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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泰建字〔2021〕1 号

关于印发《泰安市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实施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和改革局、教育和体

育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人民银行各县（市）支行、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泰安银保监分局各监管组，各功能区主管部门：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泰 安 市 教 育 局
泰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国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行
泰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泰安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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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我市绿色建筑、建筑节能高质量发展，按照《关于

印发<山东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建节科

字〔2020〕65 号）要求，编制《泰安市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

计划》，现予以印发，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执行。

附件：泰安市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计划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泰安市教育局 泰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国人民银行泰安市中心支行 泰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泰安监管分局

2021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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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计划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家、省、市生态文明建

设决策部署，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

念，推动我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按照《山东省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制定本实施计划。

一、创建目标

2021-2022 年,全市新增绿色建筑 1000 万平方米以上。到

2022 年，城镇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达到 90%以上，星

级绿色建筑持续增加，住宅健康性能不断完善，绿色建材应用

进一步扩大;城镇新建建筑装配化建造方式占比达到 34%以上，

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加快推进;建筑能效水平进一步提升，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和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发展扎实推进;绿色

建筑技术研发与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全

面推广，创建活动群众积极参与，加快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社

会氛围。

二、重点任务

（一）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1.科学编制发展规划。编制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会同

相关部门科学确定绿色建筑总体发展原则和目标，及时报市政

府批准并组织实施。

2.全面落实绿色建筑。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



— 4 —

筑标准,其中，政府投资或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及其他大型

公共建筑，按照高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建设。积极推动绿色建筑

全过程监管，不断扩大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的执行范围。

3.规范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评价。制定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管理办法，加强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开展一星级绿色建筑标识

评价工作，积极组织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申报工作，建立标

识撤销机制。

4.推动绿色城市、绿色智慧住区建设。推动城镇新区按照

绿色生态城区标准规划建设，建筑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支

持具备条件的县（市、区）整合政策资源，全面按照《山东省

绿色生态示范城镇建设指南》落实相关指标打造绿色城市，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提升建筑能效水平

5.新建建筑节能稳步推进。全市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建筑

节能强制性标准执行率 100%，新建居住和公共建筑节能指标分

别达到 75%和 72.5%以上。健全设计、图审、施工、监理、验收

全过程闭合监管机制，确保节能工程质量。积极发展超低能耗

建筑、近零能耗建筑。持续推进公共建筑能耗监管系统建设，

扩大公共建筑能耗监管平台覆盖范围，新建大型公共建筑全部

纳入能耗监控平台。

6.扎实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继续开展既有居住建筑供

热计量及节能改造，推动高校、医院、科研院所等重点用能单

位率先开展节能改造。探索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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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推广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市场化模式。

7.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实施可再生能源集中连

片推广，保证可再生能源在绿色生态城区建设的应用比例。因

地制宜推进太阳能、地热能、空气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建筑用能中的比重。新建高度 100

米以下民用建筑全面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并与建筑主体工程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保证工程质量和使用安全。

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优先使用浅层地热能供暖、制冷，鼓励大

型办公建筑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装置。

8.住宅健康性能不断完善。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创建住宅

健康性能示范。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开发、设计、施工、

物业服务、建材设备生产等市场主体，开展健康建筑技术研究，

推动绿色健康技术应用。

9.推进建筑节水利用。落实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推动“渗

滞蓄净用排”等设施建设改造。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和喷灌、微

喷等节水技术，提高雨水、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利用比率。倡

导建筑与小区雨水再利用及雨污管网分流，实现源头雨水污染

控制和资源化利用。

(三)推动建造方式革新

10.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积极稳妥推进建筑产业化工作，

政府投资项目、新建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

及地下管廊等项目全部采用装配式建造，新供地房地产开发项

目，装配式建筑面积占该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应达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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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并按 2%增幅逐年提高，装配式建筑装配率不低于 50%。积

极引导新建公共建筑采用钢结构装配式进行建设。推动装配式

装修，并逐步达到装配化装修要求。不断提高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建造质量和水平。

11.推动绿色建造。积极推广绿色施工技术和标准体系，鼓

励城镇建筑和市政工程积极推广绿色施工，政府投资或主导的

建设工程率先推行绿色施工，积极创建国家级和省级绿色施工

科技示范工程。

12.推动绿色建材应用。推进绿色建材评价认证和推广应

用，鼓励采用绿色建材采信数据库中的产品，政府投资或主导

的建筑工程和高星级绿色建筑优先使用绿色建材评价标识产

品，提高城镇新建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培育绿色建材示范

产品、企业和工程，发展新型绿色建材。

(四)加强技术研发推广

13.推进科技创新。鼓励企业成立技术研发中心，自主或与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联合开展绿色建筑相关技术研发，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建筑业企业科技进步和转型升级。加

大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对绿色建筑科技研发支持引导。支持

符合条件的绿色建筑科技成果和工程项目申报绿色建筑创新

奖、华夏技术奖及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14.提升智慧化水平。提高 BIM 技术在新建绿色建筑、装配

式建筑设计、施工、监理、运营应用水平。探索 5G、物联网、

人工智能、建筑机器人等新技术在工程建设领域应用，促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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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方式“智慧”升级。推广智慧住区建设模式，提升住区管理

智慧化、精细化水平。

(五)建立使用者监督机制

15.积极推行使用者监督。按照国家和省部署，以星级绿色

住宅为重点逐步建立使用者监督机制，适时将住宅绿色性能和

全装修质量相关指标纳入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及住宅质量保证

书、使用说明书，明确质量保修责任和纠纷处理方式。

16.加强购房人技术指导。制定绿色住宅购房人验房指南，

为购房人进行住宅绿色性能和全装修质量验收提供可遵循、可

操作的方法依据，引导绿色住宅开发建设单位配合购房人做好

验房工作。

三、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功能区住房城乡建

设、发展改革、教育、工业和信息化、人民银行各县（市）支

行、机关事务管理、银保监等部门，根据本部门职责，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制定创建实施计划，细化目标任务，落实支持政

策，确保绿色建筑创建工作取得实效。各县(市、区)、功能区

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制订创建实施计划，并抓好工作落实。

(二)加强金融支持。各级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创建行动的资

金支持，完善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政策环境，推动绿色金融

债券发行，支持金融机构将募集资金投向绿色建筑、建筑节能

和装配式建筑等建设领域;引导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创新，将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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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高质量绿色发展项目库，针对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提供更加

优质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争取绿色发展基金支持，鼓励采

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推进创建工作。

(三)强化绩效评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会同相关部

门，对各县(市、区)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工作落实和成效开展年

度总结评估，及时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各县(市、区)住

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绿色建筑创建成效评价，并

形成年度报告，于每年 10 月底前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四)强化宣传引导。各级要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和活动

载体，组织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普及绿色建筑知识，宣

传创建行动成效，倡导绿色生活理念，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要发挥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作用，积极组织群众参与，通过

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营造有利于绿色建筑创建的社会氛围。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1月 1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