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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环 保 产 业 发 展 状 况 报 告

（2021）》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环保

产业在营收额和产业结构上都有较大进

步。从业人员规模占比的不断增长，背

后是整个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内

外的变化，吸引着越来越多人投身其中。

从外部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谋划开展了一

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全

民生态环保意识普遍增强。

从内部看，环保产业中，行业细分不

断加速，不断细化的市场需求创造出更

多岗位，专业性更强的从业人员持续进

入，开始在产业的上游下游、前台后台，

发挥出各自的重要作用；行业边界持续

外延，生产管理、城市管理等领域的环保

综合治理工作正不断加强，一批善于应

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模式的跨

行业复合型人才涌现，有效推动了环保治理效果的提升。

此外，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环保产业从业

人员的地域分布，也从城市向乡村、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

地区加速覆盖。这些带着新理念和新方法的从业者，已经

成为活跃在乡土大地上的环保生力军。

从业人员的规模变化可以看作一个行业发展的“晴雨

表”。“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

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等产业”。

从业人员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的

稳定发展又吸引越来越多人加入，由此形成的良性循环不

断持续，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效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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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里，建材的成分被反复试验，只

为 尽 可 能 减 少 对 天 然 资 源 的 消 耗 、减 轻 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流水线上，一块高品质的

叠合楼板仅用不到一分钟时间便被制造出

来……近年来，我国绿色建筑正在跨越式增

长，不但改变着建筑的方式，也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 3 月印发的《“十

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提出，

到 2025 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色建筑，

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3.5 亿平方米以

上，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 0.5 亿平方

米以上，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镇新建建筑的

比例达到 30%。

节能、减排、安全、便利、
可循环，绿色建材消费成为
新趋势

走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中德生态

科技小镇产业园区，流线和圆弧碰撞出文艺

前卫的红墙建筑——谁能想到，在最低气温

可达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哈尔滨，这个产业园

区从未接入城市供暖管网。

“这些建筑就像是‘保温瓶’，夏天隔热，

冬天保温，能耗还更低。”园区物业经理郭学

兵介绍，园区一期工程中 6 万平方米为“超低

能耗建筑”，应用了一系列绿色环保建材：建

筑外墙 250 毫米石墨聚苯板、“真空绝热板”

等高效保温材料的应用，大大提高建筑保温

效果，降低了能耗；地面下，电热膜系统通过

聚酯薄膜通电发热产生远红外热能，热转化

率高达 99.69％。据统计，相比同等面积的普

通 建 筑 ，该 项 目 每 年 可 减 少 碳 排 放 超 过

1000 吨。

“近年来，绿色建材已成为建材行业发展

转型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

重点产业之一。”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总经济

师、副秘书长孙星寿介绍，绿色建材强调的是

“全寿命期内”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

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

可循环”等特征。

在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的中建智造花都

基地的混凝土综合实验室里，从建材的生产开

始，工程师们便反复研究，努力让材料质量更

好、更环保。

“我们通过不断调整水泥、砂石、外加剂

等成分的配合比，成功研发出机制砂混凝土，

目前生产的构件已经通过验收。”记者到达该

实验室采访时，七八名工程师正在紧张地进

行着当天的实验，中建智造花都基地厂长张

俊生介绍，这种机制砂混凝土减少了天然砂

的用量，更加生态环保，而且混凝土产品强度

更大、养护周期短，也降低了成本。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绿色建材消

费已成为新趋势。“2020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共同建立了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制度，制度推

