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揭阳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揭府办〔2014〕7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

《揭阳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反映。

揭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 7月 25日
揭阳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3〕49号）
要求，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加快转变我市城乡建设模式和建筑业发展方式，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我省确定的绿色建筑发展技术路线和绿色建筑标准体系为标准，以政府投资建筑、保障性住房、大型公共建

筑（单体建筑面积在 2万平方米以上）为重点，逐步推行绿色建筑标准，切实提高绿色建筑在全市新建建筑中
的比重。从 2014年 1月 1日起，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政府投资新建的公共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从
2017年 1月 1日起，全市新建保障性住房全部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到“十二五”期末，全市累计建成绿色建
筑 50万平方米以上。到 2020年底，绿色建筑占全市新建建筑比重力争达到 30%以上，建筑建造和使用过程
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接近或达到我省同期水平，公共建筑全面实行能耗定额管理。

二、重点任务及分工

（一）大力实施城市降温行动。

1．编制实施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建立符合揭阳市实际的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将低
碳生态的主要目标和技术指标落实到各层次法定城乡规划，以科学规划统筹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城乡规划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国土资源局、环境保护局，列第一位的为牵头负责部门，

下同）

2．研究制订城市热岛效应改造相关技术指引，通过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实现城市整体降温，开展对城市热岛效
应的遥感监测和评估分析，编制城市热岛改造计划，推进旧社区低碳生态化改造，3年内选取 1—2个热岛效
应明显的社区开展降温改造，有效降低各类建筑的使用能耗。开展低碳绿色社区创建活动，通过市场手段逐步

推动新建社区达到绿色低碳标准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环境保护局、气

象局）

3．组织开展城市地形地貌、水文气候等自然环境的调研，严格落实对城市自然地貌和水系的保护，以低冲击
开发的原则指导城市发展建设，保持城市自然通风廊道和排涝系统通畅。（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国土资源局、

环境保护局、水务局、气象局）

4．打造绿道网络，着力建设城市步行、自行车绿道。（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乡规划局、交通运输局）
5．通过构建由区域绿地、风景名胜区、城乡公园、河湖湿地等构成的生态板块，以及由河道走廊、湖海岸线、
绿道等构成的生态廊道，形成有效衔接、相互协调的绿地生态网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乡规划局、国土

资源局、环境保护局、水务局、林业局）

6．严格落实城市建筑密度、屋顶绿化面积比例、硬质地面透水面积比例、清洁能源利用率等指标要求，开展
城市大广场、硬铺装和大面积玻璃幕墙改造，实施城市立体（屋顶、墙面、阳台）绿化工程，在榕城区开展立

体绿化城市试点工作（市城乡规划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林业局）

（二）加强新建建筑节能工作。

严格执行工程建设节能强制性标准，提高设计、施工阶段建筑节能标准的执行率，力争到“十二五”期末执行

率达到 100%。大力推广绿色设计、绿色施工，广泛采用自然通风、遮阳等技术，引导新建建筑由以节能为主
向绿色建筑发展方向转变。（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三）严格落实重点建筑节能环保要求。

1．新建大型公共建筑和政府投资新建的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以及其他公益性建
筑，从 2014年 1月 1日起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建筑建设的增量成本纳入投资预算。（市财政局、住
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

2．新建保障性住房逐步执行绿色建筑标准。从2014年1月1日起，全市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比例不低于25%，
并逐年递增 25个百分点；从 2017年 1月 1日起，全市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
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

3．上述项目不按绿色建筑标准规划设计并建设的，不得批准项目立项和节能评估文件，不得办理规划许可和
竣工验收备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城乡规划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

（四）贯彻执行绿色建筑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

1．在国家、省绿色建筑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管理、评价标识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的基础上，结



合我市实际,编制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绿色建筑相关技术指南。（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
局、科技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质监局）

2．加强绿色建筑评价能力建设，支持绿色建筑评价和咨询中介机构开展设计咨询、产品部品检测、单体建筑
第三方评价、区域规划等工作。加强全市一、二星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报工作。对按绿色建筑标准建造的一般

住宅建筑和非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鼓励申报自愿性评价标识；对按规定应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逐步实

行强制性标识制度。（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

（五）全力打造绿色建筑试点示范。

“十二五”期间，积极开展绿色建筑试点示范工作。

1．在现有已立项的符合条件的各类城（园）区中，开展具有岭南特色的绿色生态城（园）区示范工作。力争
绿色生态城（园）区 50%以上的新建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星级评价标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
济和信息化局）

2．打造建筑节能产品生产和技术服务重点企业，重点扶持具有一定规模和条件的企业做大做强，逐步建立我
市建筑节能产业链。（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局、住房城乡建设局）

3．从获得绿色建筑标识的各类建筑中，择优选出绿色建筑示范项目，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到“十二五”期末，
全市累计建成绿色建筑 50万平方米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
（六）加快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1．严格执行空调温度控制标准，建立和完善国家机关、学校、医院、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等建筑的能源
审计、能效公示和能耗定额管理制度，加强能耗监测和节能监管体系建设，按绿色建筑要求开展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局、住房城乡建设局、质监局、

