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22, 12(2), 381-385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2041  

文章引用: 甄会刚, 李旭娇, 沈和江. 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绿色节能技术应用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2, 12(2): 381-385.  
DOI: 10.12677/sd.2022.122041 

 
 

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绿色节能技术应用研究 

甄会刚，李旭娇，沈和江* 

河北师范大学家政学院，河北 石家庄 
 
收稿日期：2022年1月26日；录用日期：2022年2月28日；发布日期：2022年3月7日 

 
 

 
摘  要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以确保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

与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目标。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如何在景区开发建设中迎合

双碳政策，一直都是业界和学界高度重视和探讨的问题。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是实现景区高质量建设的

有力抓手，是旅游景区建设实现双碳目标的可靠保障。基于此，绿色节能技术都有哪些以及如何在景区

开发建设中创新实现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就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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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China’s double carbon goal, relevant national departments have issued a se-
ries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e double goals of “carbon peak” by 2030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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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neutralization” by 2060.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how to cater to the dual carbon polic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has been highly valued and discussed by the industry and academia.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is a powerful starting point to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and a reliable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to achieve the dual car-
bon goal. Based on this, what are the green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and how to innovate and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are the main requirements of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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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9 月中国明确提出 2030 年“碳达峰”与 2060 年“碳中和”目标。次年 5 月，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7 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从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建筑、绿色建造等方面

提出了系统解决思路，加大力度推荐绿色建筑从设计、施工以及绿色改造等方面推进，充分利用新技术、

新方法、新思路为绿色建筑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随着近年来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仿古小镇、民宿、

度假村等各式各样的旅游产品呈现在消费者面前，旅游景区开发建设作为建筑产业的一个分区，其绿色

节能技术的应用也至关重要，其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绿色建筑的实现，直接影响最终双碳目标的完成。

因此在景区开发建设阶段，一定要注重景区建设的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不断吸收新的节能技术应用到

景区开发建设之中，不断创新开发建设理念，打造绿色节能景区。 

2. 景区开发建设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领域 

景区开发建设作为一个综合性建设产业，涉及到房屋建筑、市政绿化等多个方面，其绿色节能技术

应用也就相对比较多样，且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从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可以分为三个应用领域阶段，

只要在这个三个应用阶段做好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景区绿色节能开发建设。 
(一) 绿色设计阶段 
设计阶段也称为生态环境设计，是景区开发建设的核心与关键，在景区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充分考

虑建筑的功能、质量、开发周期和时间成本的同时，要对涉及到的各种要素进行优化，使在后期施工建

设以及运营中对环境的负影响降到最小，使产品的景区建设的各项指标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其核心是

“3R1D”，即 Reduce，Recycle，Reuse，Degradable，在减少物质和能源消耗的基础上，同时减少有害

物质的排放，并且方便日后管理建立合理的回收和改造机制。绿色设计包括了新材料的选择设计，新工

艺的应用设计，新技术的实施设计，新方法的施工管理设计，绿色回收以及改造机制设计等等。绿色设

计的目的是通过合理优化的设计方案，将资源消耗和环境负影响降到最低，为景区的全面开发建设打下

良好的绿色节能施工基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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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绿色施工阶段 
绿色施工是指在景区建设施工过程中，在保证景区建设质量、进度和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科学

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和实现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化，实现四节一环保(即
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的绿色施工要求。施工前应充分了解绿色设计要求，熟知绿色节能

相关规范，积极吸收引进最新的节能施工技术，降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积极了解考察绿色新型建

筑材料，在满足工程质量和施工效率，施工效益等的前提下，以及满足设计要求的原则下，优先选用绿

色环保型材料；施工过程中将绿色施工理念渗透到每个环节，强化管理者绿色施工理念；专人负责施工

现场的环境保护问题，对发现的污染问题及时、科学合理的制定相应的对策，做好补救措施，最大限度

的降低因工程施工对环境造成的污染[2]。 
(三) 绿色改造阶段 
2020 年年底住建部颁布了《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对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从此有了强有力

的依据。同样也适用于已有景区的绿色改造升级，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对景区内陈旧设施进行改

造时，充分了解市场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因地制宜的进行绿色改造施工，增强景区的绿色建设水平，结

合绿色施工技术将景区绿色改造打造成特有的景观节点，提高景区的观赏性，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打卡地。

景区的绿色技术改造，应当充分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已有景区内建设特点，地域气候，自然环境

等，满足改造后的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美观大方、资源节约、环境协调的景区管理要求。绿色改造阶

段处于景区生命周期的末尾，同时也是新的生命周期的开始，因此应当秉承大局观，充分考虑整个景区

的绿色改造升级，制定有步骤有顺序的绿色改造方案，不断完善景区建设，提高景区服务质量[3]。 

3. 景区开发建设绿色节能技术种类 

(一) BIM 信息化技术 
BIM 应用技术，又称建筑信息模型，用数字化的建筑组件表示真实世界中用来建造的建筑物构建，

是一种应用于工程设计、建造、管理的数据化工具，是用来形容以三维图形为主、物件导向、建筑学有

关的电脑辅助设计。BIM 技术是由美国 Autodesk 公司在 2002 年提出的，目的在于帮助实现建筑信息的

集成，从建筑的设计、施工直至项目终结，所有的信息都会集合在一个三维模型的信息数据库。颠覆了

传统电脑辅助设计用矢量图形构图来表示物体的设计方法，结合多维图形来展现施工对象，满足施工现

场的全过程管理要求，通过BIM信息模型可以及时的发现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在施工前得到更好的解决，

