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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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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河南省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

略决策部署，规范绿色建筑专项规划（以下简称“专项规划”）

的编制工作，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

能源法》和《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各省辖市（含济源产城

融合示范区）、县（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具

备条件的乡（镇）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1.0.3 专项规划编制除遵循本导则外，尚应符合法律、法规和

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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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绿色建筑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

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2.0.2 装配式建筑

用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

2.0.3 超低能耗建筑

超低能耗建筑是近零能耗建筑的初级表现形式，其室内环

境参数与近零能耗建筑相同，能效指标略低于近零能耗建筑，

其建筑能耗水平应较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2015和行业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JGJ26- 2010、《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34-2016、《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

2012降低 50%以上。

2.0.4 近零能耗建筑

适应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最大幅度

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通过主动技术措施最大幅度

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

源消耗提供舒适室内环境，且其室内环境参数和能效指标符合

本标准规定的建筑，其建筑能耗水平应较国家标准《公共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 2015和行业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 - 2010、《夏热冬冷地区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16、《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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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设计标准》JGJ 75- 2012降低 60%~75%以上。

2.0.5 零能耗建筑

零能耗建筑能是近零能耗建筑的高级表现形式，其室内环

境参数与近零能耗建筑相同，充分利用建筑本体和周边的可再

生能源资源，使可再生能源年产能大于或等于建筑全年全部用

能的建筑。

2.0.6 绿色改造

以节约能源资源、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使用功能等为目标，

对既有建筑进行维护、更新、加固等活动。

2.0.7 可再生能源

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

石能源。

2.0.8 全装修

建筑功能空间的固定面装修和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达

到建筑使用功能和性能的基本要求。

2.0.9 建筑碳排放

建筑物在与其有关的建材生产及运输、建造及拆除、运行

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0.10 管理分区

根据行政管理格局，以市、县（区）行政边界为基础，综

合上位规划、产业空间布局，划定的绿色建筑发展目标与任务

管理的基本范围。

2.0.11 目标单元

根据所需管理分区内绿色建筑发展目标、现状基础和规划

建设用地布局情况，以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为基础，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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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干道、铁路、河流等为边界划定的明确绿色建筑发展指标要

求的发展单元。

2.0.12 约束性指标

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针对管理分区或目标单元提出的必

须达到的指标要求。

2.0.13 预期性指标

为引导绿色建筑发展，针对管理分区或目标单元提出的建

议达到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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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专项规划的编制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和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结合规划区域的

气候、环境、能源、经济及产业发展等特点，合理确定绿色建

筑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并妥善处理近期与长远、局部与

整体等关系。专项规划编制依据见附录 A。

3.0.2 专项规划的编制应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超前，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的原则。

3.0.3 专项规划的编制应坚持政府组织、部门合作、专家领衔、

公众参与的工作方式。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

革、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等部门，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专

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复后向社会公布。

3.0.4 专项规划期限应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期限一致，一般近

期至 2025年，远期至 2035年。专项规划应明确绿色建筑发展

近期与远期目标，并应根据绿色建筑发展进程进行滚动修编。

3.0.5 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范围应与当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范围一致。

3.0.6 专项规划应包括基础分析、发展目标、规划分区、规划

指标和保障措施等内容，专项规划编制路线见附录 B。规划应

明确必须达到的约束性指标，并根据实际提出相关预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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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制内容

4.0.1 专项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 发展现状分析；

2 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3 管理分区、目标单元划定及指标确定；

4 绿色建筑发展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库；

5 保障措施。

4.0.2 发展现状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区位条件分析；

2 人口与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3 环境与资源现状分析（气象、大气、水环境、声环境、

生态环境、能源、水资源等）；

4 规划与建设现状分析（土地利用、基础设施）；

5 绿色建筑发展相关规划及政策文件分析；

6 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分析（绿色建筑建设现状，绿色建材

适宜技术及使用情况，绿色规划、设计、施工、运行要求落实

情况，集中规模化推广情况等）；

7 绿色改造、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可再生能源利

用等绿色建筑相关发展条件的综合评估，绿色建筑发展优势和

存在的问题分析；

4.0.3 结合城市发展定位、绿色建筑发展禀赋，科学确定绿色

建筑发展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其中绿色建筑发展

目标应包含以下内容：

1 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筑所占比例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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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民用建筑中星级绿色建筑发展要求；

3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计划目标与要求；

4 新开工民用建筑中装配式建筑所占比例与要求；

5 新建建筑中超低能耗建筑发展要求；

6 可再生能源应用的要求；

7 其他建设目标及技术应用要求。

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近、远期重点指标应参考附录 C规

定。

专项规划应根据绿色建筑发展目标，结合规划区域特点，提

出高质量发展、低碳节能、绿色化改造与绿色建造等工作总体

思路和重点任务。

4.0.4 依据专项规划编制对象的范围合理划定管理分区和目标

单元，确定重点发展区域。规划范围可对应若干管理分区，一

个管理分区可划分为多个目标单元。绿色建筑重点发展区域范

围应结合管理分区和目标单元设置情况进行划定。

1 管理分区结合市县（区）管理范围，依据上位规划、产

业空间布局和行政区划，按以下要求进行划分：

1） 参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边界、城市特定重点

发展区域和各类园区地域边界进行划分；

2） 县（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一个或多个管理分

区；

3） 对于建设管理主体明确的各类生态城、园区等，可

设为单一管理分区。

2 目标单元设置应根据所属管理分区内实际情况，统筹考

虑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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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单元的设置一般应以管理分区内的控制性规划

