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田区建筑工务署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
五届六次会议提案第 20200053 号的会办意

见

区住建局：

贵局主办的“打造全球领先的智慧绿色建筑集群，树立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中心城区典范”建议（区政协六届

五次会议大会的发言建议）收悉。现将我署承办情况答复如

下：

近年来，我署坚持低碳发展、生态优先的理念，全力推

进绿色建筑、绿色技术的实施，实现“美丽福田”的可持续

发展。

一、积极摸索废弃材料循环利用。福田中心区交通设施

及空间环境综合提升工程建设中，我署将现状拆除的，未达

使用年限，品相较为完好的材料（人行道的水泥混凝土预制

砖、水泥混凝土路缘石、铸铁井盖、复合材料井盖等）进行

建筑废弃物再利用，建造了 100%利用建筑废弃物而打造的人

民公园——“再生园”。在今后的安托山公园等项目建设中，

我署将进一步探索再生材料的运用，争取做到建筑垃圾不外

运，拆除材料全部回收利用。

二、努力打造一批绿色建筑典范工程。安托山小学项目

营造了一座具充满活力的追随气候、自然通风、山谷庭院、

垂直花园、有机空间的绿色方舟，被国内外多家建筑专业媒

体评为 2019 年发布的世界 50 个最佳建筑作品，成为中心区



高品质“未来学校”建设范本；福田人民医院项目按照绿色

建筑一星级标准和综合性三甲医院要求，以集约用地、独创

建筑造型和功能理念开创粤港澳医疗建筑先河，“一床一窗”

概念在国内首次引用，立体绿化率高达 65%；深康学校项目

按照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层叠的退台设计创造出立体的绿

化平台，将建筑占用的绿化空间以立体形式补偿；中心区交

通设施提升工程项目，通过重塑街区打造“更安全、更便捷、

更生态、更国际、更智慧”的街区，推动福田中心区从 CBD

向 CAZ 的转型升级。

三、逐步建立低碳环保的绿色建造体系。建筑行业工业

化进程正在加快，装配式建筑是发展的必然方向之一。我署

积极行动，梅香学校、纪委案件基地两个项目通过装配式的

技术手段，实现了资源节约，相比现浇式混凝土结构实现施

工节水 60%、节材 20%、垃圾减少 80%；实现了环境保护，施

工现场无扬尘、无废水、无噪声。梅香学校（梅园学校）建

设工程项目是深圳市首个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学校,也是福田

区首个装配式公共建筑项目。区纪委监委案件工作基地采用

装配式外围护墙体+轻质内墙板免抹灰体系，主体结构封顶

的同时，外围护结构和门窗工程同步完成，节省约 2 个月的

外墙砌筑+抹灰+外窗安装的工期。下一步，以妇儿医院、金

融科技大厦为代表的重点项目都将采取装配式快速、绿色的

建造模式。

四、加速推进以 BIM 技术为核心的绿色建筑智慧建造。

BIM 技术是未来建筑行业和转型发展的基础，是高质量发展



的保障。截至目前，我署共计 13 个项目应用了 BIM 技术，

还组建了 BIM 咨询库，对 BIM 技术运用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

保实效。下一步，我署将搭建基于 BIM 技术的政府工程建设

智慧管控平台，全面提升项目管理效率，开启我区民生项目

智慧建造新纪元。

五、不断加强对绿色智慧建筑的监督评价。自 2019 年 6

月起，我署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每隔两个月开展安全质量和

生态文明建设管理巡查，全年共计巡查 138 次，发现并整改

完成问题共计 1644 项，项目巡查平均得分从当年 6 月的 70

多分，还有部分项目不及格，上升到现在的 80 多分，彻底

消灭不及格现象；各项目主体责任意识、文明施工、生态文

明管理等方面较之此前均有明显提升，为建筑使用后评价相

关调研评价活动，提供决策依据。

六、创新发展建筑使用后评价和管理体制。开展建筑使

用后评价（POE）学习研究工作。探索改变“策划-设计-实

施”的单一线性设计程序，形成“评价-策划-设计决策-设

计实施-使用后评价”不断循环的设计模式，让公众参与项

目整个建筑生命周期的监控，采用访谈法、问卷法、调查会、

座谈会等方式收集公众评价信息，将经分析后的反馈信息直

接作用于前期策划、建筑设计、建筑建造阶段，提高建筑的

社会和文化效益，加强我市建筑设计与国际建筑市场接轨。

并信息建议市政府，以政府投资项目为试点，将建筑后评价

纳入建筑全生命周期必要环节，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搭建

基于全市范畴的数据平台，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性



和系统性评价体系。

此函。

深圳市福田区建筑工务署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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