绿色建筑的宣传和推广缺少经济力量。使用者看不

到使用的好处，担心绿色建筑是高昂的建筑，担心绿色建筑的真假…这些原因自然会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

发展。  

在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必然成为未来建筑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绿色建筑发展

的契机。  

4.绿色建筑全寿命技术经济分析  

    4.1项目关键技术经济评价  

    在对绿色建筑进行技术经济评价时，其采用的关键技术的评价对整幢建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关

键技术的评价可以为投资者在技术方案的选择上提供科学的参考和依据。采用如下几项指标进行技术经济评

价。  

    (1)绿色技术增额投资净现值  

    以节约的能耗支出作为节能收益，在使用的全寿命周期过程中将其与后期费用以某一折现率折现到评价

初期，和初始关键技术增额投资求差值，由此来判断此项关键技术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  

    (2)绿色技术动态增额投资回收期  

    以绿色关键技术在使用全寿命周期过程中节约的能源支出抵偿建筑物采用该项技术的投资增额所需的时



间。  

    (3)绿色技术增额内部收益率AIRR两个方案各年净现金流量的差额的现值之和等于零时的折现率。主要用

于关键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比较。  

    (4)绿色技术节约单位能源的增额成本现值。有某项节能、环保技术所增加的初始成本和在使用全寿命周

期过程中的后期费用折现所得的成本差额现值与生命周期内能耗节能所得比之所确定的评价指标，可较直观

地反映出节约单位能源的成本，判断其经济合理性。  

    (5)关键技术组合选择评价  

    可采用净现值率(NPVR)或增量IRlt排序法，NPvR大小说明该方案单位投资所获得的超额净收益的大小。

按大小依次排序，依此次序选取方案，直至选取的方案组合的投资额最大限度的接近或等于投资限额，所能

获得的节能效益也最大。  

    4.2项目总体技术经济评价  

    (1)项目增额投资净现值  

    对绿色建筑和传统建筑的造价进行对比，它反映绿色建筑在生命周期内节能收益能力的动态指标，其计

算依据绿色节能措施实现后的年实际节能收益额与后期费用差额，按选定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价期的现值，与

初始投资增额求差额。  

    (2)项目增额投资回收期     

    运用差额比较法对项目的净现值和投资回收期进行估算，以绿色建筑在使用全寿命周期中总体节能收益

抵偿绿色建筑物总体投资增额收益所需的时间，其研究的关键是绿色项目整体投资增额基准回收期的确定。  

    (3)项目经济敏感性分析  

    不确定性分析中单因素敏感性分析，在经济评价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预测项目的主要

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对项目评价指标的影响，从中找出敏感因素来，确定评价指标对该因素的敏感程度和项

目对其变化的承受能力。  

    4.3项目整体综合效益的评价  

    在综合效益评价中应充分应用“全生命周期”思想，关注建筑项目的前期策划、中间建造活动、日常使

用、维修直至拆除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影响，同时考虑建筑评价中的多因素和模糊性

等特点，利用机遇模糊集理论和数学模型的综合评价方法，对绿色建筑关键技术全寿命周期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行分析。  

5.结束语  

    建筑业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一部分(衣、食、住、行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其整个过程对于外部环境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各国政府纷纷力推绿色建筑。我国才刚刚起步，还有待于技术、材料、观念与市场的进一

步成熟。要借助于不同的经济评价模式，评价指标让人们看到绿色建筑技术的经济性、合理性，使得绿色建

筑的综合效益和长期优越性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改变人们对绿色建筑“高成本”的片面认识，从而使得开发

商与消费者达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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