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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重要领域。2020 年，我国建筑全过程能耗总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

45.5%，全过程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比重达 50.9%1。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十四五”

期间我国建筑领域碳排放总量仍将快速上升2。建筑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迫在眉睫，也将对支撑我国“双碳”

目标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窗口期，也是建筑领域碳减排的关键时期。面向双碳目标，国家和各省级地区相

继发布推动建筑领域绿色低碳发展的文件。包括绿色建筑发展的相关规划，及《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

方案》等“1+N”政策，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也推动我国建筑领域逐步转变传统高消耗、粗放式的发展方式。 

本文通过对各省级地区3推动建筑领域双碳发展的政策文件的梳理，横向对比各省绿色低碳建筑指标，

以展现省级地区在“十四五”期间建筑行业绿色低碳的行动。主要发现如下： 

• 6 个省级地区公开发布了“十四五”建筑领域相关规划及双碳顶层文件，分别是上海、重庆、山

西、吉林、安徽、云南。 

• 东部地区4省份建筑领域绿色低碳的行动总体力度强劲。其中，山东表现最为突出，15 项关键

指标领跑全国，并不乏高于国家要求的目标。广东 13 项关键指标紧随其后。上海、江苏等省

份也结合各自情况，提出多项具有雄心的关键指标。海南省是唯一提出能源消费总量和建筑领

域碳排放量的“双控”目标的省级地区。 

• 通过省份已公布的目标计算，我国有望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建设面

积规划目标。 

• 通过省份已公布的目标计算，我国既有建筑改造累计目标面积与国家目标接近。 

 
1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建筑能耗与碳排放数据专委会. 2022 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R].重庆.2022. 

2 研究发现：建筑领域二氧化碳间接排放仍在快速增长.第一财经. 

3 本文中“省级地区”是指省级行政区域，包括我国的 23 个省、4 个直辖市、5 个自治区和 2 个特别行政区。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报告的数据

收集未覆盖台湾、香港、澳门三个省级地区。 

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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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四五”建筑规划、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公开发布情况 

为了系统收集比较各省建筑领域低碳转型目标，文章通过公开渠道收集了国家和 31 个省级地区“十四五”时

期建筑领域相关规划、双碳顶层设计文件（见 13 页表一），其中： 

 “十四五”建筑领域相关规划，包括 “十四五”建筑业综合规划，即“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或（和）“十四

五”住房城乡建设发展规划；以及“十四五”绿色建筑相关规划，即“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十

四五”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十四五”建设科技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等。各政策文件名称在省份间

的表述略有不同。 

双碳顶层设计文件，包括《碳达峰实施方案》、《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的实施意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通过梳理发现： 

 

 

 

 

 

 

28 个省级地区已公开发布“十四五”建筑领域相关

规划 

其中，26 个省级地区发布了综合规划 

19 个省级地区发布了绿色建筑相关规划 

17 个省级地区同时发布了上述两种文件, 即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内蒙古、广西、山西、

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

东、海南、云南、甘肃 

29 个省级地区已公开发布双碳顶层设计文件 

其中，19 个省级地区发布了《城乡建设领域碳达

峰实施方案》。 

9 个省级地区发布了上述三份文件，即上海、宁

夏、河北、山西、吉林、安徽、山东、云南、青

海。 

6 个省级地区公开发布了建筑领域“十四五”综合和

绿色发展规划及双碳顶层文件，即上海、重庆、山

西、吉林、安徽、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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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和省级地区“十四五”时期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主要指标情况 

通过对规划和政策指标梳理（见 13 页表一），可以看出全国 31 个省级地区“十四五”时期的规划指标覆盖了

建筑领域的全生命周期，旨在通过加快绿色建筑建设，转变建造方式，积极推广绿色建材，推动建筑运行的高

效低碳，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发展。而从全寿命周期的碳排放量看，建筑运行阶段占比最大，高达

70%-90%5，因此可见政策中的多数指标对建筑运行阶段的节能水平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主要关注影响建

