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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 ＡＨＰ－ＦＣＥ 法的绿色房地产项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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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能源消耗和环境问题进行深思ꎬ社会各界人士开始注重“绿色发展”ꎮ 绿色房地产

项目顺应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ꎮ 首先结合我国国情ꎬ借鉴国内外绿色房地产有关研究成果ꎬ从环境、经济、社会、管
理 ４ 个维度ꎬ选取 １７ 个指标建立了绿色房地产项目评价体系ꎻ其次ꎬ运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ＡＨＰ－ＦＣＥ) 法确定各级指

标权重ꎬ构建了绿色房地产开发评价模型ꎻ最后ꎬ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评价体系的可行性ꎬ并结合案例结果提出一些关于绿色

房地产开发的建议ꎮ
关键词:房地产ꎻ模糊评价法ꎻ项目ꎻ改进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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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能源一直是世界各国的争夺对象ꎬ伴随着能源
快速消耗ꎬ自然界中的可利用能源急剧减少ꎬ绿色
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ꎮ 我国能源消耗的
一条主线路就是建筑业ꎬ我国建筑业向绿色环保转
型升级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ꎮ «我国房地产业
的绿色发展»强调要从建筑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角度
评估房地产企业绿色化程度及可持续发展能力ꎮ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ꎬ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ꎬ首次对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做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ꎻ«意见»对经济全链条

绿色发展提出要求ꎬ使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ꎬ推进
高质量发展ꎬ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ꎬ推动我
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１]ꎮ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
的全寿命周期内ꎬ最大限度节约资源ꎬ节能、节地、
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ꎬ提供健康适用、
高效使用、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ꎮ 房地产是建筑
业的分支ꎬ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之一ꎬ在
对我国 ＧＤＰ 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因其高消耗、高
产出、高污染造成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ꎮ
在我国加大对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视力度ꎬ努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下ꎬ绿色、环保、
节能成为房地产开发的新标准ꎮ 建立一套绿色房
地产开发评价体系ꎬ既有利于绿色房地产项目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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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ꎬ又有利于加快我国房地产业向绿色房地产的转

型与升级ꎮ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国外研究现状

１９９８ 年ꎬ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ＵＳＧＢＣ)领导开

发了 ＬＥＥＤ 评价系统ꎬ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

用ꎬ它代表着绿色建筑在发达国家中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２]ꎮ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等 [３]在深入研究成本、环境、能
源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ꎬ对绿色建筑进行了价值

内涵评价ꎬ以生命周期为出发点ꎬ对绿色建筑进行

相应的成本分析之后ꎬ归纳整理出成本对环境的影

响数据资料ꎬ最后提出解决方案ꎬ为建筑业的可持

续发展指引了方向ꎮ Ｏｓｍａｎ 等[４]在充分研究绿色建

筑的基础上ꎬ综合分析了影响建筑节能的因素ꎬ研
究了能源效率的提高对环境的影响ꎬ从全生命周期

方面入手建立评估模型ꎬ根据模型运算结果进行相

应分析ꎬ拓宽了之前陈旧的绿色建筑节能方案的研

究渠道ꎮ Ｗａｎｇ 等[５] 提出建筑的全寿命过程中成

本、环境影响力成为了绿色建筑开发的重要障碍ꎬ
通过对传统专业方法的改良来解决绿色建筑中的

成本问题ꎮ Ｒｏｂｉｃｈａｕｄ 等[６] 表示把专业人才团队加

入项目中ꎬ他们能够促进绿色建筑项目更好更快地

完成ꎮ Ｎｉｌａｓｈｉ 等[７] 研究发现了一种知识型专家系

统ꎬ将体系分为环境、经济、社会 ３ 个一级指标ꎬ位置

选择、浪费和污染、能量效率、物质、成本和经济等 ９
个二级指标ꎬ作为绿色建筑评级系统的评估因素来

评估绿色建筑性能水平ꎮ 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等[８] 提供了一个

新的综合结构ꎬ根据利益相关者的模糊偏好ꎬ真实

地对绿色建筑进行了评估ꎮ
１.２ 国内研究现状

段春伟[９] 通过大量的调查ꎬ结合工程施工实

践ꎬ将多种绿色建筑评价体系相融合ꎬ研究出一种

关于建筑项目的绿色施工评价标准ꎮ 尹伯悦等[１０]

