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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绿色建筑发展研究

兰　昆，李启铭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

摘　要：英国是发生工业文明负面影响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走在世

界前列的国家之一。英国绿色建筑渊源于１８世纪崇尚自然的理念和１９世纪中叶提出的“绿色精神”。英国

绿色建筑建筑大致经历了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理论酝酿时期、２０世纪末期的实践探索时期和２１世纪以来

的初步发展时期。英国较牢固地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了较完备的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法规政策、注

重绿色建筑技术的研发、重视公众参与，引导低碳生活等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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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色 建 筑 是 人 类 应 对 全 球 环 境 危 机 和 实 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之一，也是减少碳排

放、应对气候变暖的重要举措之一。英国是工业

革命的发原地，也是最早感受到工业文明所造成

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负面影响最早的国家之

一。１９世纪上 半 期 英 国 一 些 有 识 之 士 就 开 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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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改善城市环境问题；到２０世纪中叶以后，英国

人逐步形成了较为普遍的环境意识，英国政府率

先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制定了世界第

一个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

理论探索和实践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研究英国绿色建 筑 发 展 的 轨 迹，借 鉴

其成功的经验，对于推进中国绿色建筑发展是十

分必要的。本 文 试 图 从 英 国 绿 色 建 筑 的 历 史 渊

源、发展轨 迹 和 评 估 体 系、法 律 法 规 等 方 面 进 行

初步的梳理和总结，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

一、英国绿色建筑的历史渊源

绿色建筑概念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才逐步提

出来的，它 的 兴 起 是 人 类 建 筑 史 上 一 场 重 大 变

革，但绿色建筑的发展并不是人类建筑历史的断

裂，而是对人类古代、近代和现代一切优秀传统、

合理因素 的 继 承 与 发 展。英 国 的 绿 色 建 筑 也 不

例外。英国绿色建筑除受古希腊、罗马建筑中一

些绿色要素，如 崇 拜 自 然，城 市 规 划 注 重 与 自 然

和谐；民居适应当地气候与自然环境，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节 约 土 地 等 因 素 的 影 响 外，主 要 渊 源

于１８世纪英国建筑师崇尚自然的理念和１９世纪

中叶提出的“绿色精神”。

１８世纪６０年代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这次工业革命在引起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对自然界“充满