筑运行阶段能耗和碳排放降低的关键指标，同时对建筑领域低碳转型较为重要的其他目标进行了比较。 

建筑运行阶段的能耗主要来源建筑内部的各种设备和系统的运行，包括满足建筑内的照明、供暖、制冷、

通风、电气设备等需求。在建筑运行阶段，这些系统的能耗通常以电能的形式存在，因此电力消耗是建筑运行

阶段的主要能源形式。本文通过对 2020 年省级地区建筑运行能耗和电气化水平进行测算，展现各省级地区在

“十三五”末，建筑低碳转型的发展基础。 

 

 

 
5 中国城市报.（2021）.林波荣：碳排放大户建筑业如何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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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省级地区建筑运行能耗与电气化水平 

根据 iGDP 的研究6，如图 1 所示，人均建筑运行能耗最高三个省级地区分别是内蒙古、北京、黑龙江，其

人均能耗均超过了 1 吨标煤/人。人均能耗最低的四个省级地区分别是安徽、江西、云南、广西，其人均能耗均

低于 0.3 吨标煤/人。从整体来看，人均建筑运行能耗排名较高的省级地区多位于纬度较高的省份。 

图 1 2020 年省级地区人均建筑运行能耗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图表未包含西藏数据。 

数据来源：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各省级地区建筑能耗（建筑运行阶段）来自 iGDP 的研究7。 

 
6 7 各省级地区建筑能耗（建筑运行阶段）来自 iGDP 的研究：杨鹂，李鑫迪.(2022).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统计指标和数据状况研究.工作论

文. 北京：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本研究对建筑能耗的计算采用热电当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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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建筑用能电气化水平最高的三个省份分别是福建、海南、江苏，其电气化水平均超过了 70%，

福建省高达 82%。从整体来看，建筑用能的电气化水平，由于南北供暖需求的差异，南北差别较为明显。位于

南方非集中供暖省级地区的电气化水平普遍较高。 

图 2 2020 年省级地区建筑电气化水平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图表未包含西藏数据。 

数据来源：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数量；各省级地区建筑能耗（建筑运行阶段）来自 iGDP 的研究8。 

 

（二）国家和省级地区“十四五”时期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主要指标情况 

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级地区，表 1（见 13 页）所示的规划和政策进行梳理可见，“十四五”时期，各省级地

区的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的主要指标因各地情况和政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文章从中选取了多数省级地区规划

 
8 各省级地区建筑能耗（建筑运行阶段）来自 iGDP 的研究：杨鹂，李鑫迪.(2022).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统计指标和数据状况研究.工作论

文. 北京：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本研究对建筑能耗的计算采用热电当量法。 

建筑部门电气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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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相关的指标，并从六个维度进行分类，如表 2（见 16 页）所示： 

1）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指标； 

2）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指标； 

3）建筑节能指标； 

4）可再生能源利用指标； 

5）建筑电气化指标； 

6）既有建筑改造指标。

 

1) 海南提出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目标 

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指标包括建筑运行一次二次能源消费总量，建筑领域碳排放量两项指标。共 8 个省级地

区提出了相关目标。其中： 

• 海南省是唯一设定了以上两个目标的省份。 

• 6 个省级地区设定了建筑运行一次二次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煤）目标，分别是安徽、广东、广西、江

西、山东、海南。 

• 2 个省级地区设定了建筑领域碳排放量（万吨）目标，即上海、海南。 

 

2) 超半数省级地区提出了五大国家规划目标，山东目标水平表现最优 

五大国家规划指标包括，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维度下的 3 个指标：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例，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以及可再生能源利用维度下的 2 个指标：新

建公共机构、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 

通过比较五大国家目标和省级目标水平，如图 3（见 21 页）所示，山东提出 3 项指标高于国家标准，北京、

上海、江苏、福建提出 2 项指标高于国家标准。具体来看： 

➢ 22 个省级地区提出屋顶光伏覆盖率目标，符合国家水平。 

➢ 24 个省级地区提出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目标，2 个省级地区的目标设定高于国家水平，

分别是上海、山东。 

➢ 29 个省级地区提出绿色建筑占比目标，26 个省级地区的目标与国家水平持平，吉林、贵州等省

份需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到 2025 年，超过八成的省级地区将全面建成绿色建筑。但各省级地区在“十三五”期间的发展基础不同，如