在分析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的概念和特点以及二

者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ꎬ提出“人、建筑、
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观点ꎬ以达到节约能源资源、
无害化、无污染、可循环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的

目的ꎮ 王祖和等[１１] 深入学习了美国 ＬＥＥＤ 公司提

出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ꎬ以及我国出台的«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ꎬ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ꎬ综合之前的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ꎬ利用 ＡＨＰ 法构建出一种简易评价

体系ꎮ 刘桂菊等[１２] 在深入了解绿色建筑和房地产

开发有关知识的基础上ꎬ将绿色建筑和房地产结合

构建了绿色房地产开发评价指标体系ꎬ采用 ＡＨＰ－

ＦＣＥ 法建立绿色房地产评价模型ꎬ结合指标权重提

出了实现绿色房地产开发的政策建议ꎮ 熊向阳

等[１３]比较分析了国内外绿色建筑评价体系ꎬ在此基

础上借鉴 ２０１４ 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ꎬ构建绿色智能

建筑评价体系ꎬ建立 ５ 级评价等级标准ꎬ确定评价指

标权重及综合评价模型ꎬ并进行案例研究ꎮ 石磊

等[１４]以地域文化和生态环境为切入点ꎬ通过深刻的

理论研究分析ꎬ建立了在地域文化传承下的一套绿

色建筑评价体系ꎬ结合 ＣＳ 市安沙镇美村创客项目

进行实证分析ꎬ对这套评价体系的可行性进行有关

验证ꎮ 赵卉等[１５]在深入分析和评估«绿色建筑评价

标准»和«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的基础上ꎬ通过

专家咨询和大量调查ꎬ从节水和水资源利用的视角

出发ꎬ构建了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ꎬ利用 ＡＨＰ(层
次分析法) 确定指标的权重ꎬ并通过案例进行了

测试ꎮ
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ꎬ学者们对绿色建筑的研

究源源不断ꎮ 评价对象集中于房地产业的内容主

要包括成本、能源、环境、材料和水资源等ꎬ这些评

价体系为绿色房地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结合我

国对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ꎬ评价内容除了包

括资源环境指标外ꎬ还应包括经济、社会、管理指标ꎮ

２ 基于改进 ＡＨＰ 的模糊综合评价法

２.１ 改进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模型和步骤

２.１.１ 建立评价指标集

我们需要为目标构建一种判定的评估指标体

系ꎮ 一般来说模糊综合的判别模型包括 ３ 层指标ꎬ
分别是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ꎮ 评价对象 Ｘ 是评

价指标的集合ꎬ其具有层次性ꎮ
一级指标可建立为Ｘｉ( ｉ ＝ １ꎬ２ꎬꎬｎ)ꎬ指标体

系为

Ｘ＝(Ｘ１ꎬＸ２ꎬꎬＸｎ)ꎮ
二级指标可建立为Ｘｉ {Ｘ ｉ ＝ Ｘ ｉ１ꎬＸ ｉ２ꎬꎬＸ ｉＮｉ

( ) ꎬ
( ｉ＝ １ꎬ２ꎬꎬｎ)}ꎬＮｉ是Ｘｉ包含的二级指标数ꎮ
２.１.２ 建立评价等级

以 Ｖ 建立评价等级ꎬＶ ＝ (Ｖ１ꎬＶ２ꎬꎬＶＫ)ꎬＰ ｉｊｋ ＝
Ｖｉｊｋ

ｍ
ꎬ式中Ｖｋ(ｋ＝ １ꎬ２ꎬꎬＫ)是不同等级的分类ꎬＶｉｊｋ为

所有的专家中认为Ｘ ｉｊ隶属于Ｖｋ(ｋ ＝ １ꎬ２ꎬꎬＫ)的专

家人数ꎬｍ 为专家总人数ꎮ
２.１.３ 构建模糊关系矩阵

对于模糊关系矩阵也就是隶属度矩阵的建立ꎬ
除了要建立评语集合ꎬ还要建立等级因素的隶属程

度集ꎬ也就是把每一个可能影响评价对象的因素进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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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定量分析之后ꎬ确定它在等级中的具体位置[１６]ꎮ
那么所有因素共同参与就形成了模糊关系矩阵ꎮ

构造比较矩阵 Ａ:

