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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绿色场馆评价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机构绿色场馆评价的基本要求、指标内容和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公共机构管理的市级以上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演出场馆、科技馆、

规划馆、体育场馆运营和服务过程中绿色场馆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0498  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编制通则 

GB/T 41568  机关事务管理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机构 public institutions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3.2 

公共机构绿色场馆  green venue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在运营和服务过程中，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实施绿色低碳转型，达到用能管理科学精细、

能源资源利用高效、场馆环境健康舒适、绿色文化氛围浓厚，在本地区、本系统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且

由公共机构运营管理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演出场馆、科技馆、规划馆、体育场馆等场

馆。 

4 基本要求 

4.1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人均用水量、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等能源资源消耗指标达

到本地区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的基准值要求，或完成管理部门下达的目标管理评价指标年度下降要

求。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人均用水量、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计算方法按附录 A 执

行。 

4.2 未受到相关部门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通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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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未使用国家命令淘汰落后目录中的用能设备和产品。 

5 指标和内容 

5.1 总则 

绿色场馆评价指标由组织管理与制度建设、能源节约与利用、资源节约与利用、运营与公共服务、

创新引领 5 类指标组成。 

5.2 组织管理与制度建设 

5.2.1 明确负责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的管理机构及其工作职责，设置能源资源管理岗位。 

5.2.2 健全节约能源资源管理制度，结合场馆业务特点，制定节约能源资源实施方案及年度目标。 

5.2.3 实行能源资源消耗分户、分区、分项计量，建立月度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台账，定期向管理部门

报送能源资源消费数据。 

5.2.4 实行绿色采购，采购节能、低碳、节水、环保、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绿色产品。 

5.2.5 建立能源资源降耗提效的自我完善机制，定期考核评价、分析改进。 

5.2.6 通过规范运营服务、采用市场化机制等手段促进管理目标实现。 

5.3 能源节约与利用 

5.3.1 能源供应 

5.3.1.1 控制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用能电气化。 

5.3.1.2 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合理利用清洁能源，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5.3.2 被动式节能技术 

5.3.2.1 采取自然通风技术。 

5.3.2.2 采取天然采光措施。 

5.3.2.3 在场馆主要出入口采取减少冬季冷风侵入的措施。 

5.3.2.4 采取围护结构保温隔热、门窗气密性、遮阳等技术措施。 

5.3.2.5 采取见缝插绿、身边填绿、屋顶铺绿、垂直绿化等方式，增加场馆绿化面积。 

5.3.3 空调、供暖、通风及生活热水系统节能 

5.3.3.1 空调、供暖系统根据不同冷、热负荷需求分区设置。 

5.3.3.2 按照规定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定期检查和清洗。 

5.3.3.3 对场馆内重点区域空气环境进行监测，根据情况调整送风量。 

5.3.3.4 合理采用余热回收利用技术。 

5.3.4 电气和照明系统节能 

5.3.4.1 采用高效照明灯具。 

5.3.4.2 室内照明按照功能分区、运营场景分类设置照明控制模式。 

5.3.4.3 景观照明根据使用情况设置不同的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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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4 电梯采取节能控制措施。 

5.3.5 智慧管控 

5.3.5.1 实现对场馆使用能源资源的计量和监测。 

5.3.5.2 实现对主要用能系统的智能运行调节和控制。 

5.3.5.3 对场馆碳排放、人员活动碳足迹进行统计和核算。 

5.3.6 专用设备节能 

5.3.6.1 体育场馆采取降低场地照明、演播屏幕、泳池恒温、冰场制冰等能源资源消耗的技术措施。 

5.3.6.2 其他场馆采取降低展厅、舞台、演播、恒温恒湿空调等能源资源消耗的技术措施。 

5.3.6.3 设有数据中心的场馆，实现数据中心 IT 设备和附属设施用能单独计量，采取提升数据中心电

能利用效率的技术措施。 

5.4 资源节约与利用 

5.4.1 水资源节约与利用 

5.4.1.1 使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5.4.1.2 对用水系统采取节水技术和管理措施。 

