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年度江苏省节能减排（建筑节能）专项 

资金奖补项目申报指南 

 

一、绿色城区项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鼓励有条件的城市集聚

资源，以设计品质提升为引领，以技术集成创新为导向，健

全完善监管机制，在新建区域内推进高品质绿色建筑创新实

践，引导创建全国一流的绿色城区。具体条件如下： 

1、在现有绿色建筑区域示范或城市新建区域内选择1-3

平方公里开展示范创建。重点支持2-3年内能够见到实效的项

目。 

2、强化政策机制创新，建立全过程工程咨询、建筑师

负责制管理机制。鼓励与以建筑专业院士、住房城乡建设部

或省级人民政府命名的设计大师为主创设计师的设计单位

进行合作。 

3、编制区域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和绿色生态专项规划，研

究建立包括高品质绿色建筑比例、装配式建筑比例、可再生

能源利用、海绵城市建设、垃圾资源化利用等在内的绿色发

展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构建科学合理。 

4、区内新建和改造建筑全部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设

计建造，其中三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占比超50%，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比例超过65%。 



5、结合当地实际，实施建筑能效提升工程，探索能耗

限额管理。重点开展建筑综合节能率 75%、超低能耗（被动

式）绿色建筑、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项

目、区域能源站建设等工作。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开展

围护结构节能改造、适老性改造。 

6、执行全面应用“三板”政策，区内新开工装配式建

筑面积占比不低于 50%并实行全装修，新开工建筑采用装配

化装修比例不低于 30%。混凝土结构和组合结构单体建筑预

制装配率不低于 50%，钢结构、木结构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

不低于 60%。优先支持开展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

组合结构等多种装配式结构形式的综合实践。 

7、制定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明确规模以上建设项目

全面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的要求，设计阶段强化

正向设计，区内新建项目设计、建造、运营阶段的 BIM技术

应用分别不少于 40%、30%、20%。设计、建造、运营一体

化应用 BIM技术的项目原则上不少于 2个。 

8、配套建设绿色城区宣传展示中心，集中展示绿色生

态理念、技术及工程应用。 

二、绿色建筑项目 

（一）高品质绿色建筑实践项目 

针对新建建筑，高质量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的建筑方针，丰富绿色建筑内涵，发挥建筑设计引领作用，

强化工程建设组织管理模式改革，推进“江苏建造”（精益

建造、数字建造、绿色建造、装配式建造）的集成实践，打



造新时代精品工程。具体条件如下： 

1、建筑设计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注重建筑精品创

作、建筑风貌塑造和建筑文化传承，做到建筑布局合理、使

用功能完善、用户体验友好。 

2、按照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设计建造，能够动态展示

绿色建筑性能监测指标，增强用户直观感受，鼓励进行更高

星级标准的探索实践。 

3、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具有良好的安全性、适用性和

耐久性，采用混凝土结构、组合结构的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

不低于 50%，采用钢结构、木结构的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不

低于 60%。预制构件设计标准化程度较高，推广应用标准化

建筑部品部件和装配化装修。 

4、按照“被动优先、主动优化”原则，实现建筑综合

节能率 75%。优先支持超低能耗（被动式）建筑、近零能耗

建筑。 

5、项目在设计、建造、运营阶段集成应用 BIM技术并取

得良好效果。结合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开展智慧建筑创

新实践。 

6、优先支持开展全过程工程咨询、建筑师负责制等工

作的项目。 

（二）建筑能效提升项目 

针对既有建筑，通过实施围护结构改造、主要用能设备

更新、建筑能源监管等举措，提升建筑能效，改善建筑室内

环境和人的生活品质。具体条件如下： 



1、通过近2年的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和用能数据分析，制

定绿色化改造或能效提升方案，改造后应实现单位建筑面积

节能率不低于15%。可以通过改造前后建筑能耗数据和用能

账单对比，评测节能改造实际效益。 

2、鼓励集成应用多种适宜新技术，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

理方式。 

3、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绿色运营管理规定。 

4、安装建筑能耗分项计量装置，实时向市级公共建筑能

耗监测平台上传能耗数据。 

5、针对居住建筑，优先支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同步开

展围护结构节能改造、适老性改造的项目。 

6、优先支持公共机构建筑能效提升项目；优先支持整合

城市社区内医院、学校、邻里活动中心、办公、商业等公共

服务建筑及居住建筑开展绿色化改造的项目；优先支持引入

绿色金融产品的项目。 

三、科技支撑项目 

1、江苏省“十四五”绿色建筑发展规划研究。 

研究内容：在系统总结我省“十三五”绿色建筑发展的

基础上，按照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衔接上位规划，

系统谋划“十四五”期间绿色建筑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

务和保障措施，引领江苏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 

验收指标：提交《江苏省“十四五”绿色建筑发展规划》

（送审稿）。 

2、江苏省绿色建筑评价研究与标准编制。 



研究内容：借鉴国际绿色建筑评价先进经验，吸收国家

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丰富内涵，总结江苏绿色建筑

发展实践，建立体现江苏特色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为绿色

建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验收指标：提交地方标准《江苏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送审稿），试评价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分别不少于 5项。 

