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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既有居住建筑存量大,建筑性能落后,在使用过程中会消耗大量能源,而新建绿色建

筑消耗资金大,见效慢,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是国家解决资源消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基于

PEST—SWOT 分析模型,从四个层面分析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提出在

政策层面建议完善法律法规、细化评价标准、能效标识;经济层面建议合理拆改、加大激励力度;社会

层面应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清单透明化等,技术层面开发绿色技术、培养绿色改造人才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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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已步入城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城镇化

发展已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

结构调整并重阶段,进入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

好”的城市更新时期[1] 。 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是

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提
升城市品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既有居住建筑暴露

了在应对突发状况时不能及时做出应对的短板,显
现了加快既有居住建筑改造的急迫性。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是指对不满足绿色标准的既

有建筑实施的以节约资源、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使用

功能等为目标,对既有建筑进行维护、更新、加固等

活动[2] 。 建筑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人

们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对我国的就业率也有很

大的提高。 由于我国建筑建造的消耗巨大,设备技

术落后,资源浪费大,废弃物再利用率低。 对既有建

筑我国从早期的单项改造到节能改造、节水改造、安
全性改造再到 2006 年住建部对《既有建筑绿色改造

评价标准》的发布实施。 近几年,全国各地发布实施

绿色改造,老旧小区、公共建筑等都在进行四节一环

保的绿色改造。 在国内,既有居住建筑的绿色改造

尤其是老旧小区绿色改造还处于发展阶段,与国外

相比,还不成熟,各方面还在积极的探索前进中。
自 2017 年起,从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到 2020 年

共有 4 万多个小区参与改造,提高了 700 多万住户

的生活环境。 截止到今年已经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任

务的 87. 7%。 各个地区对旧小区的改造都在积极响

应,发展迅速,但是既有居住建筑中绿色改造的占比

相对较少,有政策、社会、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制

约。 因此根据四方面分别展开,分析各方面在既有

居住建筑绿色改造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

胁,最后根据各方面的现状所显现的问题,提出各方

面改进的建议。

一、PEST-SWOT 模型及既有居住建筑绿色
改造研究

(一)基于 PEST-SWOT 模型分析

　 　 PEST 分析法是指对事物发展的外部宏观环境

进行剖析。 P 指的是政治或政策( Political),E 指的

是经济(Economic),S 指的是社会(Social),T 指的是

技术(Technological),利用该方法对既有建筑绿色改

造进行研究。 SWOT 分析法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内

部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以及外部的机

会(Opportunities)、威胁( Threats)进行系统分析,从
而提出最佳的发展策略。

PEST-SWOT 整合模型在医疗、农业、物流、旅

游、建筑等领域研究中应用广泛。 例如:在装配式木

结构的产业的发展研究中,贺等[3]采用 PEST 分析法

对装配式木结构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进行梳理及分

析,再通过 PEST-SWOT 整合模型针对产业现存内部

劣势和外部威胁提出发展对策和建议。 吕等[4] 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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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式在我国的发展研究中运用此模型分析。 陆等[5]

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实行社会化管理发展中有运用

此模型。 刘等[6] 运用 SWOT-PEST 分析模型对我国

老年慢性病智慧健康管理的内外部因素进行分析。
邓等[7]通过此模型对智慧图书馆空间功能定位进行

分析。
本文将通过 PEST 与 SWOT 的整合形成 PEST-

SWOT 分析法,从政策、经济、社会、技术方面对研究

对象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进行分析,有助于系统

的、全面的理清政策、资金、业主、改造技术等各方面

的问题,为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提出更有针对性的

建议。

(二)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研究

　 　 既有居住建筑改造是以建于 2000 年以前,因设

施落后、影响居民生活的老旧小区为主,其绿色改造

面临多种问题,学者们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其探

讨、研究。 乔等[8] 从政策、法律、技术创新等方面概

括了国内外节能改造的实践特征,探究多主体多目

标集成优化理论对既有建筑绿色改造发展的影响。
宫等[9-10]认为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要考虑不同城市、
使用人群,保留旧建筑的文化,加大创新力度和改造