Ａ＝

ａ１１ ａ１２  ａ１ｎ

ａ２１ ａ２２  ａ２ｎ

⋮ ⋮ ⋮ ⋮
ａｎ１ ａｎ２  ａｎｎ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ꎬ

式中:当第 ｉ 因素没有第 ｊ 因素重要时ꎬａｉｊ ＝ ０ꎻ当第 ｉ
因素和第 ｊ 因素同等重要时ａｉｊ ＝ １ꎻ当第 ｉ 因素比第 ｊ
因素重要时ａｉｊ ＝ ２ꎮ
２.１.４ 利用改进 ＡＨＰ 法计算权重

ＡＨＰ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将定性与定量分析方

法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１７－１９]ꎮ 而本文改

进的层次分析法则是以传统层次分析法为基础ꎬ在
构造判断矩阵的策略上做了改变ꎬ用更为简洁的三

标度法代替之前的九标度法ꎬ使专家更容易理解ꎬ
评判打分更为直观ꎮ 改进的 ＡＨＰ 法提高了判断的

准确性ꎬ使用最优传递矩阵后可以省略一致性检验

步骤ꎬ降低了计算的工作量[２０－２１]ꎮ
下面求解判断矩阵 Ｈ 中的元素ｈｉｊ:

ｒｉ ＝ ∑
ｎ

ｊ ＝ １
ａｉｊ ꎬｈｉｊ ＝

( ｒｉ－ｒ ｊ)(ｋｍ－１)
ｒｍａｘ－ｒｍｉｎ

＋１ꎬｒｉ≥ｒ ｊ

[
( ｒ ｊ－ｒｉ)(ｋｍ－１)

ｒｍａｘ－ｒｍｉｎ
＋１] －１ꎬｒｉ<ｒ ｊ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ü

þ

ý

ï
ïï

ï
ïï

ꎬ

式中:ｒｍａｘ ＝ｍａｘ ｒ( ｉ)ꎬｒｍｉｎ ＝ｍｉｎ( ｒｉ)ꎬｋｍ ＝
ｒｍａｘ

ｒｍｉｎ
ꎮ

求解拟优一致矩阵 Ｅ 中的元素ｅｉｊ:

ｕｉｊ ＝ ｌｇ ｈｉｊꎬ ｄｉｊ ＝
１
ｎ∑

ｎ

ｋ ＝ １
(ｕｉｋ － ｕ ｊｋ) ꎬｅｉｊ ＝ １０ｄｉｊꎬ

计算上述构造的判别矩阵的每一行元素的乘

积 Ｍꎬ然后计算它的 ｎ 次方根ꎬ结果如下:
Ｗｉ ＝

ｎ Ｍｉ ＝
ｎ Π ｅｉｊ ꎬ

对向量Ｗｉ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Ｗ′
ｉ:

Ｗ′
ｉ ＝

Ｗｉ

∑
ｎ

ｉ ＝ １
Ｗｉ

ꎬ

最后得到 ｎ 个元素的权重向量 Ｗ ＝ (Ｗ１ꎬＷ２ꎬ
ꎬＷｎ)ꎮ

３ 实证分析

某楼盘总建筑面积 ５００ ０００ ｍ２ꎬ总占地面积

１７５ ２１３ ｍ２ꎬ共计房屋１ ２５８户ꎬ其容积率为 ２.３ꎬ绿地

率达到 ３０％ꎮ 其开发公司在充分贯彻落实“节地节

水节能节材”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ꎬ采取

了严格的管理方法ꎬ一方面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

益ꎬ另一方面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ꎬ“祥源”品

牌已在房地产行业中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赞誉ꎮ
本文中ꎬ绿色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评估指标体系力争

遵循系统性、动态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原则ꎬ设计的

指标体系需要根据当今市场的建筑行业规范及房

地产评估体系选择较为系统且全面的指标ꎬ各指标

之间需要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ꎬ从而避免重复冗杂

指标的出现ꎻ为保证指标的选取是动态可调整的ꎬ
可以对房地产全流程进行动态评估ꎮ 同时ꎬ指标为

了方便理解计算以及应用ꎬ指标体系的原则也应该

要简单易行ꎮ 结合层次分析法ꎬ构建该绿色房地产

开发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ꎮ
表 １　 绿色房地产开发评价体系

目标层 Ａ 准则层 Ｂ
(一级指标)

方案层 Ｃ
(二级指标)

