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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绿色建筑推广的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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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是指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生活的空间，同时在建筑的全生命

周期内（即建材的生产和运输、建筑的规划、设计、施工、维护到拆除建筑原材料回用的整个过

程）实现高效率地利用资源（能源、土地、水、材料）、最低限度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绿色建筑

是以节约能源、有效利用资源的方式来建造低环境负荷下安全、健康、高效、舒适的环境空间，是

人、环境与建筑共生共容、永续发展的新建筑模式。目前绿色建筑在我国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

可和使用，不同的专家学者从建造成本[2]、建造技术[3]和在我国的设计策略[4]对其进行了分析。

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绿色建筑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SWOT分析是一种分析经济活动战略地位的重要方法。它通过对区域经济活动自身所具备的优

势(strength)和劣势(weakness)，所处环境中的机会(opportunity)与威胁(threat)进行全面分析，为制定

提升经济活动竞争力的战略提供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系统的判断和直接的思路[5]。 

  本文就是借助SWOT分析方法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绿色建筑推广使用的内外环境进行全面分

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 

  1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绿色生态住宅发展的SWOT分析 

  1.1优势分析(S) 

  1.1.1广大农村地区的旺盛市场需求 

  1979年以来，我国农村住宅建设量巨大，平均每年新建住宅6～7 亿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

由1978年的8.10平方米提高到2003年的27.24平方米，村镇住宅建设质量和人居环境得到了较大改

善。由于农村城镇化水平和农民居住水平提高以及居住质量改善等因素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我国村镇住宅建设每年将有2000亿元的投资额,农村住宅消费市场十分广阔[6]。绿色建筑作为

一种新型的、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建筑模式必将得到大力推广和应用。 

  1.1.2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推动农村住宅产业结构调整 

  绿色建筑在农村的推广和应用，势必吸引大量建筑材料制造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运输企业

及其它相关行业参与其中，从而吸纳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出大批的产业工人。由于在绿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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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建造过程中，新型的设计理念、建筑质量控制和保障体系以及性能评价标准的应用，节能新技

术、绿色环保的建筑装修材料的普及和推广，一定程度上引起住宅产业结构调整。 

  1.1.3减少资源耗费量和降低农村区域生态系统压力 

  绿色建筑将改变农村传统的能源利用结构，增加风能、太阳能、沼气和地热的使用比率；提供

合理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使用方式，提高雨水、地表水和中水的使用效率；减少农村传统的建筑材

料使用量，推进新型建筑材料（粉煤灰砖、纤维水泥外墙板和矿棉吸音板等）的使用。资源耗费量

的减少将缓和农村区域人—环境紧张关系，减少农村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索取，降低区域生

态压力。 

  1.2劣势分析(W) 

  1.2.1绿色建筑的初期投入大和农村居民较低的消费能力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村居民在购买行为中（尤其是对于房子等大宗商品）做出选择时

必然依据效益最大化原则。因此绿色建筑在农村区域的应用过程，也就是当地居民、村集体、房地

产开发企业、政府之间博弈的过程。绿色建筑比传统建筑高出5%～10%的初期一次性建造成本[2]，

而由其节能降耗带来的经济效益存在着间接性、不可预见性。同时农村区域总体的住宅需求大，但

户均消费能力较低，广大农村区域存在着很大的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绿色建筑的推广。 

  1.2.2绿色建筑的认知度低和农村居民较弱的接受能力 

  绿色建筑引入我国的时间还比较短，目前的绿色建筑主要应用在大城市和公共建筑中，还未在

农村区域中大范围的应用。这样就造成了绿色建筑在广大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中的认知度不高。由

于传统建筑观念束缚加上信息来源渠道有限，农村居民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有待提高。 

  1.2.3绿色建筑企业较强的组织性和农村居民较差的谈判能力 

  在绿色建筑建造过程中，农村居民面对是有组织的各种企业，在建筑预算及规划、质量管控、

使用及维护、拆除及回收、合同的违约及处理的各个方面由于其分散性、差异性、非专业性存在着

相对弱势。这些问题存在于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内，有一个环节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农村居民的积极

性。如何顺利对农村居民正确地引导，也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1.3机会分析(O) 

  1.3.1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 

  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积极鼓励发展绿色建筑。先后通过颁布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GB/T50378-2006，组织申报绿色建筑创新奖和举办绿色建筑技术研讨会的方式进行推广。由福

建省政府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手，共同举办“绿博会”，在项目对接和技术需求上有针对的促进