5.4.1.3 定期进行用水系统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 

5.4.1.4 采取中水和雨水收集和利用措施。 

5.4.1.5 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污水排放，排污水符合有关要求。 

5.4.2 材料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 

5.4.2.1 陈列展区、场地布置采用减量化、可循环、可重复使用的绿色材料。 

5.4.2.2 短期展厅和活动使用装配式、模块化构件和材料进行布展和施工。 

5.4.2.3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和销售贯彻绿色消费理念。 

5.4.3 生活垃圾分类 

5.4.3.1 采取生活垃圾减量化措施，使用循环再生办公用品，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停止使用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料制品。 

5.4.3.2 引导干部职工和来馆人员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5.4.3.3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交由规范的回收渠道处理，建立生活垃圾清运台账。 

5.4.4 反食品浪费 

5.4.4.1 执行公务接待、会议、展演赛事活动工作用餐等公务活动用餐标准，节俭安排用餐量和用餐

形式。 

5.4.4.2 引导干部职工和来馆人员增强反食品浪费意识，在用餐场所张贴或摆放反食品浪费标识，推

广“小份菜”、“按需取餐”、“剩菜打包”、“按重量计费”等节约粮食措施。 

5.4.4.3 加强反食品浪费管理，在食品采购、储存、加工、消费以及餐厨垃圾处理等环节做到节约减

损，根据用餐人数实行动态管理。 

5.5 运营与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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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运营管理 

5.5.1.1 根据运营时间、运营模式、活动安排、功能分区等，制定相应场景下的绿色运营管理制度、

流程、节能运行策略及保障措施，并在运营过程中持续优化绿色运营方案，实现按需调整。 

5.5.1.2 对体育赛事、大型展览、演出等非固定活动实行绿色低碳管理。 

5.5.1.3 制定面向观众、演职人员等外来人员的绿色节能行为准则。 

5.5.1.4 公共区域张贴相应宣传标语，引导合理用能、用水、绿色消费。 

5.5.1.5 公务接待、团体参观、主题教育等活动中，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讲解内容中。 

5.5.1.6 对场地预约预订、接待人次等基础信息数据统计和分析，动态调整经营策略和服务方式。 

5.5.1.7 定期监测和分析重点区域能源资源消耗，采取优化调整措施。 

5.5.1.8 对人员密度大的展厅、图书室等区域设置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车库设置一氧化碳浓度监测，

根据情况调整送风量。 

5.5.1.9 排放油烟的餐饮设施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定期清洗，达到排放标准。 

5.5.1.10 按照不同功能区域，对展厅、公共区域、办公区域、库房等进行分区域温湿度控制。严格控

制温湿度的区域独立设置恒温恒湿空调机组。 

5.5.2 公共服务 

5.5.2.1 场馆与公共交通有便捷联系，场站设置和交通组织应合理布置： 

a） 鼓励公交、地铁、自行车、步行交通等出行方式，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线路指引； 

b） 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采用电子化停车管理措施； 

c） 场地内公共交通采用新能源汽车。 

5.5.2.2 提供智慧化服务，包括网上预约、购票、咨询、智能导览、线上参观等智慧便捷服务。 

5.5.2.3 运用数字化技术开展线上展演、赛事、图书阅览、宣传活动。 

5.5.3 特性要求 

5.5.3.1 博物馆和美术馆 

照明系统根据不同区域和使用状态设置不同的灯光模式，按需开启。文物库房照明采用感应照明装

置控制。 

5.5.3.2 科技馆 

采用科学实验、科学表演等多种形式宣传节约能源资源、绿色低碳等内容，设计有观众互动参与的

展教活动。 

5.5.3.3 图书馆 

图书馆在运营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可采取下列技术措施： 

a） 采取措施提升阅览和自习区光环境质量，降低照明能耗。 

b） 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优化图书借阅、图书阅览、自习等服务流程，实现无纸化管理。 