3、绿色建筑设计质量控制要点研究。 

研究内容：以绿色建筑设计相关标准为依据，针对绿色

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和技术审查两个关键点开展系统研究，规

范建筑设计方案和建筑施工图阶段的绿色设计质量控制要

求。 

验收指标：提交《江苏省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文

件编制深度规定和技术审查要点》《江苏省民用建筑施工图

绿色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和技术审查要点》（送审稿）。 

4、绿色城区综合效益评估与发展研究。 

研究内容：总结全省绿色生态城区建设成效，综合分析

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绿色效益。通过建立绿色城区综合

效益评价方法和技术体系，对已建成绿色城区实施综合效益

评估，指导更高质量绿色城区创建。 

验收指标：编制出版《江苏省绿色城区综合发展报告》。 

5、智慧建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以绿色建筑为载体，在建筑结构、系统、服

务和管理中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营

造高效、舒适、便利的人性化建筑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验收指标：提交《江苏省智慧建筑技术指南》（送审稿），

建成示范项目不少于2个。 

6、江苏省超低能耗建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遵循“被动优先、主动优化”的原则，对适

合江苏省气候特征、建筑用能特点和百姓需求的超低能耗建

筑技术体系、指标和措施开展研究分析，形成适合我省实际

的超低能耗建筑技术路线。 

验收指标：提交地方标准《江苏省超低能耗建筑技术标

准》（送审稿），建成示范项目不少于2个。 

7、绿色建筑后评估技术体系研究与评估应用。 

研究内容：围绕绿色建筑人居环境、资源利用、运营效

果等方向，制定绿色建筑后评估的程序、方法和工具，构建

使用者满意度评估、绿色行为评估和效益评估的综合后评估

体系。 

验收指标：提交地方标准《江苏省绿色建筑后评估标准》

（送审稿），完成20栋以上典型建筑的评估分析。 

8、公共机构建筑能耗定额制定与推进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通过调查分析我省机关、学校、医院等不同

类型公共机构能源资源使用状况，开展机关办公类、教育类、

卫生医疗类、场馆类等公共机构能耗定额研究，开展基于节

能目标管理、能源费用预算管理的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推进机

制研究。 

验收指标：提交4-5部不同类型的公共机构建筑能耗定额



标准（建议稿），完成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机制应用试点示范

不少于2个。 

9、装配式建筑正向设计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目前装配式建筑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研究正向设计技术措施，促进设计能力和水平提升；结合江

苏省推广应用“三板”规定，梳理已建、在建保障性住房标

准化设计案例，针对标准化功能模块、标准化空间、标准化

构件进行优化研究，提出满足多样性、灵活性和场地适用性

的住宅标准化设计技术。 

验收指标：提交《江苏省装配式建筑正向设计导则和技

术应用指南》，提交以保障性住宅为主体的户型标准化图集

（送审稿），建设示范项目2项以上，且总建筑面积不少于

10万平方米。  

10、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体系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梳理策划设计、建造等各阶段影响工程质量

的关键节点，研究建立以信息化手段为基础，适用于设计、

建造、运维等建筑全寿命周期的质量追溯体系。 

验收指标：提交《江苏省装配式建筑质量追溯管理标准》

（送审稿），完成示范项目不少于 10个。 

11、绿色生态组合结构体系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木-混凝土或钢-混凝土组合结构体系高

效连接和装配化安装技术，研究组合结构体系、关键构件及

连接节点的受力机理、设计理论与方法，研发轻质环保且集

装饰、节能和防护一体化的楼盖和墙体预制构件。 



验收指标：提交地方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1部；完成

多层、中高层示范项目不少于 2 个，建筑面积不少于 2000

平方米。 

12、装配式钢结构住宅技术体系优化及示范 

研究内容：以现有钢结构住宅体系为基础，结合江苏钢

结构行业特点，以多层和高层钢结构住宅建筑为对象，研究

技术先进可行、便于制造安装、体系成熟度高、综合经济指

标合理的技术体系。 

验收指标：研发 1套多层和 1套高层装配式钢结构住宅

技术体系，提交相应的技术导则或标准（送审稿），完成示

范项目不少于 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