绿
色
房
地
产
开
发
评
价
体
系
Ａ

环境指标 Ｂ１

经济指标 Ｂ２

社会指标 Ｂ３

管理指标 Ｂ４

水资源循环利用 Ｃ１

土地集约利用 Ｃ２

再生能源与节能技术利用 Ｃ３

建筑材料性能与再生利用 Ｃ４

室内外生态环境质量 Ｃ５

绿色建筑智能管理 Ｃ６

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Ｃ７

绿色建筑工程造价 Ｃ８

绿色房地产销售收入 Ｃ９

绿色房地产运营维护费用 Ｃ１０

绿色房地产市场占有率 Ｃ１１

房地产企业信誉完整度 Ｃ１２

居民满意度 Ｃ１３

政府认可度 Ｃ１４

工期 Ｃ１５

施工质量 Ｃ１６

现场安全 Ｃ１７

３.１ ＡＨＰ 模型的建立

绿色房地产开发项目选用改进的 ＡＨＰ－ＦＣＥ 法

对构建的体系进行系统评价ꎬ具体步骤如下:
１)设定目标:绿色房地产开发项目评价ꎻ
２)建立一级指标:一级指标因子共有 ４ 个ꎻ
３)建立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因子共有 １７ 个ꎮ

３.２ 构建判断矩阵以及单层权重计算

根据表 １ 中建立的绿色房地产开发评价指标体

系ꎬ结合各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构造层次结构ꎮ 邀请

绿色建筑和房地产行业的专家对各因素指标进行

两两比较并打分ꎬ结果如下ꎬ构造判断矩阵ꎬ计算相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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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权重ꎮ

Ａ＝

１ ２ ２ ２
０ １ ２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１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ꎮ

按照改进的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步骤进行计算ꎬ
得到各个准则层(一级指标)的权重ＷＡ ＝ (ＷＢ１

ꎬＷＢ２
ꎬ

ＷＢ３
ꎬＷＢ４

)＝ (０.５６３ ８ꎬ０.２６３ ４ꎬ０.０５５ ０ꎬ０.１１７ ８)ꎮ 运

用同样的方法和原理ꎬ构建方案层(二级指标)对准

则层的判断矩阵:

Ｂ１ ＝

１ ２ ０ ２ ０ ２ ２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２
２ ２ １ ２ ０ ２ ２
０ ２ ０ １ ０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ꎬ

Ｂ２ ＝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２ １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ꎬＢ３ ＝
１ ２ ２
０ １ ２
０ ０ １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ꎬＢ４ ＝

１ ０ ０
２ １ ０
２ ２ １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ꎮ

按照改进的方法进行计算ꎬ得到各个方案层

(二级指标)的权重:

ＷＢ１
＝[０.１４２ ７ꎬ０.０４３ ７ꎬ０.２７５ ０ꎬ０.０７２ ６ꎬ

０.４２６ ８ꎬ０.０１４ ６ꎬ０.０２４ ６]ꎬ

ＷＢ２
＝[０.３１２ ５ꎬ０.３１２ ５ꎬ０.０６２ ５ꎬ０.３１２ ５]ꎬ

ＷＢ３
＝[０.６３７ ０ꎬ０.２５８ ３ꎬ０.１０４ ７]ꎬ

ＷＢ４
＝[０.１０４ ７ꎬ０.２５８ ３ꎬ０.６３７ ０]ꎮ

３.３ 各层元素对目标层的合成权重计算

通过上述计算及其评定结果得到绿色房地产

开发项目评价目标综合权重ꎬ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绿色房地产开发项目评价目标综合权重表