侵略野性”的大开发，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

的大破坏；引起了一些人文学者的思考，１８世纪后

半期便出现了一种向往田园风光，讴歌自然美的浪

漫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和刚刚传入的中国园林风

格的影响下，一些建筑师提出了“自然是最好的园

艺设计师”的口号，设计建造了一些有意识地保存

自然起伏地形，尽可能模仿自然风景、体现自然美

的风景园林和庭园。美国景观学家麦克哈格认为，

英国１８世纪风景园林的设计理念是一种经验主义

生态学的观点，他们把自然中具有引人注目的和美

感特性的东西开发利用起来，真实地表现自然，在

景观中树立了以应用生态学作为功能和美学的基

础。［１］可以说风景园林崇尚自然的设计理念是绿色

建筑美学思想的重要源头。

１９世纪上半期，英国产业革命给城市发展带

来的负面 影 响 开 始 显 现，出 现 了 工 业 污 染 严 重、

居住区密度 过 大、城 市 卫 生 恶 化、环 境 质 量 急 剧

下降等问题。１８３２年，英 国 霍 乱 大 流 行 后，政 府

开始 着 手 改 善 城 市 环 境；出 现 了“城 市 公 园 运

动”，首开了早期资本主义改善城市环境的先河。

１９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Ｅ·Ｈｏｗａｒｄ）

在法国卢梭“返 回 自 然”和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者 欧 文

的“新协和村”思想影响下，提出了“田园城市”理

论。霍华德 的 设 计 思 想 及 实 践 对 缓 解 工 业 化 引

起的城市环境恶化、永久性地保存城市周围的农

业地带，促进城乡一体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建筑

理论工作者认为这是英国生态城市的历史渊源。

继霍华德之后，英国艺术和建筑理论家约翰

·拉斯金（Ｊｏｈｎ　Ｒｕｓｋｉｎ）主张“向自然学习”，设计

和装饰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反对设计中哗众取

宠、华而不实 的 倾 向，提 倡 纯 朴、简 单、朴 实 无 华

的设计风 格。他 不 仅 敏 锐 地 觉 察 到 工 业 时 代 及

其建筑对自然界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提

出了与联合国里程碑式的重要文件———《我们共

同的未来》相近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思想。他在

１８４９年出版的《建 筑 七 灯》一 书 中 指 出：“上 帝 将

地球借给我 们，那 是 有 很 大 的 继 承 性 的，她 不 但

属于今天的我们，还属于明天我们的后人。我们

完全没有任何权利，也不能有任何疏忽使得他们

在今后蒙 受 任 何 处 罚。我 们 更 不 能 剥 夺 他 们 应

能享受的和我们一样的好处”［２］。他提出的思想

被一些建 筑 理 论 工 作 者 誉 为“绿 色 精 神”。这 种

精神是英国绿色建筑兴起的重要思想根基。

二、英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基本轨迹

英国 绿 色 建 筑 萌 发 于２０世 纪 中 叶 以 后，它

的发展历程大致 可 分 为 三 个 时 期：２０世 纪６０—

７０年代理论 酝 酿 时 期；２０世 纪 末 期 的 实 践 探 索

时期；２１世纪以来的初步发展时期。

１．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理论酝酿时期

２０世纪中叶，工业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

严重，并逐步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１９７２年 联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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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瑞典 首 都 召 开 人 类 讨 论 环 境 问 题 的 第 一 次

国际 会 议，并 发 表 了《联 合 国 人 类 环 境 会 议 宣

言》，标志 着 全 球 环 境 意 识 的 觉 醒。正 是 在 这 种

背景下，建 筑 师 们 开 始 从 不 同 角 度 进 行 反 思，探

讨建筑业 的 新 出 路。剑 桥 大 学 约 翰·佛 雷 策 和

阿里克 斯·派 克 等 人 开 始 研 究“自 维 持”住 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Ｈｏｕｓｅ）。自 维 持 住 宅 就 是“除 了

接受邻近自然环境的输入以外，完全独立维持的

住宅”。［３］他们开始研究建筑材料的热性能、暖通

设备的能耗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问题，为建

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９７０年代，能源 危 机 之 后，英 国 建 筑 界 关 注

建筑节约能 源 问 题，建 设 了 一 批 低 能 耗 住 宅，其

中 比 较 突 出 的 是 米 尔 顿 · 凯 恩 斯 市（Ｍｉｌｔｏｎ

Ｋｅｙｎｅｓ）彭 妮 兰（Ｐｅｎｎｙｌａｎｄ）住 宅 小 区。他 们 在

设计中研 究、运 用 了 一 系 列 被 动 式 太 阳 能 技 术，

对与能 耗 有 关 的 因 素 诸 如 维 护 结 构 的 保 温、采

光、太阳辐 射、建 筑 蓄 热 能 力 和 人 工 采 光 等 都 进

行了有益 的 探 索。节 能 建 筑 虽 然 不 是 完 全 意 义

上的绿色建筑，但节能建筑的研究和探索却为绿

色建筑的发展积累了技术和经验。

２．２０世纪末期，实践探索时期

１９８７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ＷＣＥＤ）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向全世界正式提

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全球首

脑会议通过了《２１世纪议程》等纲领性文件，标志

着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纲领。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绿色建筑也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１９９４年，英国政府率先制定了本国的可

持续发 展 战 略———《可 持 续 发 展：英 国 的 战 略 选

择》，这一 国 家 战 略 的 确 立 为 建 筑 节 能 和 绿 色 建

筑发展创造了较号的社会环境。２０世纪末期，在

理论与技术方面，英国建筑研究院（ＢＲＥ）加快了

能源与环境 问 题 的 研 究，并 于１９９０年 出 台 了 世

界第一个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在法规政策建设方

面，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欧 盟 签 订 了《京 都 议 定 书》之

后，英国政府 宣 布２０１６年 前 将 使 该 国 所 有 的 新

建住宅实现 碳 零 排 放，到２０１９年 所 有 非 住 宅 新

建建筑必须达到碳零排放，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鼓

励节能和绿色建筑的政策。在实践方面，建设了

一批节 能 建 筑 和 绿 色 建 筑。如 ＢＲＥ新 办 公 楼

（ＢＲ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图１）、朱 比 丽 校 园

（Ｊｕｂｉｌｅｅ　Ｃａｍｐｕｓ，图 ２），豪 其 顿 生 态 住 房 项

（Ｈｏｃｋｅｒｔｏ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图３）等。其中班

尼特事 务（Ｂｅｎｎｅｔ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设 计 的 威 斯 塞 斯

水资源 总 部（Ｗｅｓｓｅｘｗａｔｅ　ｒ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比 较 有

代表 性。此 建 筑 建 于１９９８年，被 称 为 英 国 当 年

最绿色的 办 公 建 筑。建 筑 师 综 合 运 用 了 一 系 列

绿色建 筑 设 计 策 略，取 得 了 叫 好 效 果。经 过 测

量，该建筑年能源消耗量为１００ＫＷｈ／ｍ２，还不到

一般办公楼的１／３（图４）［４］。

图１　ＢＲＥ新办公楼
　

图２　朱比丽校园
　

图３　豪其顿生态住房
　

图４　威斯塞斯水资源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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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世纪，初步发展时期