多元化。 仇[11] 认为老旧小区的绿色化改造面向整

个小区、社区,实现节能、耐用、低污染、低能耗,同
时,改造要有必备选项和拓展项目。 张等[12-13] 从完

善基础设施工作、提供居民安全保障、创新资金运作

机制、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健全管理规范制度、技术

创新六方面提出改造对策。 而王等[14] 厘清各主体

间的权责关系,分析改造工作各环节存在的问题,从
完善制度规范、发展平台支撑、增强社区自治力等方

面给出发展对策。 吴等[15] 对老旧小区在政策、资

金、治理、养老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长效治

理的解决方案。 徐[16] 认为在社会资本参与下老旧

小区改造存在关联主体多、投资回报不稳等问题,
提出了创新组织化、金融化、市场化运行机制,打破

影响资本参与的政策。 通过其他作者的文献发现,
对于老旧小区的绿色改造的研究大部分是站在社

会资本、政府、业主等各参与方角度,从政策、资金、
技术等方面入手,指出各参与方在政策、资金、技术等

方面产生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 但已有

的文献中对资源、业主主体的现状分析较少,对老旧

小区绿色改造流程阐述较少,改造过程中的统筹安排

较少提及,改造完成后人们对后期运维工作存在

争议。
综上,学者对建筑改造研究逐渐深化,为本文的

写作提供了指导。 本文基于 PEST-SWOT 模型,从政

策、经济、社会、技术方面分析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

造的内部优势、劣势及外部机会、威胁。 通过分析既

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方面

的不足及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我国老旧小区提升绿

色改造的对策,以期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促进绿

色改造的快速发展。

二、基于 PEST 的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
SWOT 分析

(一)政策因素

　 　 1. 优势:相关法律的出台

2016 年 8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实施国家标准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的公告,为以后既有

建筑的绿色改造提供了详细规范的标准。 2019 年住

建部发布修改后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对建筑性能

和环境影响提出了要求,该《标准》对各地区的建筑

进行绿色建造提出了参考和要求。
住建部从 2017 年全国的 15 个老旧小区试点到

2019 年的《关于做好 2019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通

知》(建办城函
 

[2019]243 号)、2020 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指导意见》,从此开创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新局面。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明确提出,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是要重点加强

的。 改善人们居住的环境和条件,提高城市和社区

的形象,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更新改造

工作[17] 。
2. 劣势:相关改造政策、标准规范不完善

老旧小区年代久远,产权结构复杂,产权过渡不

彻底,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 一方面,政策体系不完

善,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地方法

规分散以及使用受限;另一方面,政策以工程项目驱

动为主,对社会层面考虑不足。 随着四节一环保理

念的出现,相应有了许多相关的标准文件,以致于既

有居住建筑的改造政策分散于不同领域的政策文件

中,缺乏有机整合。 2020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了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指导意见,各省市也相继根据其

地方特征发布老旧小区改造标准、实施方案等文

件,但关于城市更新、节能改造、绿色建筑等文件中

对老旧小区改造的内容涉及较少,对于改造后的评

测标准也缺乏统一。
3. 机会:政府政策的支持

各地政策发布频繁,各地区省市都发布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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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办法,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正处于发展的

上升期,部分地区的改造实施意见,如表 1。 2011 年

国务院颁布《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指出对 2012 年及以

后开工实施的夏热冬冷地区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项目给予补助,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补助标准[18] 。
自 2019 年起,全国已有河北、吉林、江西、辽宁、浙

江、安徽等 18 个省市颁布了改造文件。 虽然各地区

的现状大不相同,但是都积极相应政府的号召,制定

符合本地区的《办法》进行激励和补助。 例如:河北

在《河北省老旧小区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要对全省 2000 年前的老旧小区进行改造,
有 5739 个小区会参与其中[19] 。

表 1　 老旧小区改造文件

地区 老旧小区改造文件

湖南省
《关于推进城镇旧住宅区综合整治的指导意

见》(鄂建[2013]17 号)

