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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建筑装修工程行业发展的现状，对在双碳目标下国家对建筑装修工程的要求及影响进

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建筑装修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提出在双碳背景下建筑装修

工程管理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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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ilding decoration construction 
industr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nalyzes the requirements and influences on the building decora-
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dual-carbon target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that, the coping countermea-
sures of the building decorati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under the dual-carbon background 
are proposed o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building decoration construc-
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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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我国提出了“双碳”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在采取积极的措施推动“双碳”

目标的实现。目前，建筑行业是我国高碳排放行业之一，根据《中国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2022)》
显示，2020 年全国建筑全过程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碳排放消费总量的 45.5%，其中，建材生产阶段能耗占

比为 22.3%，建筑施工阶段能耗占比为 1.9%，建筑运行阶段能耗占比为 21.3% [1]。建筑装修工程作为建

筑工程中主要碳排放贡献者之一，如何在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各个环节做好工程管理，在保障整

个工程高效率、高质量完成的基础上，满足“双碳”要求，是当前的关注热点。 

2. 建筑装修工程发展现状 

建筑装修工程是指对建筑物进行室内装饰和装修的过程[2]，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居住环

境要求的逐年提高，建筑装修工程作为建筑施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外建筑装饰产业始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是以住宅产业现代化为主要特征，在住宅建筑

装修工程中，针对住宅全生命周期的使用特点，引入现代科技与管理方式，采用现代工业生产施工方式，

以提高生产率，降低建造和运营成本，同时考虑节能、环保等需求，全面改善住宅的使用功能和居住质

量[3]。 
在美国，因其国土面积较大，人口密度较低，人均土地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其住宅基本上以低层木

结构的独立式小型住宅公寓为主，其主要特点是建造过程中更加注重住宅的舒适性和个性化要求，重视

产业化住宅开发商科技研发实力的提升，在企业中进行新技术推广，促进企业和国内优秀研究院高校的

合作，加快新装修建造工艺、设备和建筑装饰材料的更新速度，加大整个社会的参与程度，使住宅产业

现代化在全国范围蓬勃发展[4]。此外，在美国，住宅装修的部品部件基本已经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在市

场上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标准化产品体系，同时，消费者能够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目录依据自身

的喜好进行菜单式选择，然后再委托专业的建筑装修企业进行现场拼装建设[5]。 
在欧洲，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建筑装修产业开始向提升住宅性能和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发展目标迈

进，基本已经形成了住宅装修部件的规格、尺寸通用体系[6]，并实现了数模协调，部件尺寸的标准化、

系列化和模块化为提升其互换性创造了条件，不但使通用体系得到快速发展，而且为逐步走向节能、环

保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基础[7]。 
在亚洲，日本是最早提出建筑装修工程精细化施工的国家之一[8]。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每个细节

都需要被考虑，以充分利用空间和体现美感。日本建筑装修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引导，以住宅工

业化为主要特征，将住宅装修工程的标准化和模块化结合，使两者能够互相匹配，在标准建立之初，充

分考虑住宅装修的实用性，将住宅的安全性、舒适性和美观性等指标融入到标准的建立过程中，使标准

尽可能地满足使用者需求。同时，建立产业化住宅装修产品的评价体系，对每个已经完工的项目进行后

评估，采用分级认证的方法，对优秀的项目进行奖励，并大力培育能够提供集住宅投资、产品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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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零配件制造、施工和售后等一体化服务的住宅装饰装修企业[9]。 
在国内，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建筑装修市场规模也不断

扩大，绿色环保以及新技术应用成为近几年我国建筑装修工程关注的重点[10]。 
随着建筑装修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管理逐步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管理，建筑装

饰施工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施工过程也趋向于复杂化和多样化，从过去依靠个人经验和技能，到现

代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再到智能化的可持续发展，建筑装饰施工组织与管理正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11]。 

3. 双碳目标下国家对建筑装修工程的要求及影响 

为达到双碳目标，针对建筑行业，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提出了相关新规，并提出了相关新的要求。 

3.1. 提倡发展装配式建筑装修建造模式 

所谓装配式装修，是将工厂生产的部品部件在现场进行组装的装修方式，因其在施工过程产生较低

能耗和污染，近几年逐渐应用在节能低碳建筑装修项目中。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在大力倡导发展装

配式建筑，《“十四五”建筑产业发展规划》《关于促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

等多个指导文件中，都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要求，推动建立以标准部品为基础的专业化、规

模化、信息化的生产体系，并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装饰工程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以及信息化协同模式，可以有效改善传统高

能耗建筑装饰模式，是实现建筑装饰行业节能减排的主要路径之一，可以有效地改善传统高耗能的建筑

装修模式[12]。装配式建筑装修方式的发展，对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施工污染、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质量

安全水平起到促进作用，有益于助力建筑业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推动化解过

剩产能。 

3.2. 减少建筑装修工程碳排放，推广新建和既有建筑绿色装修工程 

2022 年 3 月，住建部印发《“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中提出，以城镇民用建筑作

为对象，倡导对新建和改扩建建筑，以及既有建筑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设计、施工、运行及改造，2025 年