图 4 所示，山东、河北、浙江、江苏绿色建筑高质量态势初显，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超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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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吉林、贵州两省“十三五”时期绿色建筑占比只有 50%，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十四五”期间需要采取

更有力的行动，以实现绿色建筑量质齐升。 

图 4 省级地区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2020 年 VS 2025 年） 

➢ 27 个省级地区提出装配式建筑占比目标，9 个省级地区目标设定高于国家水平。其中海南预期达到

80%，华东地区省份普遍提出了积极的目标。 

华东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时拥有较为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是我国装配式建筑建设项目最多的

地区9。如图 5 所示，装配式建筑规划表现最为积极的省份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提出该目标的 27 个省级地

 
9 中国建筑行业装配式建筑发展研究报告.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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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9 个省份的目标设定高于国家水平，其中包括华东五省，即江苏、江西、山东、福建、浙江。 

图 5 国家和省级地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 16 个省级地区提出星级建筑占比目标，2 个省级地区的目标设定高于国家水平，即河北、福

建，分别达到 50%、35%。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省级地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星级建筑占比指标，但在政策文本中作出了文字要求。4 个

省级地区不仅提出了星级建筑占比目标，且对星级建筑等级作出更高要求，即北京、上海、山东、江苏： 

北京提出，“新建居住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新建公共建筑力争全面执行绿色建筑二星

级及以上标准”； 

上海提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其他 5000 平方米以上政府投资项目应当按照绿色建筑

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超高层建筑和五个新城内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执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本报告来源于三个皮匠报告站（www.sgpjbg.com）,由用户Id:139428下载,文档Id:177305,下载日期:202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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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提出，“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公共建筑以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按照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

建设，超高层建筑达到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江苏提出，“政府投资的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按照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造”。 

 

3) 8 个省级地区提出建筑节能目标 

如表 3 所示，8 个省份提出城镇新建公共建筑能效水平提升目标，7 个省份提出城镇新建居住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目标。 

表 3  2025 年省份城镇新建建筑能效水平 

 城镇新建公共建筑能效水平提升（%） 

国家 

20 重庆、广西、山西、黑龙江、江西、

山东、广东、内蒙古 

 城镇新建居住建筑能效水平提升（%） 

国家 

30 重庆、广西、山西、黑龙江、江西、

山东、广东 

 

4) 超低和近零能耗建筑累计目标面积超过国家目标 

12 个省级地区提出了“十四五”期间超低能耗建筑和近零能耗建筑的新增建筑面积目标，累计目标面积已达

5430 万平方米，超过全国 2025 年 5000 万平方米的目标。 

图 6 “十四五”期间超低能耗建筑和近零能耗建筑的新增建筑面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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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过半省级地区正在制定或已实施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标准 

如表 4 所示，16 个省级地区正在制定或已经实施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标准10。 

表 4 省级地区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标准 

省级地区 
是否实施地方性超

低能耗建筑标准 

是否实施地方性

近零碳建筑标准 
具体信息 

北京 √  《北京市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设计标准》 

河北 √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评价标准》 

辽宁 √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黑龙江 √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黑龙江省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上海 √  《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试行）》 

江苏 √ √ 《江苏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技术导则（试行）》《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安徽 √ √ 《被动式超低能耗民用建筑节能技术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 

福建 √  《福建省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 

山东 √  《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河南 √  《河南省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湖北 √  《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规范》 

湖南 √  《湖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广东 √  《岭南特色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指南》 

四川 √  《四川省超低能耗建筑应用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陕西 √  《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新疆 √ √ 《乌鲁木齐市超低能耗建筑及近零能耗建筑适用技术应用导则》 

 

6) 既有建筑改造累计目标面积与国家目标接近 

14 个省级地区提出了“十四五”期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目标，累计目标面积已达 30730 万平方米，与全

国 2025 年 3.5 亿平方米的目标接近。 

图 7 “十四五”期间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 

 
10 零碳录团队. (2022). 零碳录 2022 年报：中国省级气候行动进程与展望. 北京.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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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广东建筑电气化目标远高于国家水平，黑龙江目标最具雄心11 