目标层
Ａ

准则层(一级指标)
Ｂ

一级权重
Ｗｉ

方案层(二级指标)
Ｃ

二级权重
Ｗ ｊ

权重
Ｗｉｊ ＝Ｗｉ×Ｗ ｊ

绿
色
房
地
产
开
发
评
价
体
系
Ａ

环境指标 Ｂ１ ０.５６３ ８

经济指标 Ｂ２ ０.２６３ ４

社会指标 Ｂ３ ０.０５５ ０

管理指标 Ｂ４ ０.１１７ ８

水资源循环利用 Ｃ１ ０.１４２ ７ ０.０８０ ４
土地集约利用 Ｃ２ ０.０４３ ７ ０.０２４ ６
再生能源与节能技术利用 Ｃ３ ０.２７５ ０ ０.１５５ １
建筑材料性能与再生利用 Ｃ４ ０.０７２ ６ ０.０４０ ９
室内外生态环境质量 Ｃ５ ０.４２６ ８ ０.２４０ ６
绿色建筑智能管理 Ｃ６ ０.０１４ ６ ０.００８ ２
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Ｃ７ ０.０２４ ６ ０.０１３ ９
绿色建筑工程造价 Ｃ８ ０.３１２ ５ ０.０８２ ３
绿色房地产销售收入 Ｃ９ ０.３１２ ５ ０.０８２ ３
绿色房地产运营维护费用 Ｃ１０ ０.０６２ ５ ０.０１６ ５
绿色房地产市场占有率 Ｃ１１ ０.３１２ ５ ０.０８２ ５
房地产企业信誉完整度 Ｃ１２ ０.６３７ ０ ０.０３５ ０
居民满意度 Ｃ１３ ０.２５８ ３ ０.０１４ ２
政府认可度 Ｃ１４ ０.１０４ ７ ０.００５ ８
工期 Ｃ１５ ０.１０４ ７ ０.０１２ ３
施工质量 Ｃ１６ ０.２５８ ３ ０.０３０ ４
现场安全 Ｃ１７ ０.６３７ ０ ０.０７５ ０

３.４ 确定评价标准集

评价标准集采用李敬等[２２] 对于绿色建筑评价

中的评语集ꎬ选用 ５ 个等级评价体系ꎬ分别为优秀、
良好、合格、较差、极差ꎮ 并且由此确定采用每一个

标准相对应的评判分ꎬ可以用 Ｖ 表示评价标准集ꎬ
则有:
Ｖ＝ Ｖ１{ ꎬＶ２ꎬＶ３ꎬＶ４ꎬＶ５} ＝ 优秀ꎬ良好ꎬ合格ꎬ较差ꎬ极差}{ ＝

{[１００~８０)ꎬ[８０~６０)ꎬ[６０~４０)ꎬ[４０~２０)ꎬ[２０~０)}ꎮ
３.５ 准则层的模糊综合评价

本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ꎬ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和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ꎬ咨询由建筑、环保、房地产行

业的专家组成的 １０ 人专家组ꎬ收集这些专家对绿色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评审意见ꎬ整理后得到的模糊评

价矩阵如下: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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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１
＝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５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
０.３ ０.４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２ ０.２ ０.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ꎬ

ＰＢ２
＝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ꎬ

ＰＢ３
＝

０.４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２ ０.５ ０.１ ０.１ ０.１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ꎬ

ＰＢ４
＝

０.２ ０.４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１ ０.１

é

ë

ê
ê
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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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ú
ꎮ

按照改进的 ＡＨＰ 法的步骤ꎬ计算出各个评价指

标权重向量 Ｗꎬ建立模糊的评价矩阵ꎬ利用公式 Ｙ ＝
Ｗ×Ｐ 来计算准则层(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向量ꎮ

ＹＢ１
＝ＷＢ１

×ＰＢ１
＝[０.２９７ ８ꎬ０.３７０ ２ꎬ

０.１３６ ８ꎬ０.１０２ ５ꎬ０.０９２ ７]ꎬ
ＹＢ２

＝ＷＢ２
×ＰＢ２

＝[０.２６２ ５ꎬ０.３３１ ３ꎬ
０.２３７ ５ꎬ０.１００ ０ꎬ０.０６８ ８]ꎬ

ＹＢ３
＝ＷＢ３

×ＰＢ３
＝[０.３５３ ２ꎬ０.３２０ ９ꎬ

０.１８９ ５ꎬ０.１００ ０ꎬ０.０３６ ３]ꎬ
ＹＢ４

＝ＷＢ４
×ＰＢ４

＝[０.２８９ ５ꎬ０.３１０ ５ꎬ
０.１７４ ２ꎬ０.１２５ ８ꎬ０.１００ ０]ꎮ

３.６ 目标层模糊综合评价

运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的相关计算规则ꎬ根据

准则层(一级指标)模糊综合评价的计算结果ꎬ构建

本项目的目标层模糊评价矩阵ꎬ结果如下:
ＰＡ ＝

０.２９７ ８ ０.３７０ ２ ０.１３６ ８ ０.１０２ ５ ０.０９２ ７
０.２６２ ５ ０.３３１ ３ ０.２３７ ５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６８ ８
０.３５３ ２ ０.３２０ ９ ０.１８９ ５ ０.１００ ０ ０.０３６ ３
０.２８９ ５ ０.３１０ ５ ０.１７４ ２ ０.１２５ ８ ０.１００ ０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ꎮ