以后，绿色建筑标准将在城镇新建建筑中全面执行，一批高质量绿色建筑项目也将建成。 
上述规划对于建筑装修工程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加强高品质绿色建筑装修建设，推动绿色

建筑装修标准实施，包括建材选择、装修设计、施工工艺、家具、设备选择等环节；另一方面，需要进

一步完善绿色建筑运行管理制度，强化绿色建筑运行管理，提高绿色建筑设施、设备运行效率，鼓励建

设绿色建筑智能化运行管理平台。 

3.3. 建筑运行碳排放，推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2021 年 7 月，住建部新颁布《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智能化技术要求》，该标准规定了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所涉及的节能及智能化系统应用现状诊断、智能化技术要求和智能化系统运行安全与维护要求，为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的智能化技术应用、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时选择和应用智能化系统提供了技术依据。 

4. 论文格式双碳目标下建筑装修工程管理的应对策略 

4.1. 立足绿色低碳，做好系统性谋划 

项目立项阶段，在考虑项目经济性的同时，还需要以绿色低碳角度出发，对项目是否满足国家产业

政策、行业标准、城市规划的要求进行系统性调研，做好对主要污染物、治理和环境影响评价的综合研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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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关注低碳节能要求，加强政策引导 

在项目招投标阶段，建筑装修工程总包单位应注意招标文件中，对装配式建造装修等在内的有关低

碳节能要求，在开发建设环节应注重政府部门对相关项目满足绿色建筑装修标准的要求及补贴政策。 

4.3. 加强低碳节能设计，注重智能和清洁能源的利用 

方案设计阶段，建筑装修工程设计单位一方面应注意装配式建造装修的施工工艺、建造装修标准及

人员职业标准等要求，另一方面应注重绿色建筑装修施工、既有建筑装修节能改造施工的相关技术标准

要求。应当遵循简约原则，合理设计空间布局，调整建筑流线和功能，尽量采用不涉及工程造价的措施，

如自然通风等，不要做过多繁复的造型装饰，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在自然光充沛的情况下，合理减少人

工光源的使用，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除此之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热工性能更符合气

候特点的建筑外围护结构，如外墙、门窗、屋顶、遮阳，从源头上降低建筑的总能源需求，同时可以引

入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智能运维系统，实现弹性的、智慧的能源把控。 

4.4. 加强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推广，优化设计过程 

施工图设计阶段，建筑装修工程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执行节能相关工程建设规范，如《建筑节能与可

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其次，加强对已经相对成熟的高效节能方

面的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对于实现低碳绿色的目标有很大帮助；再次，加强数字化信息与计算

的应用，通过建筑信息模型的建立和碳排放计算分析软件的运用，可以快速、直观地模拟出建筑运营期

间的碳排放情况；最后，还可通过建筑设备智能化控制，如公共区域的照明采用分区、定时、感应等智

能化节能方式控制；采光良好区域的照明控制与其他区域照明控制分别设置；空调采取分区控制温度等

节能措施；另外，还可以考虑推荐实施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在土建设计中把装修接口一次

性预留到位，减少拆除、重建的施工反复，节约成本的同时，减少了浪费。 

4.5. 注重绿色低碳建材使用，降低建筑装饰碳排放水平 

装饰材料的选择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在选择装修材料时，应要求商家出示国家强制性标准的

产品质检报告，采用绿色、低碳、轻质的建筑材料，能够降低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所产生的碳排放。此

外，尽量选择强度高、耐久性好或是可循环利用的材料，以及生产过程能耗少或者运输距离短的材料等，

降低生产、运输、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 
在选择软装家具时，建筑装修工程总包单位应选择具有行业相关绿色产品认证证书或绿色产品标识

的家具。此外，在改装工程中，建筑装修工程总包单位应积极向消费者宣传和传递绿色消费和健康生活

理念，改变既有建筑改造和升级换代模式，由大拆大建改为维修和改造，可以大幅度降低建材的用量，

从而减少建材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做好旧家具的回收、再利用工作，引领绿色生活方式。 

4.6. 强化低碳施工管理体系建设，注重人才培养 

项目总承包单位应将“绿色低碳”的文化理念融入到项目中，以节能环保作为首要原则开展相关工

作；其次，加强“绿色低碳”的团队建设，建立清晰的组织结构，更好地对项目进行“绿色施工”管控；

再次，根据现场施工条件，可以对施工现场各个区域的能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能耗的问题后及

时整改，实现工程施工过程的优化。最后，注重对现场施工人员“绿色低碳”施工技术和技能的培训，

可以通过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或者行业专家进行现场辅导和技能操作演示，对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以此提

升从业人员的“绿色低碳”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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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双碳目标正在引领着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无论是新建建筑装修工程，还是既有建筑装修改造工程，

都将面临低碳节能的新要求，这既是建筑装修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建筑装修行业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在这其中，无论是建筑装修工程总包单位，还是建筑装修工程设

计和施工单位，都应主动考虑转型需求，在项目立项、招投标、方案设计、施工图设计、建材选择以及

施工等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做好充分的应对，才能在未来竞争中持续保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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