厦门市
《厦门市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作意见》 (厦

府办[2016]59 号)
南京市 《老旧小区整治工作手册》2017 年 2 月版

柳州市
《柳州市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柳政发[2018]5 号)

陕西省
《关于推进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

施意见》(陕建发[2019]1189 号)

江西省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 (赣府厅发

(2020)37 号)

甘肃省
《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

施意见》(甘政办发[2020]102 号)

海南省
《关于推进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通

知》(琼建城[2020]23 号)

　 　 4. 威胁:政策落实和绿色标识意识不足

在既有居住建筑改造方面,我国在法律上对其

的规定较少,在行政和地方政府方面,对既有居住

建筑绿色改造的规范要求,也只是涉及到节能减

排、能源再利用方面。 建筑绿色改造还处于探索前

进阶段,现在对改造的规范要求只有相关的标准,
没有法律规范,政策落实不到位,业主对其不重视。
对于改造过程和改造后的维护,并没有提出具体可

行的政策和标准。 例如包头老小区(阿十小区)改

造项目存在政策、法律不足的情况,并且缺乏改造

流程指引[20] 。
能效标识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等级划分单一、

补贴激励不足,例如北京对二星级、三星级每平方分

别补贴 50 元、80 元,上海对二星级、三星级每平方分

别补贴为 50 元、100 元,重庆对金级、铂金级绿色标

识建筑项目给予每平方米 25 元、40 元补贴。 在我国

现在存在的既有建筑中,主动申请绿色标识的较少,
很少有人会为了绿色标识进行建筑绿色改造。

(二)经济因素

　 　 1. 优势:政府财政补贴

各地根据具体改造情况都发布了符合自己地方

的改造实施文件,为了促进老旧小区改造的稳步推

进,提高业主的积极性,各地都发布财税支持政策,
除了财政补助兜底外,还有投资补助、项目资本金注

入、货款贴息等方式。 在税收中,与老旧小区改造有

关的单位可减免税费,给小区提供养老、家政等服务

机构减免一定的税费,还有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
政的房产和土地可免征房产税、不动产登记费等。
例如长沙市、东莞市等在财政补助、税费减免上都发

布了相关政策,如表 2。

表 2　 部分地区老旧小区财政补助

地区 政策

长沙市
市小区补助 6000 元 / 户,各区县不低于 6000
元 / 户(兜底补助),税费减免

东莞市 财政补助不超 20000 元 / 户
佛山市 财政补助 10000 元 / 户
兰西县 基础类改造项目全部补助

温州市 财政补助 300 元 / m2

南京市 财政补助 300 元 / m2

龙岩市 财政补助 1500 元 / 套

　 　 2. 劣势:拆改过度、融资困难

既有居住建筑改造如火如荼,许多地方也在积

极响应。 在各地区积极响应号召的同时,还容易产

生新的城市问题,例如大拆大建、“一刀切”、不进行

评估随意拆除、变相抬高物价、砍伐年代久远的树

木,有急功近利的倾向,反而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老旧小区需要改造的建筑量大,资金消耗大,在

改造过程中,因为资金问题容易造成意见不统一。
目前,旧小区改造的政策是“谁受益,谁出资”,例如

在加装电梯的过程中,三层以下的住户不愿意出资。
3. 机会:各种投资模式的出现

 

建筑改造还处于探索阶段,改造资金缺少,改造

受益缺乏保障,政府激励政策不足,大部分投资者还

处于观望状态。 但是我国目前在改造投资方面 EPC
(合同能源管理)、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BTO
(建设—移交—运营)模式应用广泛,这样改造受益

的对象不仅是政府,还有能源生产供应者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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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资本。 国家支持和鼓励节能服务公司以 EPC
开展节能服务,享受财政奖励、营业税免征、增值税