行以来，合计已发出 4460 张评价认证证书，共

有 6 个大类、51 个小类、350 余种产品纳入绿

色建材产品认证目录。”孙星寿介绍。

此外，202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

部联合印发《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

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南京、

杭州、绍兴、湖州、青岛、佛山等 6 个城市的新

建政府采购工程作为试点项目，要求采用装

配式、智能化等新型建筑工业化建造方式进

行设计建造，采购符合性能指标要求的绿色

建材，建成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

截至目前，6 个试点城市共确定 222 个试

点项目，涉及医院、学校、办公楼等 8 种建筑类

型。试点项目总投资约 1000 亿元，累计采购

各类绿色建材 53 亿元。

自动化程度高、环境污
染少，装配式技术应用越来
越广

在 广 东 佛 山 一 处 商 品 房 小 区 的 施 工 现

场，一间间集成厨房、卫生间，还有一件件梁、

板 、楼 梯 、阳 台 、空 调 板 等 预 制 构 件 整 齐 摆

放。这些建筑构件在中建智造基地建造工厂

的流水线上成型之后，才被运输到小区进行

安装——安装现场没有明显扬尘，不但整洁

安全，而且质量好。

“ 我 们 是 全 产 业 链 装 配 式 建 筑 生 产 基

地。各个配件在基地的工厂里制作生产，再

运到项目工地现场装配。”张俊生介绍，装配

式建筑的施工方式实现了“房子是在工厂里

制造的”。

在中建智造基地的工厂里，记者看到，工

人们完成装模、上油、扎筋等准备工序后，操

作几个按钮，短短几十秒后，一块 2 米乘 3 米

大小的叠合板就完成了浇筑，再经过振捣、拉

毛、养护、脱模等工序，一块高品质的叠合楼

板便从自动化流水生产线上被制造出来。

在构件生产线两边，智能钢筋焊接机器

人、智能棒材弯曲中心、数控智能钢筋调直切

断机等大型自动化先进设备依次排列着，井

然有序，高效运行。

“通过合理规划设计，智造基地还实现了

立体化储运。”张俊生介绍，工厂用约 850 平方

米的占地面积，在同一生产线建立了 2 个竖向

12 层高的立体养护窑，是一般工厂养护窑存

储数量的 2 倍多，可以更好地节约土地资源，

这也是绿色建造的体现之一。

近年来，装配式技术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得到应用。5 月 18 日，中建二局建设的南京

百水保障房一期项目全面竣工。“项目充分运

用装配式技术，所有主楼全部采用标准化、模

数化设计施工，可以减少近 90%的建筑垃圾；

同时注重加强节能环保的新型周转材料使

用，回收利用率达 30%。”项目负责人苏宪新

介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重点推动钢结构装配

式住宅建设，不断提升构件标准化水平，推动

形成完整产业链，推动智能建造和建筑工业

化协同发展。

“装配式建筑项目就像‘搭积木’，工厂

生产、现场集成，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能

够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和降低成本。”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高级建筑师胡家僖表示，“当

前我国装配式建筑进入全面发展期，但在标

准化设计理念、装配式部品部件产业化水平

和信息化支撑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

存在差距。”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推动装配式建筑、钢结构建筑发

展，下一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构建标准化

设计和生产体系，推行“少规格、多组合”的正

向设计方法，推动装配式建筑市场化、规模化

发展。

探索通过绿色化改造，
实现建筑节能减排、健康舒
适性能的权衡改善

走进哈尔滨市道外区红河小区五街区，花

池凉亭间绿草如茵——其实在两年前，小区庭

院还只是一片荒地，楼体外墙直掉墙皮。

“前年小区改造后，楼体保温、防水、装门

‘一条龙’换新颜。”居民纪红梅说，“漏水透寒问

题解决了，冬天家里的温度提高了 5摄氏度。”

“外墙和屋顶保温板的铺设，不仅极大地

减少室内热量损失，还显著减少了供暖消耗

的煤炭资源。”道外区老旧小区改造指挥部办

公室副主任李军介绍起种种变化：加强对供

暖管线的保温处理；优化设计雨水污水管网

系统的管径、走向、坡度……“小区执行绿色

建筑标准，全面升级。”

近年来，哈尔滨市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等

工作，加速推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推进供

热、供水管网改造，降低管网漏损率，不断减

少能耗。黑龙江省 2020 年 9 月发布的《黑龙

江省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各地

政府投资建筑、公共建筑、保障性住房和各类

棚户区改造项目，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在广州，装配式建筑的理念也被运用于

既有建筑的改造升级。

广州市黄埔区的一栋办公楼，楼龄已经

超过 20 年。中建四局投资公司绿建事业部总

经理罗智介绍，当时建筑内部立柱过多，非常

占用空间，改造需求是提高空间利用率。“我

们采用装配式的改造方式，通过减少柱子数

量、加粗柱子、增加横梁，高效地实现了建筑

改造，节约了造价。”罗智说。

中国建筑学会计算性设计学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孙澄

表示，现在很大一部分建筑在健康、舒适与方

便生活需求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使得建筑使

用者多采用主动式手段进行室内环境品质调

控，导致建筑能耗高、碳排大，“既有建筑改造

正是希望以计算性设计创新实现建筑节能减

排、健康舒适性能的权衡改善。”

