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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双碳”赛道 推动绿色发展
——重庆探索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国家发改委上月

印发《城乡建设领域

碳达峰实施方案》（简

称《方案》）。《方案》要

求，加快转变城乡建

设方式，提升绿色低

碳 发 展 质 量 。 力 争

2030 年前，城乡建设

领 域 碳 排 放 达 到 峰

值，城乡建设绿色低

碳发展政策体系和体

制机制基本建立。

重 庆 如 何 落 实

“双碳”行动，以新发

展理念引领行业高质

量发展？市住房城乡

建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近年来，我市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理念，大力推广高

品质绿色建筑，加快

推 进 建 筑 产 业 现 代

化，持续优化建筑用

能结构，促进城市建

设向“双碳”目标稳步

迈进，取得可喜成效。

T48
CHONGQING DAILY

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张雪原

居住品质之变
2025年全市城镇新建建筑将

实现100%绿色
去年国庆长假期间，位于北碚区缙云山翠

月湖畔的重庆首个零碳建筑——北碚“零碳小
屋”投用，吸引了许多市民关注。

从外表看，“零碳小屋”方方正正，占地不
过百余平方米，但它的房间里却大有乾坤。

“‘零碳小屋’的能量来源是水和太阳能。”
北碚区住房和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屋
内拥有一体化的多元互补能源发电微电网系
统，通过“光伏储能充电桩”可以将白天储存的
能源作为夜间景观照明；小屋的“光导纤维”照
明系统可自动追踪太阳光能，为室内提供
100%日光照明。此外，“零碳小屋”应用了热
致调光玻璃、气凝胶保温、零碳集成墙体和聚
氨酯节能被动门窗等新科技、新材料，使得围
护结构节能提升47.15%。采用海绵城市理念
修建的雨水花园，还可收集“零碳小屋”地面的
雨水，将其过滤、回收再利用，用于冲洗厕所、
浇灌草坪、水景补水等，真正实现了绿色环保、
低碳高效。

“零碳小屋”是我市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探
索近零能耗、低碳（零碳）建筑等高品质建筑的
一个剪影。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自2013年全面推广绿色建筑以来，构建
单体建筑、住宅小区、生态城区三大绿色发展
体系，逐步实现建筑节能向绿色建筑的跨越式
发展。

截至“十三五”末，我市累计组织实施高星
级绿色建筑2441.35万平方米、绿色生态住宅
小区10642.77万平方米，全市城镇绿色建筑占

新建建筑的比重提高到57.2%；累计建成节能
建筑约6.79亿平方米，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面
积突破1500万平方米。

按照《重庆市绿色建筑“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年)》（简称《规划》），我市将力争
到2025年，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提
升到100%，全市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
例将超过70%，建成星级绿色建筑1000万平
方米。其中，超低能耗、近零能耗、低碳（零碳）
建筑示范项目将超过30万平方米。

建造方式之变
累计实施装配式建筑3000多万

平方米
重庆建筑向绿色化升级，找准突破口是关

键，装配式建筑被寄予厚望。
上月初，市住房城乡建委和市财政局联合

发布《关于开展装配式建筑农房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要求大力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
配式钢结构（非轻钢）农房，力争到2025年建
成一批“结构安全、功能现代、风貌乡土、绿色
环保”的宜居示范装配式农房，并对农民建设
自住自用的装配式农房，给予每平方米500元
补助。

为什么装配式建筑备受重视？一位业内人
士认为，装配式建造方式对于绿色建筑的推进
意义重大，是未来建筑实现“双碳”的重要举措。

所谓装配式建筑，就是把传统的“工地作
业”大量转移为“工厂作业”：楼板、墙板、楼梯、
阳台等建筑构件配件先在工厂里制作好，再运
到建筑施工现场装配安装，使得“造房子就像
造汽车”成为现实。

这种建造方式的升级带来了可观的施工

效率。据测算，用传统方式修建楼房，每建一
层大约需要10天，但运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
好一层楼只需3至4天。同时，装配式建筑中
轻钢房屋大多采用环保材料，拆除也能回收再
利用，回收率高达90%以上。

在减排方面，装配式建筑的效果同样让人
惊讶。以入选国家装配式建筑科技示范项目
的涪陵李渡新区CBD中科大厦为例，该项目
高26层，装配率超过80%，是重庆装配率最高
的建筑。这栋大厦采用了一系列装配式施工
技术，碳排放减少10.48%、混凝土用量减少
48%、降低污染80%以上。

“在建筑业绿色、低碳发展进程中，一个显
著趋势就是绿色化、工业化和智能化互相影
响、互相推动，共同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实现。”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大
力发展建筑产业现代化，我市持续优化装配式
建筑技术体系，强化全过程监管，提升工业化
建造水平。

截至目前，重庆已累计实施装配式建筑
3000多万平方米，中心城区装配式建筑占新建
建筑比例达到36％；培育中科大厦等36个示范
项目，相关成果荣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培
育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6个，市级产业
基地29家，部品部件生产企业60余家，2020年
被住建部评为全国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

聚焦“双碳”赛道，“十四五”时期，我市将进
一步推动绿色建筑与建筑产业化融合发展，力
争2025年全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面积的比例达到30%以上。