２１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士进一步确

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节能环保已成为英

国的 政 治 时 尚。自２００１年 以 来，政 府 拨 款 数 十

亿英镑，提 高 居 民 家 庭 能 效，责 成 能 源 公 司 提 供

节能灯泡、保 温 设 备、高 能 效 电 器 和 锅 炉。英 国

政府已出台了世界第一部《气候变化法案》，第一

个用法规的 形 式 规 定，到２０２０年 英 国 的 二 氧 化

碳排 放 要 减 少２６％～３２％，到２０５０年 要 减 少

６０％。举办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对绿色建筑发展

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伦敦政府计划在泰晤士河

两岸长达４０英里的区域内除建设绿色的奥林匹

克比赛场馆外，还要建设新的废物处理系统和１６

万个新的“零碳化”住宅，使这里成为英国第一座

生态城。英 国 政 府 的 大 力 推 动 及 社 会 的 高 度 环

保意识，使节能和绿色建筑有了较大发展。为了

展示节能 和 绿 色 建 筑 发 展 的 成 就，英 国 从２００４

年开始每 年 举 办 一 届 伦 敦 国 际 绿 色 建 筑 和 节 能

环保 展 览 会（Ｅｃｏｂｕｉｌｄ），２０１２年 展 览 会 规 模 空

前，有１５００家 供 应 商 展 示 了 各 类 富 有 吸 引 力 的

节能和绿色 建 筑 产 品，举 行 了１３０场 研 讨 会，标

志着英国的绿色建筑进入初步发展时期。

　　三、英国绿色建筑评估体系与法

律体系

　　英国节能和绿色建筑有两个评估体系：一是

“建筑研究院环境评估 法”（ＢＲＥＥＡＭ）；二 是“可

持续 住 宅 标 准”（ＢＲＥＥＡＭ／ＥｃｏＨｏｍｅｓ）。“建 筑

研究院环境评估法”（ＢＲＥＥＡＭ）是由英国建筑研

究院于１９９０制定的世界第一个绿色建筑的评估

体系，此评估体系经过多次修订，不断得到完善。

ＢＲＥＥＡＭ９８新 的 评 估 体 系 共 计１１９条 评 估 条

款，分为３大部分，即核心评估、设计与实施评估

和管理与运作评估。从３个部分９大类条款来评

估建筑 对 全 球 环 境、当 地 环 境 和 室 内 环 境 的 影

响；将评估结果分为：“通过”、“好”、“很好”和“优

秀”四个等级，以反映建筑物的“相对绿色度”。［５］

英国绿色 建 筑 评 估 体 系 不 仅 首 开 了 世 界 评

估体系的 先 河，而 且 通 过 不 断 更 新 也 比 较 完 善，

成为许多国 家 制 度 评 估 体 系 的 范 本，对 美 国、澳

大利亚及 欧 洲 其 他 国 家 的 绿 色 建 筑 评 估 体 系 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持续 住 宅 规 范”（ＢＲＥＥＡＭ／ＥｃｏＨｏｍｅｓ）