根据公式 Ｙ＝Ｗ×Ｐꎬ目标层综合评价向量为:
ＹＡ ＝ＷＡ×ＰＡ ＝[０.２９０ ６ꎬ０.３５０ ２ꎬ

０.１７０ ６ꎬ０.１０４ ４ꎬ０.０８４ ２]ꎮ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ꎬ可以确定房地产开发项

目的综合评判结果ꎮ 通过全面分析ꎬ同时对指标进

行量化得到综合评价数值ꎮ 利用公式 Ｓ ＝ Ｙ×ＧＴꎬ计
算得到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综合评价值ꎬ进而得到量

化后的综合评价结果ꎮ 这里进行量化的评价标准

集 Ｇ 的取值为评价标准集 Ｖ 中相对应数值的中位

数ꎬ量化后的综合评语值 Ｓ 为:
Ｓ＝ＹＡ×ＧＴ ＝(０.２９０ ６ꎬ０.３５０ ２ꎬ０.１７０ ６ꎬ０.１０４ ４ꎬ

０.０８４ ２×(９０ꎬ７０ꎬ５０ꎬ３０ꎬ１０) Ｔ ＝ ６３.１７１ ０ꎮ
３.７ 评价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的计算ꎬ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ꎬ得到

本文中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最大综合评价值为

０.３５０ ２ꎬ隶属于评语集中的良好水平ꎮ 这说明祥源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整体情况为良好ꎬ根据量化后的

综合评判结果ꎬ计算得出本项目整体评价的综合分

数为６３.１７１ ０ꎬ对应于良好水平ꎮ 综合以上 ２ 种评

判结果ꎬ该项目在整体上体现是良好的ꎮ

４ 结论与建议

由评价结果分析可知ꎬ绿色建筑和房地产的绿

色可持续性相关联成为现代化绿色房地产开发的

核心ꎬ对绿色房地产开发有影响的主要指标包括环

境指标、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管理指标ꎮ 其中环

境指标占主要因素ꎬ可见人们对于绿色可持续发展

以及环保意识的重视ꎻ其次是经济、管理、社会指

标ꎬ严格的管理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ꎬ经济条件

又为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ꎬ它们相辅相成ꎬ以使项

目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ꎮ 在这四个指标的前提下ꎬ
建立了绿色房地产开发项目模糊综合评价模型ꎬ并
且通过相应的案例对此评价体系进行了验证ꎬ进一

步丰富了我国绿色房地产开发评价体系ꎮ
为推动我国绿色房地产开发战略的实施ꎬ提高

绿色经济发展水平ꎬ应优先考虑以下几点内容:(１)
应重点关注环境问题ꎬ各地政府应该大力支持绿色

建筑的发展ꎬ进一步加大绿色建筑产品开发研究ꎬ
颁布有关政策进行扶持和补贴ꎬ加快绿色地产产业

升级ꎮ 绿色房地产项目开发路途崎岖ꎬ企业应重点

考虑将能源利用、垃圾处理等技术充分利用到建设

中去ꎮ 绿色建筑并不是环保材料与节能的相加ꎬ它
既要符合“节地、节水、节能、节材、环保”的相关规

定ꎬ又要满足人们对绿色房地产的健康、舒适、安全

的要求ꎮ (２)在管理问题上ꎬ为推动房地产行业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ꎬ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行更加先

进的管理方法的探索和创新ꎮ 在我国资源极度匮

乏情况之下ꎬ如何利用科学先进的管理技术在保质

保量的前提下节约资源也是一门重要学问ꎮ (３)在
经济问题上ꎬ绿色房地产开发项目在绿色建筑项目

中占据重要位置ꎬ而企业经济收益决定了企业对绿

色产品的开发力度ꎮ 对于绿色房地产行业中的龙

头企业ꎬ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背景下ꎬ应坚持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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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健康的生产理念ꎬ努力探索零碳住宅ꎬ为行业 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绿色样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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