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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1 编制背景

为进一步健全河北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对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统筹、协调和平衡不同

行业的发展空间需求，更好保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河北省国土空

间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河北省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

（试行）》，提出了涉及交通、水利和农业农村等 19项省级国土

空间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和 69项市县级目录建议清单，规定国

土空间专项规划实行目录清单管理，由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会

同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目录清单，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实施，由此

开始进行本次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

1.1.2 规划目的

为响应国家发展绿色建筑政策方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

实《河北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要求，结合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与人民群众对高水平生活环

境的追求，立足任丘市绿色建筑发展基础和水平，将绿色建筑发展

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协同发展，一方面通过提高高星级绿色建筑

占比率，降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规范建筑行业向绿色、低

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以绿色建筑理念推动城市更新

进程，提升城市的整体品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协调发展，为落实“新时代、新任丘、新格局、新发展”的

要求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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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原则

1.2.1 因地制宜，整体规划

充分考虑全市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气候特征、资源禀赋

等具体情况，摸底调研建筑行业发展情况，通过多方渠道，获取信

息反馈，剖析关键问题，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规划目标

和实施路径，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相关规划相互协

调，强化规划工作的系统性、协同性、连续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

置和高效利用，确保规划科学合理。

1.2.2 政府推动，市场引导

发挥主导引领作用，加大政府推动力度，组织协调相关部门，

明确发展重点，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支持政策、加强过程监

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和保障绿色建筑健康发展；积极完善

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的政策环境，营造有利于绿色建筑发展的市

场环境，促进社会各界对绿色建筑实质内涵的正确理解，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引导资源高效配置，调节参与行为，激发主观积极创新

意识，形成市场引导的规模化发展态势。

1.2.3 示范引领，科学前瞻

重点培育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的高等级绿色建筑项目，为全市

的绿色建筑发展提供直观、可借鉴的经验，展现绿色建筑高等级项

目的可行性，以点带面，提高整个地区绿色建筑水准。基于严谨的

科学研究和数据分析，准确把握绿色建筑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制约因



3

素，运用科学的方法和逻辑，提供可靠的依据，确保绿色建筑发展

的方向正确、策略得当、措施有效。

1.2.4 产业支撑，品质提升

产业支撑是绿色建筑发展的坚实基础，重视产业发展，推进传

统建材向绿色建材转变，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建立产业标准规范，

加强技术研发创新。品质提升是绿色建筑发展的核心追求，引进先

进技术理念，增强建筑质量性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注重环境友

好融合，显著提升建筑品质。

1.3 规划范围、内容与期限

规划范围：根据《任丘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规划范围为中心城区，鼓励乡镇按中心城区标准进行建

设。

规划内容：针对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可再

生能源建筑应用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发展定

位及目标、重点任务、适宜技术和保障措施。

规划期限：2026～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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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定位及目标

2.1 发展定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效节能、

品质发展和生态宜居为特色，聚焦城市发展目标任务，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以绿色建筑

为载体，融合自然生态与城市发展，提供高品质的居住办公环境，

将绿色建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元素纳入到“多规合一”的框架

体系中，借助当地现有发展基础，响应社会和民众对高质量环境的

呼吁，大力推进绿色建筑高品质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化发展，超

低能耗建筑持续发展，助力构建“沧州市域副中心、重要的清洁能

源和高端制造基地、白洋淀畔水韵生态城市”。

2.2 发展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深入推进绿色建筑发

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巩固已有成果和优势的基础上，提高绿

色建筑品质，绿色建筑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全面推进装配式建筑产

业化发展，持续推进超低能耗建筑示范化发展，加速推进绿色农房

多点化建设，引导绿色建材在新建民用建筑中的应用，形成追求绿

色生活的社会氛围，提升人文居住环境。

2.2.1 绿色建筑

（1）规划期目标：

新建民用建筑全部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其中政府投资

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筑、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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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建筑面积大于十万平方米的住宅小区按照高于最低等级绿色建

筑标准进行建设。

到 2035年，全市新建民用建筑按基本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

进行建设的面积占比达到 100%；按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进

行建设的面积占比达到 40%；鼓励引导建设二星级及以上示范项目

2个（星级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3(J)/T 8427-2021）

确定，以省市相关政策文件、规划要求随时调整）。

到 2035年，全市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到 40%；全

市新建住宅建筑全装修的面积比例达到 40%（以省市相关政策文

件、规划要求随时调整）。

（2）远景展望：

到 2050年，全市绿色建筑实现品质化高等级发展，人居环境

品质全面提升，星级绿色建筑占比、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住宅全装

修占比持续提高。

2.2.2 装配式建筑

（1）规划期目标：

到 2035年，全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40%

（以省市相关政策文件、规划要求随时调整）。

（2）远景展望：

到 2050年，装配式产业生产能力全面释放，创新升级带动市

场行为，装配式建筑成为主要建造方式之一，全市装配式建筑面积

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持续提高。

2.2.3 超低能耗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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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期目标：

持续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发展，建筑面积在 10万平方米（含）

以上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建不低于 5%的被动房；单宗土地面积

达到 100亩的出让、划拨居住建筑地块或总建筑面积 20万平方米

以上的项目，配建不低于 10%的被动房。

（2）远景展望：

到 2050年，社会各界对超低能耗建筑认知更加全面深入，新

开工建设面积不断增加，达到省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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