运维效率之变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每年减排

12万吨二氧化碳
减少碳排放的关键，是减排数据的可溯源

性。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的不断完
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成为建筑节能降耗的
好帮手。

今年5月，重医大附三院荣获“国家公共建
筑节能改造示范项目”授牌。自2020年启动
改造以来，重医附三院实施了加装中央空调集
控系统、燃气系统改造、照明插座系统、动力系
统（安装电梯能量回馈装置）、生活热水系统、
特殊用电设备更新等六大“手术”，并在医院各
类重点建筑能耗实时监测数据以及节能改造
潜力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合同能源管
理模式，实现了项目的低成本、高回报节能改
造。

从数字化中获益的不仅是重医大附三
院。为助推建筑领域的“双碳”建设，近年来，
我市打造了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重庆市
中医院、重百新世纪商场、重庆市公安局办公
大楼等一批节能改造示范工程；推动公共建筑
节能改造向绿色化改造转变，并结合老旧小区
改造同步推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截至
2020年末，我市累计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1174万平方米，年节电1.2亿度、减排12万吨
二氧化碳、节约能源费用1亿元。

不仅如此，在推行智能运维的过程中，一
些项目还走上更高等级的绿色运营之路。

比如，悦来国际会展城利用“双碳”数字分
析预测系统，建立起国博中心碳排放模型和集
中供能项目碳减排模型。其中，碳排放模型监
测可通过监测区域使用情况得到过程中的碳
排放量，做到实时监测，精准把握；集中供能项
目碳减排模型则通过对传统能耗碳排放量、水
源热泵碳排放量的监测，获取集中供能项目的
碳减排量，实时掌握悦来国际会展城碳减排效
果，并以此推断出悦来会展城进入碳达峰、碳
中和的大致时间，为悦来会展城优化区域能耗
结构、探索高效节能减碳工作提供了有力支
撑。

未来，重庆建筑在智能运维上还有更大

的发展空间。根据《规划》，我市将健全既有公
共建筑绿色化改造管理机制，增加既有公共建
筑实施水资源利用、室内外环境优化、可再生
能源应用等绿色化改造技术措施，推进既有公
共建筑由节能改造向绿色化改造转变；加强供
水、燃气、电力等统计数据共享机制，通过整
合、分析挖掘数据应用价值，发挥统计数据决
策支撑和市场服务作用，指导建筑业主及第三
方服务机构对建筑用能系统实施精准化运行
与改造；还将推动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
与应用，完善我市建筑能耗监管平台，加强能
耗监测数据分析应用，分类制定完善各类公共
建筑能耗限额，率先在公共机构领域推动实施
能耗限额或定额等。

城市发展之变
一张张“绿色蓝图”助力城市

低碳减排
建筑绿色宜居，城市也要低碳发展。为建

设更加绿色的美好城市，实现建筑业绿色低碳
转型，我市还在加快建设绿色交通系统，打造
绿色低碳社区，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率，提升
城市整体性、系统性、生长性增强等方面深下
功夫，以城市发展方式的变革，为市民创造更
多环保、低碳的高品质生活。

发展绿色交通系统方面，我市秉持“建轨
道就是建城市”的理念，着力打造“轨道上的都
市区”。截至目前，重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
路里程达12条、450公里，2025年全市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及在建里程将达到“1000+”。今
后，重庆每年将推进实施5至8个TOD项目，
计划至“十四五”末，启动30余个TOD项目建
设。至2025年年底，全市新增山城步道927公
里，累计建成达到2200公里。

建设绿色低碳社区方面，“十四五”时期，
我市将实施1亿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争取
60%以上社区达到绿色社区创建要求；建设智
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社区管理服务
精准化、空间化、可视化，推进智慧小区建设，
同步推动既有住宅小区智慧化改造。

提高基础设施运行效率方面，至2025年
底，全市将新改建城市雨水管网2528公里，中
心城区易涝积水点动态清零；城市排水系统短
板得到有效补齐，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98%以上、集中收集率达73%以上，城市生活
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基本达到100%；城市
建成区海绵城市面积比例将力争达到45%以
上；“两江四岸”国际化山水都市风貌将更加彰
显，中心城区将建成20条河流、共427公里“清
水绿岸”。

此外，我市将聚焦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智慧
化升级，全面部署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统筹实
施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城市基础设
施智能化改造、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建造与建筑
工业化等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到2025年，重
庆将以CIM基础平台为底座，推动物联网在城
市基础设施、智能网联汽车、智慧社区、智能建
造、智能城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通过“CIM+”
应用，明显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运营
效率；全市工程项目采用数字化建造模式，建筑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项目占新建建筑比例不低
于30%。“十四五”末，全市计划培育数字化企业
100个，产值规模突破1000亿元。

在提升城市整体性、系统性、生长性方面，
我市确立了“留改拆增”的更新理念，用好城市
体检工具推动城市高质量更新。截至目前，重
庆城市更新试点示范项目已达103个，项目总
投资额达1500亿元。

随着重庆乘“双碳”之风，借工业化、数字
化之“智”，建筑业转型升级将迎来新的机遇，
有力推动全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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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来生态海绵中心

重庆市装配式建筑PC构件生产基地

绿色建筑“重庆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