编制单元为参照进行合理划分，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突破控规

管理单元边界，以管理分区内的主次干道、铁路、河流等自然、

清晰边界为界限；

2） 根据需要可将目标单元进一步分为核心目标单元和

基础目标单元，核心目标单元的指标要求应高于基础目标单元。

4.0.5 重点发展区域应结合该区域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

平，制定合理的绿色建筑等级和比例、装配式建筑比例和超低

能耗建筑目标。

4.0.6 通过绿色建筑潜力分析将专项规划指标进行规划落实，

将指标分解到目标单元。

管理分区指标包括绿色建筑及星级绿色建筑比例，绿色化

改造面积、装配式建筑相关目标要求。

4.0.7 管理分区和目标单元指标应包括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

标，并明确近期和远期规划目标。指标汇总表见附录 E、附录

F。

1 约束性指标

1） 新建民用建筑中星级绿色建筑发展要求；

2） 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筑所占比例与要求；

3） 新开工民用建筑中装配式建筑所占比例与要求；

4） 其他建设目标及技术应用要求。

2 预期性指标

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能源供应、自然资源条件等确定，

可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指标：

1） 超低能耗建筑（含近零能耗、零能耗建筑）发展要



9

求；

2） 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指标及要求；

3）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指标及要求；

4） 其他建设目标及技术应用要求。

3 可根据地方实际，将部分预期性指标调整为约束性控制

指标，如超低能耗建筑（含近零能耗、零能耗建筑）发展要求、

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指标及要求等。

4.0.8 结合城市更新、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等重点工作制定绿色

建筑发展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库。项目库应包含项目名称、项目

类型、项目地址、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投资、建设周期

等内容（见附录 F）。

4.0.9 专项规划保障措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结合当地绿色建筑建设管理条件制定，宜包括政策保

障、组织管理、工作机制、技术支撑、宣传教育、资金与市场

引导、质量监管等方面内容。

2 应强调组织领导，细化目标任务，落实支持政策，明确

工作分工，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多

部门联动共同推动绿色建筑发展。

3 应突出绩效评价，提出各相关部门目标责任、发展成效

的评价考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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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果要求

5.0.1 规划成果主要包括文本、图表、说明书等。成果的表达

应当清晰、准确、规范。

5.0.2 文本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总则、目标与定位、管理分区

与管控要求、目标单元与指标要求、近期规划、保障措施等。

文本参考提纲见附录 G。

5.0.3 图表应包括区位图、管理分区和目标单元区划图、指标

表等。

5.0.4 说明书是对最终形成的专项规划文本及相关图表的说明

性文件，主要内容包括：

1 规划范围、规划目的、规划主要依据和原则、规划期限、

法律效力及其他事项的说明；

2 基础分析：调研、基础资料收集、公众问卷等情况总结；

规划区域的建筑建设与规划的现状分析；规划区域的绿色建筑

发展回顾、现状分析；

3 总体发展目标、任务分析：规划区域的绿色建筑、装配

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既有建筑绿色改造、可再生能源等发

展目标、定位及技术路线说明；

4 管理分区与目标单元划分说明：管理分区与目标单元的

划分依据、方法说明以及分区列表；

5 指标要求：各管理分区和目标单元的约束性指标和预期

性指标要求的情况说明；

6 近期建设计划与远期规划说明；

7 政策建议与保障措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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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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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要求

6.0.1 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中的相关目标、区域或用地层面

相关关键性指标应落实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6.0.2 编制或修编城市或区域能源、交通、绿地、水资源、公

共服务设施、智慧城市等专项规划时，应与绿色建筑专项规划

编制与修编工作充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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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编制依据

A.1 法律法规

1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2 《河南省绿色建筑条例》

3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A.2 政策文件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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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中发〔2021〕36号）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乡建

设绿色发展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1〕37号）

3 《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

发〔2021〕23号）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 人民银行 国管局 银保监会 关于印发绿色建筑创建行

动方案的通知》（建标〔2020〕65号）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通

知》（建标规〔2021〕1号）

6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

筑发展规划的通知》（建标〔2022〕24号）

7 其他相关政策文件

A.3 相关规划

1 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 规划范围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3 规划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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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上位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

A.4 相关技术标准

1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

2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

3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51141-2015

4 《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2019

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

6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

7 《河南省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41/T205-2018

8 《河南省超低能耗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J41/T246-2021

9 《河南省超低能耗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标准》

DBJ41/T247-2021

10 《河南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J41/T265-2022

11 《河南省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技术标准》

DBJ41/T266-2022

12 其他相关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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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编制路线