财政局）

2．按照能耗定额管理制度和各类公共建筑的能耗定额标准，每年确立一批既有建筑作为节能改造市级示范项
目，以商业、酒店、办公建筑等为重点，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等模式，制订节能改造方案并实施节能改造。（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局、机关事务管理局、质监局）

3．推进全市既有建筑节能信息统计工作，力争在 2014年底前完成对既有建筑建设年代、结构形式、用能系
统、能源消耗指标、寿命周期等信息的调查统计和评价分析，制订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计划，明确节能改造的目

标、范围和要求，并出台相应的强制措施和激励政策。（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展

改革局、统计局、机关事务管理局）

（七）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

1．积极推动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
和信息化局、科技局、质监局）

2．根据太阳能光热建筑应用相关规范，争取在 2015年前出台强制性推广政策，鼓励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项
目建设，研究完善建筑光伏发电上网政策，推广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加快微电网技术研发和工程

示范。（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科技局、物价局）

（八）不断加强建筑节能科学研究和标准化工作。

1．开展绿色建筑技术研究，推动建筑节能科技进步，积极探索适合我市气候特点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技术
路线。（市科技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住房城乡建设局）

2．贯彻省建筑行业能效评价对标体系和与绿色建筑施工相适应的计价标准，为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

3．编制绿色建筑重点技术推广目录，加大绿色低碳技术与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市科技局、发展改革局、
经济和信息化局、住房城乡建设局、质监局）

（九）大力推动建筑工业化发展。

1．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力推广安全耐久、节能环保、施工便利的绿色建材，大力推广新型墙体材料及相
关建材。推广高性能混凝土和高强度钢筋，到 2015年底，标准抗压强度 60兆帕以上混凝土用量达到总用量
的 10%以上，屈服强度 400兆帕以上热轧带肋钢筋用量达到总用量的 45%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
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科技局、质监局）

2．加强建材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的质量监管和稽查，杜绝性能不达标的建材进入市场，坚决打击以生产“环
保砖”名义生产实心砖的违法行为。（市质监局、经济和信息化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工商局）

3．在省建立促进建筑设计、施工、部品生产等环节工业化发展的技术规范体系的基础上，推动结构件、部品、
部件的标准化，提高标准件的通用性和可置换性，积极推广适合工业化生产的预制装配式混凝土、钢结构等建

筑体系，支持集设计、生产、施工于一体的工业化基地建设，鼓励新建住宅一次性装修到位或实施菜单式装修，

提高建筑工业化技术集成水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科技局、质监局）

（十）规范建筑拆除及建筑废弃物利用工作。

1．加强建筑维护管理，对符合城乡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正常使用寿命内的建筑，除基本的公共利益需要
外，不得随意拆除，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稳定性。拆除大型公共建筑的，要按程序提前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

接受社会监督。探索建立建筑报废拆除审核制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拆除行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



革局、监察局、国土资源局）

2．根据省制订的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规范和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标识制度，规范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工作。按照“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对建筑废弃物进行收集、运输和处理。因地制宜设立专门的建筑废弃物

集中处理基地。（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科技局、国土资源局）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工作责任。

根据国家、省下达的目标任务，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将我市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到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明确工作责任，并将绿色建筑行动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已有的相关考评体系，考评

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将绿色建筑行动执行情况纳入市节能减排和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检查督查的重要内容，开展绿色建筑行动专项督查。

（二）加大政策激励。

研究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积极支持开展绿色建筑相关工作。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市城乡规划局、国土资源

局研究制订容积率奖励政策，在设定土地使用权出让规划条件时明确绿色建筑比例。“十二五”期间，市财政

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建筑节能减排工作，推动建筑节能科技进步。从 2014年开始，市财政从节能专项资金
中统筹安排资金，对绿色建筑技术研究和评价标识制度建设等工作给予适当补助，对获得国家、省级星级评价

标识并完成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具有示范意义的绿色建筑给予奖励，制订市发展绿色建筑的激励政策，具

体办法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市财政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等部门研究制订。

（三）严格建设全过程监督管理。

在新区建设、旧城改造等工作中，严格落实绿色建筑指标体系要求，市城乡规划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城乡建

设局要按各自职能加强规划审查、土地出让监管和施工监管，并在设计方案审查、施工图设计审查中增加绿色

建筑相关内容，对应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而未通过审查的项目，不得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对

自愿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在项目立项时要标明绿色星级标准，建设单位应在房屋施工、销售现场明示建

筑节能、节水等性能指标。

（四）强化监管能力建设。

推进我市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的建设，尽快对全市建筑重点用能单位的建筑能耗进行实时监

测，提高统计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推行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第三方评价制度，强化绿色建筑评价监管机构能力建

设，严格评价监管。加强建筑规划、设计、施工、评价、运营维护等人员的培训，将绿色建筑知识作为相关专

业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执业资格考试的重要内容。

（五）加强宣传教育。

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宣传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典型案例、先进经验，加强舆论监督，

营造开展绿色建筑行动的良好氛围。将绿色建筑行动作为全国节能宣传周、科技活动周、城市节水宣传周、全

国低碳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等活动的重要宣传内容，提高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知度，倡导绿色消费理念，

引导公众合理使用用能产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及时制订本地区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并于

每年 1月 20日前将上年度工作情况书面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