是由英国建 筑 研 究 院 于２００６年 制 定 的，共 分 为

九大类指标：节能、节水、材料、地表水流失、固体

废弃物、污染、健 康、管 理 和 生 态 等，按 评 估 结 果

可将绿 色 建 筑 分 为 六 个 等 级，即 一 星 级 到 六 星

级。一星级为基本等级，六星级为最高等级。它

比ＢＲＥＥＡＭ 评 估 体 系 更 全 面 细 致，指 标 更 严

格。［６］

英国相当 重 视 运 用 法 规 和 政 策 推 动 建 筑 节

能和发展绿 色 建 筑，出 台 了 比 较 完 备 的 法 律、法

规体系。与 建 筑 节 能 和 绿 色 建 筑 相 关 英 国 法 规

体系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英国必须执行的欧盟的

指令；二是英国自己制定的法规。

与建筑节 能 和 绿 色 建 筑 相 关 的 欧 盟 的 指 令

主要有：《节能 指 令》、《能 效 标 识 指 令》、《能 源 利

用效 率 和 能 源 服 务 指 令》、《建 筑 能 效 指 令》等。

其中《建筑 能 效 指 令》规 定 了 欧 盟 各 成 员 国 必 须

制定建筑能效的最低标准、建筑物用能系统的技

术导则、建筑节能监督制度和实行建筑能源证书

制度等，对 英 国 的 建 筑 节 能 和 绿 色 建 筑 影 响 深

远。

与绿色建 筑 相 关 的 英 国 法 规 主 要 有：《气 候

变化法案》、《建 筑 法 案》、《可 持 续 和 安 全 建 筑 法

案》、《家庭节能法案》、《住宅法案》、《建筑法规》、

《建筑效能法 规》等。其 中《建 筑 法 规》规 定 了 建

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利用、碳排放等的最低标准，

在建筑节能法规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６］

四、英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几点启示

英国绿色建筑已进入初步发展时期，积累了

不少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牢 固 树 立 可 持 续 发 展 理 念，为 绿 色 建

筑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绿色建筑，理念现行。绿

色建筑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

思想观念问题。如果说绿色建筑技术是设计、建

造绿色建筑 的 基 础，那 么，以 尊 重 自 然 和 可 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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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 核 心 的 绿 色 理 念 则 是 绿 色 建 筑 的 灵 魂。

离开了可 持 续 发 展 理 念 的 引 领，绿 色 建 筑 体 系、

生态城市 的 建 设 将 是 不 可 想 象 的。英 国 之 所 以

在建筑节能、绿 色 建 筑 领 域 走 在 世 界 的 前 列，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很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政府不仅

较早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节能环保已

成为各种政治团体的政治时尚，而且在全体公民

中也形成 了 较 为 浓 厚 的 环 境 意 识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理念，从而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发展奠定了

思想基础。

第二，建 立 和 完 善 法 规 政 策，为 建 筑 节 能 和

绿色建筑 营 造 良 好 的 社 会 环 境。建 筑 节 能 和 绿

色建筑的外部环境效益十分突出，但在短期内对

建筑商和业主的经济效益却较难显现，甚至还可

能增加 他 们 的 资 金 投 入。推 广 绿 色 建 筑，存 在

“市场失灵”问 题，因 此，需 要 政 府 制 定 和 完 善 政

策法规，积极 支 持、鼓 励、规 范 和 强 力 推 动，绿 色

建筑才能顺利、健康发展。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做

得较好。如上所述，英国已建立了以欧盟的指令

和本国的 法 规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比 较 全 面 的 法 律 体

系，而且出 台 了 一 批 鼓 励 绿 色 建 筑 的 财 税 政 策，

从而为建 筑 节 能 和 绿 色 建 筑 发 展 提 供 了 法 律 保

障。

第三，注 重 绿 色 建 筑 技 术 的 研 发，为 绿 色 建

筑发展提 供 技 术 支 撑。英 国 相 当 重 视 绿 色 建 筑

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在太阳能利用、风能利用、地

热利用、雨水 收 集 和 利 用、外 墙 保 温、自 然 通 风、

采光、屋顶绿化、废弃物再利用、建筑材料循环利

用、智能 控 制 等 方 面 的 技 术 研 发 都 有 了 较 大 进

步。如在今年３月 召 开 的 敦 国 际 绿 色 建 筑 和 节

能环保展 览 会 上 展 出 的 太 阳 能 利 用 示 范 小 区 模

型、屋顶及表皮绿化模型（图５）、屋顶绿化雨水收

集灌溉系 统 等 都 显 示 了 英 国 先 进 的 绿 色 建 筑 技

术水平。

图５　屋顶及表皮绿化
　

第四，重视公众参与，引导低碳生活，为绿色

建筑发展营造社会氛围。建设生态城市、发展绿

色建筑需要广大民众的认可与和热情参与，离开

了广大居民的支持，绿色建筑将举步维艰。一方

面，英国政 府 倡 导 可 持 续 发 展 社 区 建 设，鼓 励 居

民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重视宣传低碳理念，培养

居民的低 碳 社 会 方 式。采 用 价 格 杠 杆，对 节 能、

节水的居民 进 行 奖 励，对 耗 能、用 水 超 过 规 定 指

标者，则征 收 较 高 的 费 用，让 居 民 自 觉 地 节 约 能

源，体验低碳生活方式带来的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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