免征和企业所得税免三减三优惠政策,出台了相关

的政策法规。 从 1995 年至今,PPP 模式目前在我

国发展迅速,并且应用广泛,适用于各个公共建筑

的建造、改造、运营等方面。 胡等[21] 研究在政府规

制下,地方政府、私人和社会公众协调合作,政府进

行激励、约束、监管,促进 PPP 模式的运营。 BTO
模式是民营机构为基础设施筹措资金并建设,施工

完成后将所有权移交给政府,最后政府与机构签订

合同,机构负责运营维护, 收回投资, 得到合理

回报。
4. 威胁:补助不足、资金欠缺、激励手段单一

我国对于建筑绿色改造还处于探索阶段,存在

政府补贴不足、激励手段单一的情况,补助不足会影

响业主绿色改造的积极性,对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

造的速度有极大影响。 目前,我国在财政补贴、税收

优惠、贷款优惠等方面都有相应的经济激励,但都针

对性不强,或者只针对于节能改造、资源利用等某一

方面,大多是用于新建绿色建筑的。 2017 年最开始

的试点工作是中央补助和各市区的财政补助,一些

大城市或沿海城市资金充足,可以为改造补助,但一

些中小城市资金不足,容易出现资金不足、改造不彻

底的现象。
 

(三)社会因素

　 　 1. 优势:文化建设、节约资源

既有居住建筑是城市的标志,是区域发展的见

证和区域发展的物质载体。 虽然一些建筑在社会发

展中,失去了其本质功能,但见证了历史文化,是一

代人的记忆。 在绿色改造中,建筑能耗、建筑垃圾是

节能减排的关键。 中国建筑能耗中显示,2018 年建

筑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 46. 5%,尤其在建材生产阶

段。 既有建筑改造,保留了建筑的基础建设,减少了

材料的消耗,从而减少能耗。 另外,建筑建造过程中

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其大约占城市垃圾的 40%左

右,垃圾清理会产生大量垃圾清理费用,还会对环境

造成污染。 在老旧小区绿色改造中,对建筑垃圾进

行循环再利用、使用绿色建材、改变施工工艺,从而

减少垃圾量。
2. 劣势:项目成效表面化

目前,我国老旧小区的存量大,改造还没有深

化,改造后还遗留一些功能短板,容易产生项目成效

表面化的问题。 适老化改造不足:老旧小区的主要

住户为老年人,老旧小区的设施陈旧,大部分小区都

没有电梯,虽然改造项目清单中有加装电梯的选项,
但它是提升类项目。 截止

 

2020
 

年,我国加装电梯的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占全部改造项目的百分比低于

50%;道路排水不足:海绵化改造在老旧小区绿色改

造的项目清单中,但大部分改造并没有进行海绵化

改造,只有部分雨水量较大的地区进行了海绵化

改造。
3. 机会:人们对绿色健康的追求

现在大部分的老旧小区都是设计年代长久、房
屋的设备设施老化、管线规划不合理、下雨天道路影

响出行等情况、停车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居民长期困

扰,当有关部门提出改造时,人们会积极响应。 绿色

建筑的建造可以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相信绿色建筑建造、既有建筑改造会广泛发展,因为

周期短、产业化程度高、成本降低。 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在吃饱穿暖的基础上人们

更加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品质,绿色健康的生活。 从

最开始绿色理念的提出到目前的绿色改造都在以人

为本的进行探讨。 原有建筑的性能已经不能完全满

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

础上追求建筑使用的功能性和舒适性。
4. 威胁:改造统筹难、改造后期运维意识缺乏

 