近期目标

远期目标
总体目标

总体思路

重点任务

技术路线

基础资料调研

绿色建筑发展基础分析

座谈交流

1 基础资料分析

资料收集

现场调研

2 明确目标任务

3 划定发展分区

管理分区 目标单元 重点发展区域

5 实施与保障

近期重点项目，工作建议 远期工作思路

政策支持 组织保障 激励措施 技术支撑

4 建立规划指标

约束性指标 预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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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河南省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近、远期引导指标

序号 市别 划分依据
2025年 2035年

星级绿色建筑占比 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比 星级绿色建筑占比 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比

1 郑州
中心城市

黄河沿岸城市
30%以上 达到 50% 40%以上 达到 55%

2 开封 黄河沿岸城市 30%以上 达到 50% 40%以上 达到 55%

3 洛阳
副中心城市

黄河沿岸城市
30%以上 达到 40% 40%以上 达到 55%

4 平顶山
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市
30%以上 达到 30% 40%以上 达到 55%

5 安阳
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市
30%以上 达到 45% 40%以上 达到 55%

6 鹤壁 / 30%以上 达到 20% 40%以上 达到 50%

7 新乡 黄河沿岸城市 30%以上 达到 50% 40%以上 达到 55%

8 焦作 黄河沿岸城市 30%以上 达到 40% 40%以上 达到 55%

9 濮阳 黄河沿岸城市 30%以上 达到 40% 40%以上 达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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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许昌
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区
30%以上 达到 40% 40%以上 达到 55%

11 漯河
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市
30%以上 达到 50% 40%以上 达到 55%

12 三门峡 黄河沿岸城市 30%以上 达到 40% 40%以上 达到 55%

13 南阳 副中心城市 30%以上 达到 30% 40%以上 达到 55%

14 商丘
省级钢结构住宅建设

试点
30%以上 达到 40% 40%以上 达到 55%

15 信阳 大别山革命老区 30%以上 达到 50% 40%以上 达到 55%

16 周口 / 30%以上 达到 30% 40%以上 达到 50%

17 驻马店
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区
30%以上 达到 40% 40%以上 达到 55%

18 济源 黄河沿岸城市 30%以上 达到 50% 40%以上 达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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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管理分区重要指标汇总表

序号 管理分区编号

约束性指标 预期性指标

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

筑所占比例（%）

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

筑等级要求（%）

新开工民用建筑中装

配式建筑所占比例

（%）

既有建筑绿色化改

造面积（m2）

新建建筑超低能

耗建筑（含近零能

耗、零能耗建筑）

面积（m2）

可再生能源推广应

用面积（m2）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指标要求均为低限要求，宜根据近、原期设定梯度递进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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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目标单元重要指标汇总表

序

号

目标单元

编号

约束性指标 预期性指标

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

筑所占比例（%）

新建民用建筑中绿色建

筑等级要求（%）

新开工民用建筑中装配

式建筑所占比例（%）

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

面积（m2）

新建建筑超低能耗建

筑（含近零能耗、零

能耗建筑）面积（m2）

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面

积（m2）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近期 远期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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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市（县）绿色建筑专项规划近期重点建设项目库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地址

控制要求

建设内容及

规模

建设周期

总投资

（万元）
责任单位 备注绿色建筑

星级

装配式建筑

评价等级

既有建筑绿

色改造星级

超低能耗建筑

近零能耗建筑

零能耗建筑

开工时间竣工时间

1

2

3

4

5

6

7

8

注：绿色建筑星级划分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装配式建筑评价等级划分为 A级、AA级和 AAA级；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星级划分为一星级、二

星级和三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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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划文本提纲（参考）

1 规划总则

1.1 工作背景

1.1 目的原则

1.2 规划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2.2 政策文件

1.2.3 相关规划

1.2.4 相关技术标准

1.3 规划范围

1.3.1 规划范围

1.3.2 重点研究范围

1.4 规划期限

1.4.1 规划近期

1.4.2 规划远期

1.5 发展基础

1.6 面临问题

2 发展目标

2.1 指导思想

2.2 基本原则

2.3 发展定位

2.4 总体目标



22

2.4.1 近期目标

2.4.2 远期目标

3 重点任务

3.1 绿色建筑

3.1.1 新建绿色建筑发展

3.1.2 既有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

3.1.3 绿色生态城区、社区、住区创建工作

3.1.4 绿色建筑技术路线

3.2 绿色建筑相关工作

3.2.1 建筑节能（新建建筑节能、超低能耗建筑、可再生

能源应用）

3.2.2 装配式建筑

4 规划分区与指标要求

4.1 管理分区

4.1.1 划分原则

4.1.2 分区列表与指标要求

4.2 目标单元

4.2.1 划分原则

4.2.2 单元列表及指标要求

4.3 重点发展区域

4.3.1 划定划分原则

4.3.2 重点发展分区及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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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结合重点任务的要求，提出近期建设行动计划、重点项目库

与实施要求。并制作重点项目列表。

6 保障措施

6.1 政策保障

6.2 组织管理

6.3 工作机制

6.4 技术支撑

6.5 宣传教育

6.6 资金与市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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