建筑领域用能全面电气化是降低直接排放的关键，其中涉及建筑供暖、生活热水、炊事等的全电气化设计

和发展。 

如表 5 所示，8 个省份提出了 2025 年电力消费在建筑能耗中占比的目标，2 个省份的指标设定远高于国家

水平，即广东、广西。由图 3（见 21 页） 可见，各省级地区建筑电气化水平，南方省份因主要采用空调、电供

暖设备等进行分散式采暖，能源结构较为清洁。其中广东、广西两省在“十三五”时期已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

电气化水平分别达到 65%、68%。相较之下，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在“十三五”时期的水平较低。若要达到 2025 

年的预期目标，黑龙江的电气化水平需在 2020 年的基础上翻两番。 

表 5 2025 年省级地区建筑能耗中电力消费占比（%） 

国家 55 

广东 80 

广西 75 

黑龙江 55 

江西 55 

山东 55 

云南 55 

内蒙古 50 

新疆 50 

  

 
11 各省级地区折标方法可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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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是落实“双碳目标”的关键时期。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迎来重要发展机遇。通过梳理，国家和省份着力规划建筑领

域“十四五”绿色发展，构建“1+N”政策体系，提出符合自身发展的目标，迈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的第一步。 

江苏、广东、山东等建筑发展及建筑运行碳排放大省，都展现出更强劲的行动意愿及力度，将更大程度地

贡献到国家建筑领域的绿色发展。另一方面，各省份应根据自身的发展基础，所处地域的特点和气候条件、经

济发展水平等，在推动建筑绿色低碳转型中有差别的侧重。比如，北方地区省份的供暖系统是建筑运行关键的

能耗点，可侧重在提升供暖系统能效，探索地源热泵、太阳能供暖等清洁供热技术。南方省份的供暖需求相对

较低，但制冷需求较大，因此提升空调设备等能效等级是降低建筑运行能耗的重点之一。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各省份推动目标落实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克服来自多方面的挑战。比如，政策贯彻执

行不力，相关技术尚未成熟或缺乏实践经验而不足以支持目标的实现，社会和公众不易对新技术、新事物形成

共识等。为了帮助政府和相关部门了解目标的实现情况，评估进度，及时发现问题和滞后之处，需要加强对目

标完成情况的追踪和监督。获取准确、可信的数据是追踪目标实现情况的基础，但在现实中，数据质量和准确

性难以达到理想状态。此外，规划目标可能涉及多领域、多层级，需要各级政府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加强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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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和省级地区公开发布“十四五”期间绿色建筑相关规划一览（截止 2023 年 8 月） 

 “十四五”建筑业相关规划 双碳顶层设计 

综合规划 绿色建筑相关 
碳达峰实

施方案 

城乡建设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家 “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 
“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

色建筑发展规划 
√ √ √ 

北京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建筑业

发展规划 

北京市民用建筑节能降

碳工作方案暨“十四五”

时期民用建筑绿色发展

规划 

√   

天津 天津市建筑业“十四五”规划 
天津市绿色建筑发展“十

四五”规划 
√   

上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十四五”规划 

上海市绿色建筑“十四

五”规划 
√ √ √ 

上海市装配式建筑“十四

五”规划 

重庆 

重庆市建筑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2021-2025 年） 
重庆市绿色建筑“十四

五”规划 
 √ √ 重庆市现代建筑产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2021—

2025 年）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住房

城乡建设事业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

展专项规划 

√  √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 

 √ √ √12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事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2021-2025）》 

广西 
广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十

四五”规划 

广西建筑节能与绿色建

筑“十四五”发展规划 
√  √ 

西藏 
西藏自治区建筑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 
    

新疆    √  

河北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十

四五”规划 
 √ √ √ 

山西 
山西省建筑业“十四五” 发

展规划 

山西省建筑节能、绿色

建筑与科技标准“十四

五”规划 

√ √ √ 

      

 
12 官网为《意见》政策解读和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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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建筑业相关规划 双碳顶层设计 