老旧小区的建筑多是福利分房时期,小区的维

护费用多数是企业承担,企业维持运营,物业管理水

平较低,没有社区组织、团体意识。 社区组织难度

大、社区文化宣传不足,对社区信任度低,造成改造

意见难以统一。 在进行公共部分改造时,互相推卸

责任,协商共建难以进行。
老旧小区改造周期短,改造后投入使用快,改造

后的效果在于后期运维。 大部分的老旧小区在改造

前没有物业管理,改造后也没有相应的物业管理和

物业费来维持改造后的成效。 了解到只有北京和哈

尔滨地区发布了关于改造后物业管理的文件,其他

地区还没有相关文件的发布。

(四)技术因素

　 　 1. 优势:BIM 技术等发展迅速

在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中,大量的新兴技术

被引入,BIM、3D 激光扫描、三维 GIS、3D 打印、VR
技术等,它们之间的相互结合会在建筑改造的全过

程中提供高效、环保、经济的改造方案。 新兴的 BIM
技术等在既有建筑改造中能充分地利用现有条件节

约能源资源、优化建筑方案、提高建筑价值,在建立

模型、运营管理、改造方案优选、追踪维护信息、资源

整合等方面应用广泛。 余等[22] 在既有建筑改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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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IM 技术为主,结合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为信息采

集、模型构建提供了高效快速的方法。 杨等[23] 利用

BIM 技术辅助农村房屋进行绿色改造,模型中嵌入

绿建信息,促进建筑节能。 高延性混凝土加固技术

提高房屋的整体性和抗倒塌能力,工序简单、工期

短、造价合理,并对房屋室内空间和居民生活影响较

小。 海绵化改造技术在排水系统的雨污分流、雨水

收集上的屋顶绿化、绿地水体方面的绿地改造、道路

广场的透水铺装等。
2. 劣势:缺乏统一标准、新兴技术耗费资金

绿色改造在技术上有许多新兴技术的支持,但
新兴技术的使用所产生的费用大,尤其是老旧小区

的改造,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少,影响改造积极性。
南北方温度、湿度等差异大,在围护结构节能改造技

术、太阳能热水利用技术、空调系统节能技术、绿色

照明等技术标准上也会存在差异,各地区都有符合

自己条件的技术标准。 比如广西在 DBJ / T
 

45-009-
2015《广西建筑立体绿化技术应用指南》、《可再生

能源建筑适宜性技术应用导则》中对绿化时广西适

应的植株类型、适宜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进行了规定

和指导[24] 。
3. 机会:节能材料出现、改造技术创新

自提出老旧小区改造以来,新兴的节能环保材

料不断出现,各地也纷纷推出推广支持政策。 比如

河北提出,被动式超低能建筑所需的特种材料、保温

系统、高性能门窗等,其所需的专用材料的生产企业

都有一定的专项资金的支持。 对于老旧小区改造中

的问题,有各种技术创新,解决施工中的各种问题,
如建筑物整体顶升技术,保障楼上居民不被干扰;逆
作法施工适合老旧小区地下室施工,降低成本、缩短

工期;地下结构防水技术,处理改造中地下结构渗水

的情况。
4. 威胁:技术标准不明确、绿色改造方面人才

缺乏

老旧小区改造中的新兴技术应用会产生较大的

费用,改造资金部分来自居民,大额费用会使居民产

生抵触心理,出现公共改造部分意见不统一的情况。
另外,目前针对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并没有详细的

标准,对小区改造完成后应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也没

有明确的规定,后序评价体系尚不健全。 建筑绿色

改造不仅仅是建筑师的工作,还需要机电专业、给排

水专业等工程师的参与,规划师也应参与设计改造

的全周期中。 此外,绿色建筑绿色改造领域的一线

人才仍然较为匮乏,比如在改造规划线路的过程中,
既需要现场施工人员的操作,也需要熟悉 BIM 等相

关技术的人员进行规划设计,确保快速高效的完成

改造,所以要加强人才培养,构建长效发展机制。

三、我国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建议

(一)政策层面

　 　 建议完善法律法规、细化评价标准、能效标识。
1. 老旧小区的绿色改造会出现许多技术创新和

体制改革,以前的建筑标准不一定满足老旧小区的

改造标准,修订现有标准,补充缺失的标准,建议制

定《既有居住建筑综合性能评价标准》,涵盖检测、评
价、设计、施工、验收、运营维保全寿命周期,让后续

的改造有据可依。
2. 完善有关老旧小区改造的法律法规,确保多

方参与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并对

改造标准严格规定,包括老旧小区的规划政策、土地

政策、权责关系、认定分类等。
3. 对绿色改造旧小区进行星级标准评定,增加

改造的透明度,使居民对改造后的小区有认同感和

归属感。

(二)经济层面

　 　 建议合理拆改、加大激励力度。
1. 改造前对我国老旧小区进行摸底、评估分类,

针对改造数量和规模,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改造内

容,制定远、中、近期的工作目标,编制总体的改造

计划。
2. 政府加大财政力度是不够的,应扩大融资规

模,包括对小区改造某一项目发布债券、减免税收、
对绿色化改造进行补贴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的参