“推动高水平绿色建筑发展，是实现城乡

建设领域碳达峰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持续开展绿色建

筑创建行动，进一步提升绿色建筑占比；提高

建筑节能标准，在适宜气候区推广超低能耗

建筑；推进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提升建筑节

能低碳水平；加强建筑运行的管理，降低建筑

运行的能耗。

到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全面建成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 让城市更美更宜居
本报记者 丁怡婷 洪秋婷 张艺开

核心阅读

绿色建筑，即在全寿命期
保持低能耗、环境友好并且健
康宜居的高品质建筑。

从绿色建材到绿色装配，
再到对既有建筑的绿色化改
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绿
色建筑“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助力节能降碳的同时，也提升
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美丽中国
关注城市绿色空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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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6月 7日电 （记者巨云鹏）记者从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获悉：近年来，上海法院不断推动生态环境公益

诉讼审判工作新发展，以司法力量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

环境公共利益。2020 年至 2021 年，上海法院共受理生态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45 件，审结 144 件。

上海法院所受理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主要涉

及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狩猎、非法采砂等资源类公益诉

讼，近两年共受理相关案件 122 件，占公益诉讼案件整体数

量的 84%。其余案件类型为环境污染类公益诉讼案件，共

受理 23 件，占 16%。在环境污染类公益诉讼案件中，涵盖

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多种污染侵权行为。

为确保公益诉讼审判质效提升，上海高院制定下发了

《关于加强环境资源生态司法保护和审判专业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推行环资民事、行政、刑事三类案件

的“三合一”审判机制，促进审判理念统一，提升生态环境的

一体保护力度，统筹适用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优先考量保

护效果。

上海法院开展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近两年共受理相关案件145件

本报西宁 6月 7日电 （记者刘雨瑞）青海近日发布的

《2021 年青海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青海境内长江、

黄河、澜沧江干流流域水质状况为优，青海河流国家考核断

面Ⅰ—Ⅲ类水质比例达到 100%。2021 年，青海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5.6%。三江源区、青海湖流域和祁连

山区域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环境状况与 2020 年相比保持稳

定，全省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向好。

2021 年，青海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

长江、黄河、青海湖等重点流域水生态修复和水环境治理，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领域整治措施，严控土壤和固体废

物环境风险，持续推进重点生态保护工程建设，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逐步完善。2021 年，青海完成减排工程项目 110 项，

分别完成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重点

工程减排量 0.0841 万吨、0.0105 万吨、0.1123 万吨、0.0228 万

吨，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减排目标任务。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青海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向好

本报银川 6月 7日电 （记者刘峰）首届银川市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日前在宁夏银川黄河外滩

国家湿地公园启动。活动期间，银川市将针对不同群体、行

业、领域，开展“2022 黄河流域渔政执法亮剑行动”、黄河生

态环境保护志愿行动等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社会保护黄

河、保护生态意识，厚植生态文明建设群众基础。

宁夏银川市西依贺兰山，东临黄河水，是我国北方少有

的山、河、湖、湿地、平原等地形地貌兼备的城市。近年来，

银川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湿，河湖连通整治、截污净化等一

系列工程，城市湿地面积达到 5.31 万公顷，自然湖泊、沼泽

湿地近 200 个。

增强黄河保护意识

宁夏银川举行宣传实践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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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7日电 7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预计，7 日 20 时至 8 日 20 时，福建中南部、

广东大部、广西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

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沿海、广东东部沿海

等地局地大暴雨。预计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南部和中

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

色预警）。预计 10 日至 14 日，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

浙江南部、福建、广西、广东、云南东部等地有大到暴

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东部等地有小

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气象专家提示，福建、广东、广

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需关注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

天气，当地居民需注意防范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尤其

是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区域。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福建省防指 4 日 17 时启动防暴雨Ⅳ级应急响应，6
日中午 12 时 10 分提升应急响应至Ⅲ级。广东省防汛

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决定于

7 日 9 时将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广西减灾

委员会办公室、广西应急管理厅决定于 6 日 16 时起将

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综合本报记者李红梅、邱超奕、钟自炜、李刚、郑

壹报道）

右图：6 日晚，广西柳州市城中区滨江路段，武警

官兵在清理淤泥。 余海洋摄（影像中国）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多地提升响应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