综合规划 绿色建筑相关 
碳达峰实

施方案 

城乡建设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辽宁 
辽宁省“十四五”城乡建设高

质量发展规划 
 √ √  

吉林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 吉林省“十四五”建筑节

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 √ √ 

吉林省建筑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 

黑龙江 
黑龙江省“十四五”建筑业发

展规划 

黑龙江省“十四五”建筑

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

划 

√ √  

江苏 
江苏省建筑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 

江苏省“十四五”绿色建

筑高质量发展规划 
√ √  

浙江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十

四五”规划 
   √ 

浙江省建筑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 

安徽 

安徽省“十四五”建筑业发展

规划 

安徽省“十四五”建筑节

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 √ √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 

安徽省“十四五”装配式

建筑发展规划 

福建 
福建省建筑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 
  √ √ 

江西 
江西省“十四五”住房城乡建

设发展规划 

江西省住房城乡建设领

域“十四五”建筑节能与

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  √ 

山东  
山东省“十四五”绿色建

筑与建筑节能发展规划 
√ √ √ 

河南   √ √  

湖北 

湖北建筑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 
湖北省“十四五”建筑节

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实施

意见 

 √  
湖北省城镇住房发展“十四

五”规划 

湖南   √  √ 

广东 
广东省建筑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 

广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

建筑发展“十四五”规划 
√  √ 

海南 

海南省建筑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 
海南省绿色建筑（装配

式建筑）“十四五”规划

（2021-2025） 

√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

“十四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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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建筑业相关规划 双碳顶层设计 

综合规划 绿色建筑相关 
碳达峰实

施方案 

城乡建设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四川 

四川省“十四五”建筑业发展

规划 
 √  √ 

四川省“十四五”住房城乡建

设事业规划纲要 

贵州  
贵州省“十四五”建设科

技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 √  

云南 

云南省“十四五”建筑业发展

规划 云南省绿色装配式建筑

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 √ √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

“十四五”规划纲要 

陕西 
陕西省“十四五”住房和城乡

建设事业发展规划 
 √  √ 

甘肃 
甘肃省“十四五”住房和城乡

建设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甘肃省“十四五”建筑节

能与绿色发展规划13 
√  √ 

青海 
青海省“十四五”城乡住房发

展规划 
 √ √ √ 

 
13 官网未见文本，多家权威媒体报道政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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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和省级地区“十四五”期间绿色建筑指标一览（截止 2023 年 8 月） 

 能源消费和

碳排放指标 
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指标 建筑节能指标 可再生能源利用指标 

建筑电气化

指标 

既有建筑改造

指标 

国家 

-建筑运行

一次二次能

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

煤）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面

积（亿平方米） 

-城镇新建公共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新建居住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新增建筑太阳能光伏装

机容量（亿千瓦） 

-建筑能耗

中电力消费

比例（％）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亿

平方米） 

北京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累计推广超低能耗建筑（万平方

米） 

 
-实施建筑光伏装机容量

（万千瓦） 
 

-公共建筑节能

绿色化改造

（万平方米） 

天津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公共建筑能效

提升改造面积

（万平方米） 

上海 

-建筑领域

碳排放量

（万吨） 

-新建居住建筑执行超低能耗建筑

标准比例（%） 

-累计推广超低能耗建筑（万平方

米）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重庆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建成星级绿色建筑（万平方米） 

-新增超低能耗建筑面积（万平方

米） 

-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低碳

（零碳）建筑示范项目（万平方

米） 

-城镇新建公共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新建居住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新增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面积（亿平方米）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内蒙古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累计推广超低能耗建筑（万平方

米） 

-城镇新建公共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可再生能源在民用建筑

中应用比例（%） 

-建筑能耗

中电力消费

比例（％）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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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和

碳排放指标 
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指标 建筑节能指标 可再生能源利用指标 

建筑电气化

指标 

既有建筑改造

指标 

宁夏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广西 

-建筑运行

一次二次能

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

煤）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城镇新建公共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新建居住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增太阳能光伏装机容

量（万千瓦）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城镇新建建筑节约能源量

（万吨标煤） 

-建筑能耗

中电力消费

比例（％）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西藏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新疆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建筑能耗

中电力消费

比例（％） 

 