与,提升加快改造的同时,也对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

推动作用。
3. 在加大扶持力度,健全奖励机制的同时,应健

全有关参与各方的法律体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
使改造在法律方面有监督和落实,对老旧小区的绿

色改造有约束力和执行力。

(三)社会层面

　 　 加大宣传、颁布运维政策。
1.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清单透明化。 编制“菜单

式”的项目规划,供大家投票决定,充分听取民意,
调动居民对小区绿色改造的积极性。 并由政府组

织,搭建多方参与平台,成立居民、专业人员参与的

小组,参与改造全过程的规划,并把改造进度公布

于线上、线下的信息公布栏,保证改造的公开化、透
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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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颁布后期运维政策。 在重建设的同时也要加

强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发布相关的物业管理和物业

费用的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完善类改造和提升

类改造,并建立长效的社会治理模式。

(四)技术层面

　 　 开发绿色技术、培养绿色改造人才。
1. 集成绿色技术,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对绿色

设施进行调控,使其协同工作,发挥节能减排效能,
使小区各方面实现绿色化、智能化。

2. 建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数据库,将各种数据

信息登记入库,尤其是给排水、管道线路等信息应及

时登记,数据库运用于全生命周期,也为后续的周期

性改造提供方便。
3. 建立停车系统,确保停车实时监控,可以手机

实时查找停车空位,实现停车位共享,改变乱停车

现象。
4. 政府和机构企业应加大对绿色建造人才的培

养,并提高工程人员的综合素质,开展业务培训、岗
前培训等,提高绿色建造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高校

应顺应绿色建造的新兴技术发展形式,开设相关课

程,与企业、团队合作,更快更好的培养绿色施工、环
保材料研发、软件开发等方面的人才。

四、结语

　 　 老旧小区改造已经成为城市更新中的常态化任

务。 做好既有居住建筑的绿色改造,需要从设立法

律法规、完善评价标准、加大扶持力度、共建多元共

治、加强绿色技术供给,构建完整的标准规范体系并

鼓励各方协同共建加强,同时做好群众基础,引领社

会资本参与,推广 PPP、BTO 等融资模式运用于改造

中,推动我国既有居住建筑绿色改造有序的发展,希
望能为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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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
 

energy
 

consumption.
 

Meanwhile,
 

it
 

will
 

take
 

huge
 

investment
 

and
 

long
 

periods
 

of
 

time
 

to
 

build
 

new
 

green
 

buildings.
 

Therefore,
 

the
 

renovation
 

of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elem
 

of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PEST-SWOT
 

analysis
 

model,
 

this
 

paper,
 

focusing
 

on
 

four
 

aspects,
 

has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green
 

renovation
 

of
 

existing
 

residential
 

buildings.
 

Accordingly,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First
 

of
 

all,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supposed
 

to
 

be
 

improved;
 

the
 

assessment
 

standards
 

and
 

energy-
efficiency

 

labelling
 

should
 

be
 

further
 

refined.
 

Secondly,
 

it
 

is
 

suggested
 

to
 

promote
 

the
 

rational
 

renov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motivation
 

measures.
 

Besides,
 

the
 

list
 

of
 

renovation
 

projects
 

are
 

ought
 

to
 

be
 

open
 

and
 

transparent
 

to
 

the
 

public.
 

Finally,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to
 

develop
 

green
 

technology
 

and
 

cultivate
 

talents
 

in
 

the
 

area
 

of
 

green
 

reno-
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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