以便减少施工中出现问题而导致的人员窝工甚至返工现象[4]。 
(二) 装配式施工技术 
装配式施工技术就是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工作转移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好建

筑用构件和配件(如楼板、墙板、楼梯、阳台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

安装而成的建筑。减少现场的湿作业，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施工的标准化，降低下道工序的施

工拆改工程量；采用建筑、装修一体化设计、施工，理想状态是装修可随主体施工同步进行，节约现场

施工时间，可实现提前交付为景区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4]。 
(三) 光伏建筑一体化施工技术 
光伏建筑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光伏)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光伏建筑—体化不同于光伏系

统附着在建筑上的形式。光伏建筑一体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光伏方阵与建筑的结合。另一类是光伏

方阵与建筑的集成。如光电瓦屋顶、光电幕墙和光电采光顶等。在这两种方式中，光伏方阵与建筑的结

合是一种常用的形式，特别是与建筑屋面的结合。光伏建筑一体化施工技术既能够满足美学的要求、又

能够满足建筑物采光的要求，同时具有安全性、便捷性、寿命周期长、绿色环保、节省土地资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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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能耗等特点，实现建筑使用和环保双赢的结果。 
(四) 绿色智能化建筑技术 
绿色智能化建筑技术主要有智能建筑集成技术、智能建筑控制技术、绿色节能技术以及绿色机房技

术等四大核心技术。智能建筑集成技术，就是把不同建筑智能化系统，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集成，

最终实现信息汇集，资源共享、优化管理以及统一指令等综合功能的系统；智能建筑控制技术包括了能

源管理和量测、节能优化控制、峰值需求控制以及 VWP 变风量系统控制技术；绿色节能技术包括太阳

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地源热泵等技术；绿色机房技术是指各大机房系统遵循最大能源节约及最低环

境影响的设计原则，同时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策略，降低机房能耗，建设绿色机房。 

4. 如何实现景区绿色节能技术开发建设 

(一) 引进专业型人才 
景区实现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开发建设，首先离不开具有绿色节能开发经验的管理者，积极引进国

内外景区绿色节能建筑专业型人才，通过景区大局谋划，进行景区上层绿色节能开发设计，完善景区绿

色节能发展规划；通过与高校展开相应的合作，建立校企合作机制，建立高校绿建人才培养站；完善自

身人才培训机制，加强自身人才队伍的绿色节能技术培训工作，将绿色节能技术理念深入每个参与者心

里。 
(二) 积极引进四新技术，提升景区绿色节能水平 
组建专业的绿色节能团队，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四新技术，结合景区建设需求，

因地制宜将四新技术融合到景区开发建设之中，提升景区整体绿色节能水平，提高景区的知名度，打造

新时代高科技景区，提升景区整体服务水平，高质量高水平反馈给四面八方游客。 
(三) 统筹规划，加强绿建管理 
统筹规划设计，做好景区绿色节能整体规划，充分调研景区建设地点，结合地域特色，因地制宜做

好绿色节能规划设计，比如阳光充沛可以适当增加光伏一体化建构筑物，太阳能路灯等，若风力频繁，

则可增加风能发电。加强绿色建筑现场施工管理，做好现场施工安全文明施工保护，降低施工对环境的

负影响，提升景区整体建设形象。 
(四) 健全绿建改造机制，更新景区生命周期 
任何景区的发展都不是一层不变的，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因旧有建筑构筑物老化、景区规划微调等

原因，往往需要对景区进行局部改造。为了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景区运营，保持景区效益，因此应该建立

健全绿建改造机制，完善改造程序，为景区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景区的绿色节能建筑水平，更新景区生

命周期，提升景区服务水平，提高景区效益。 
(五) 政府引导，出台绿色节能相关政策 
政府作为景区开发建设的主导部门，应当积极提倡景区绿色节能建造工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

持等手段，吸引具有绿色节能开发经验的项目公司，完善地区节能建设管理机制，加强监管机制，从项

目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项目优化升级，实行全过程监管。完善本地区绿色节能建设规划，将绿色建

筑纳入政府指标，权责明确，各司其职，共同推进本地区绿色建设发展。 

5. 总结 

绿色节能技术是双碳背景下的时代要求，也是景区未来建设发展的首要前提，因此景区开发建设应

当植入绿色节能理念，充分学习新技术，健全绿色节能技术管理部门，完善新技术学习机制，积极引进

新材料和新设备，运用新工艺，统筹规划设计，完善绿色施工管理，健全绿色改造方案，使景区建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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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充满活力，更加具有时代感，更好服务旅游者。景区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是我国能够实现双碳目标的

关键，面对新时代，抓住新机遇，做好产业优化升级，完善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制度，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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