绿色建筑发展[1]。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绿色建筑的全面推广。 

  1.3.2合理的性价比和国家对于减能降耗的现实需要 

  虽然绿色建筑的初始成本要比传统的建筑高5%～10%,但考虑到绿色建筑的全寿命周期费用以

及节约能源实现的经济效益，与传统的建筑相比，其性价比还是合理的。绿色建筑和高能耗建筑相

比,能够降低能耗70%～80%,节能效果特别显著[7]。“十一五”期间要求新建建筑实现节能7000万

吨标准煤[8]，新农村建设中的绿色建筑将承担起特殊而重要的责任。 

  1.3.3农村居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强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村居民作为绿色建筑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亲身经历节能技术和材料的应

用，亲身体验绿色建筑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益处，这将对绿色建筑在农村的推广和应用的起到显著

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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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农村居民对优质生活质量的不断追求 

  收入的不断增长，改变了农村居民的居住观念。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绿色建筑的推广应用，

会给农村居民带来舒适的生活质量。环保安全的室内装修材料的应用，严格的室内外空气质量、

声、热、光标准的实施为营造室内良好环境提供保证，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生活质量的

追求。 

  1.4挑战分析(T) 

  1.4.1忽视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 

  绿色建筑具有形式多样性，技术应用和建筑材料应尽量适合本土的特征。在推广应用中可能出

现以下问题：不顾农村居民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强制推广。没有考虑到农村住宅的民俗特点，片

面追求新颖和城市化，抹杀了农村住宅的乡土特色。没有考虑到当地可以充分利用的自然资源和气

候特征，而过于强调新材料和新技术。绿色建筑可以通过新建和改建的方式来实现,而不是不顾农村

区域实际发展情况，大拆大建（包括部分居民的新建住宅），超标准建设所谓“形象工程”。 

  1.4.2市场机制的调节和激励不足，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过少 

  目前，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和绿色建筑的推广起着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机制的调

节和激励不足。而行政行为的过多参与，将引起农村居民对绿色建筑的价格信号不灵敏，掩盖农村

居民对于户型、面积、应用材料和技术的不同偏好，不利于绿色建筑的推广。非政府组织——绿色

建筑行业协会在美国绿色建筑的推广和应用中起到了显著作用[9]，成为行政行为和市场行为之外的

有益补充。我国相关组织的功能还有待完善和提高，也不利于绿色建筑的推广。 

  1.4.3绿色建筑的理论体系不够健全 

  虽然现在我国已经在绿色建筑的内涵、评价技术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在绿色建筑的应用和推

广、绿色建筑的市场化运作、绿色建筑如何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等方面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 

  2 对策和建议 

  2.1构造SWOT分析矩阵 

  通过分析表明,新农村建设中绿色建筑推广和应用存在着优势和劣势,机会很多但同时面临挑

战。在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构造新农村建设中绿色建筑推广的SWOT矩阵，如表1所示：  



  2.2新农村建设中绿色建筑的推广措施 

  鉴于以上的SWOT分析矩阵及其战略表显示，新农村建设中绿色建筑的推广应遵循以政府主

导，尊重农村居民的需求，遵守市场机制调节的原则，并结合农村地区的经济基础，气候状况，自

然资源以及民俗特点，同时吸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全面调动政府、市场、非政府

组织和农村居民的积极性，具体措施为： 

  2.2.1调整政府的指导方向 

  以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加大对绿色建筑的宣传程度，逐渐让农村居民认可和接

受，另一方面采取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分别以税收和补助的形式对绿色建筑的生产者和农村居民

提供支持[10]。以乡镇土地利用规划和村镇规划为指导框架，在将绿色建筑引进新农村的同时，切

实解决农村居民点布局混乱，公共服务设施落后的局面。重点突出绿色建筑的节地技术，有效遏止

农村宅基地面积过大的增长趋势，提高农村土地利用节约度。 

  2.2.2加强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 

  把绿色建筑和农用地流转、城镇化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市场的力量，把包括资金、技术、先进

的管理模式等农村区域稀缺的生产要素吸引入新农村建设中来。针对绿色建筑较大的初期一次性建

造成本，相当比例的农村居民难以承担，可以引入BOT的运营模式。即建筑公司负责承担项目建

筑，验收合格后，农村居民可以入住并以该户的宅基地为抵押承诺一定期限内（暂定为30年）分期

交纳建筑的建造费。 

  2.2.3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参与 

  非政府组织在标准制订，技术培训方面有力的促进了绿色建筑的推广[9]。政府可以通过公开招

标，将部分财政资源分配给非政府组织，以项目招标的形式（例如：提高绿色建筑的认知度，为农

村地区培训相关技术人才），引导其参与绿色建筑在新农村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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