c） 在馆藏文献资源的存藏处置管理工作中，规范处置有继续利用价值的文献资源。 

5.5.3.4 文化馆和演出场馆 

文化馆和演出场馆在运营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可采取下列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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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演出和大型活动的注册、登记、参会指南实现电子化管理。 

b） 鼓励演职人员使用环保道具和服装，降低演出活动期间的碳排放。 

5.5.3.5 体育场馆 

体育场馆在运营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可采取下列技术措施： 

a） 举办赛事及活动时，制定绿色低碳工作方案，在现场服务、设备保障、临时设施等方面落实绿

色低碳工作要求。 

b） 提供全民健身服务时，根据服务流程做好绿色运营管理，对暖通空调、照明、通风、洗浴、直

饮水等制定运营管理要求。 

c） 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途径提供公共体育设施开放时间、免费项目、收费标准、优

惠措施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5.6 创新引领 

5.6.1 采用能源费用托管等合同能源管理和合同节水管理的市场化机制，实施场馆运行管理或改造。 

5.6.2 获得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并持续有效。 

5.6.3 采取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措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达到 10%以上。 

5.6.4 能源资源消费数据定期通过全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综合信息平台进行报送。 

5.6.5 开展绿色建筑认证并获得星级标识；获得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认证标识；开展建筑能效测

评和标识，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建筑能效标识；采用通过绿色认证并获得星级标识的舞台设备或系统； 

5.6.6 开展绿色电力交易。 

6 评价 

6.1 评价原则 

6.1.1.1 全面、客观、科学、合理。 

6.1.1.2 数据真实可信，计量和统计口径一致。 

6.1.1.3 评价指标选取易于量化、数据资料容易获取，指标采集可操作。 

6.1.1.4 考虑场馆类型以及所在地区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及文化等特点制定评价标准。 

6.2 评价流程 

6.2.1 明确评价方 

6.2.1.1 各场馆根据本行业评价标准组织开展自我评价。 

6.2.1.2 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评价标准组织开展核验评价。 

6.2.2 组建核验评价组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评价对象（通过自我评价且申请核验的场馆）情况组建核验评价组，评价组

成员宜由有关管理部门人员、有关领域专家等构成。 

6.2.3 制定核验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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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验评价组负责制定核验评价方案，明确进度安排、评价对象、评价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文件资料

和记录查阅、档案调阅、现场考察/抽查、问询等）、评价标准和达标分值等内容。 

6.2.4 实施核验评价 

根据核验评价方案，核验评价组对评价对象进行核验评价。评价指标得分达到达标分值的场馆可被

评为绿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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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能耗、水耗、碳排放、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指标的计算方法 

 

A.1 能耗、水耗、碳排放指标的计算方法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综合能耗、人均用水量、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计算公式按GB/T 40498

等有关规定执行。 

A.2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按式（A.1）计算：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A.1) 

式中：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场馆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平方米（kgce/m2）；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统计报告期内，场馆的建筑能源消耗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A —— 场馆的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注：场馆的建筑能源消耗总量（Ei）不包括公务用车能源消耗。 

 

A.3 人均综合能耗  

人均综合能耗按式（A.2）计算：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A.2) 

式中：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场馆的人均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人（kgce/p）；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统计报告期内，场馆的能源消耗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N ——    统计报告期内，机关的用能人数，单位为人（p）。 

 

A.4 人均用水量 

人均用水量按式（A.3）计算：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A.3) 

式中：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场馆的人均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m3/p）；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统计报告期内，场馆的用水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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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统计报告期内，场馆的用水人数，单位为人（p）。 

 

A.5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按式（A.4）计算：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A.4) 

式中： 

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场馆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平方米

（kgCO2/m2）；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统计报告期内，场馆的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A —— 场馆的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6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按式（A.5）计算： 

,Qr i

P

i

REP
Q

                               (A.5) 

式中： 

PREP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Q r i —— 第 i 类能源系统（供暖系统、供冷系统、生活热水系统等）中的可再生能源利用量，或

场馆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iQ  ——第 i 类能源系统（供暖系统、供冷系统、生活热水系统等）年能耗量，或场馆年用电量，

单位为千瓦时（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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