河北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山西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新建公共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新建居住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新建建筑

能效提升

（%）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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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和

碳排放指标 
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指标 建筑节能指标 可再生能源利用指标 

建筑电气化

指标 

既有建筑改造

指标 

辽宁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吉林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新建建筑

能效提升

（%） 

-新增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面积（万平方米） 
  

黑龙江 

-建筑运行

一次二次能

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

煤）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新增超低能耗建筑面积（万平方

米） 

-改造超低能耗建筑面积（万平方

米） 

-城镇新建公共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新建居住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建筑能耗

中电力消费

比例（％）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江苏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新建绿色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新增超低能耗建筑面积（万平方

米） 

-城镇新建建筑

能效提升

（%）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浙江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安徽 

-建筑运行

一次二次能

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

煤）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城镇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面积（亿平方米）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福建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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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和

碳排放指标 
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指标 建筑节能指标 可再生能源利用指标 

建筑电气化

指标 

既有建筑改造

指标 

江西 

-建筑运行

一次二次能

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

煤）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面

积（万平方米） 

-城镇新建公共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新建居住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增建筑光伏装机容量

（万千瓦）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建筑能耗

中电力消费

比例（％） 

 

山东 

-建筑运行

一次二次能

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

煤）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新增绿色建筑面积（亿平方米） 

-新增超低能耗建筑面积（万平方

米） 

-新建近零能耗、低碳、零碳建筑

面积（万平方米） 

-新开工建设装配式建筑面积（亿

平方米） 

-城镇新建居住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新建公共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新增可再生能源与新能

源建筑应用面积（亿平方

米） 

-建筑能耗

中电力消费

比例（％） 

-既有居住建筑

节能改造面积

（万平方米） 

-公共建筑能效

提升改造面积

（万平方米） 

河南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发展超低能耗建筑（万平方米）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湖北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完成超低能耗建筑面积（万平方

米） 

-城镇新建建筑

能效提升

（%）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面

积（亿平方米） 

-新建建筑节能能力（万

吨标煤）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湖南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广东 

-建筑运行

一次二次能

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

煤）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面

积（万平方米） 

-城镇新建公共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新建居住

建筑能效水平

提升（%）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增建筑光伏装机容量

（万千瓦）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建筑能耗

中电力消费

比例（％） 

-既有建筑节能

改造面积（万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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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和

碳排放指标 
绿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指标 建筑节能指标 可再生能源利用指标 

建筑电气化

指标 

既有建筑改造

指标 

海南 

-建筑运行

一次二次能

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

煤） 

-建筑领域

碳排放量

（万吨）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超低能耗建筑（万平方米） 

    

四川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贵州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城镇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面积（亿平方米） 

  

云南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建筑能耗

中电力消费

比例（％） 

 

陕西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建设超低能耗建筑建设规模（万

平方米） 

    

甘肃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青海  

-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

比（%） 

-星级建筑占城镇新增绿色建筑比

例（%）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 

 

-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

代率（%） 

-新建公共机构、新建厂

房屋顶光伏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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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家和省级地区五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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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Global Decarbonization Progress），简称:研究院（iGDP），是专注绿色低碳

发展的战略咨询平台，2014 年成立于北京，旨在成为具领先专业素养和独立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研究院根植我

国地方绿色低碳实践，面向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为决策者、投资者和社区提供具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思考的解决

方案及公益性知识产品。  

 

关于零碳录（CCNT） 

零碳录（China Carbon Neutrality Tracker, https://ccnt.igdp.cn）旨在全面跟进国家、行业、省市的碳中和行动，

致力于分析解读零碳转型之路的政策实践、创新行动，以客观科学的视角传播分享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贡献。

通过在线数据库和交互信息平台，为关注碳中和行动各界人士提供服务。CCNT 前身是关注低碳试点进展的交互信

息平台 Policy Mapping，创建于 2014 年，由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建立和维护。 

 

 

 

 

 

 

 

 

 

 

 

联系方式：  
电话：86-10-8532 3096 

传真：86-10-8532 2632 

邮箱：igdpoffice@igdp.cn 

网站：www.igdp.cn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秀水街 1 号建外外交公寓 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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