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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精瑞人居奖 
社区类项目评选原则 

（试行） 

 
关于“社区”，定义很多，覆盖范围也很广。在精瑞人居奖评选与奖励活动

中，社区是指由企业投资建设、运营管理，能够满足由于在同一位置（地理区

位？）而产生联系的一群人——即邻居们的居住、工作、生活等一切所需的区域。 

居住、工作、生活在同一位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有着共同利益。社区除

作为邻居们之间联系的纽带外，还应：提供更好的设施、促进社会交往与互动、

推动问题的解决或者创造一个共同的、积极的发展目标。 

参加精瑞人居奖评选的社区项目不仅仅需要拥有生态友好的建筑，还必须

要解决与居民生活方式相关的方方面面问题，如：健康、安全、文化、教育、养

老、育幼、出行、食品、废弃物处理和休闲度假等等。 

参加精瑞人居奖评选的社区项目可以是新建社区，如：住宅小区、养老社区、

康养社区、青年公寓、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等，亦或是城市更新或老

旧改造项目。 

参加精瑞人居奖评选的社区项目应符合以下原则： 

一、社区基本要求 

1. 新建社区已通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预评价。 

2. 改造更新项目应有明确的社会投资、运营管理主体，且在更新或改造方

法、模式上有所创新，运营上有所突破。 

二、绿色社区要求 

3. 生态效益。社区在规划与建设中遵循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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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绿色社区建设对节能减排和资源减量的贡献度。 

4. 环境质量。社区室外、室内空间的热环境、光环境、声环境、风环境、

空气质量等，应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和品质。 

5. 功能质量。在满足社区基本功能基础上，注重社区和城市的关联性、交

通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适应性。 

6. 运行管理。社区建立并实施绿色全生命周期性能、制度建设、组织机构

建设、硬件配置等方面的内容。 

7. 绿色采购。在社区建设与运营中尽可能使用当地的和可持续的材料，坚

持绿色采购，用市场化手段推动供应链上高污染、高耗能伙伴做出改变。 

8. 教育宣传。社区积极开展绿色科普、绿色活动、绿色生活建设，将社区

文化建设和绿色社区空间建设相结合。 

三、数字社区要求 

9. 效益良好。在社区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营销、运维、服务等环节中，

成功应用数字化解决方案，并带来良好效益，如提升品质、提高效率、

降低全生命周期的建设与运维成本等。 

10.便捷实用。通过向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人群提供便捷易用的健康管理、

安全防护、养老、教育、日常生活、家庭医疗等不同场景的数字化解决

方案，社区为居民提供公共应用系统、居家应用系统、智能服务系统等

创新的智慧生活服务。 

11.数据资产。通过数字平台、智能硬件等，在社区规划设计、建设、营销、

运维、服务等环节形成数据资产，并有效应用于效益提升。 

四、健康社区要求 

12.管理理念。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社区规划、建设、管理全过

程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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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配套完善。根据社区规模、居民年龄结构，科学合理地配备健康运动、

健康管理、养老养生、社区医疗等有利于促进居民身心健康的服务空间

与服务设施，并建立便捷、有效的医养结合、康复保健、精神慰藉、特

护急救等服务通道。 

14.应急防疫。建全社区应急防疫响应机制，基于数字化技术与解决方案，

建立社区应急系统，配备安全有效的出入口管理，以及无接触的社区物

流、社区购物、社区交通等服务保障。 

五、幸福社区要求 

15.文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娱乐活动，

增强居民的身心健康，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形成社区特色的主题活动、

品牌活动，建立活动组织的标准化体系。 

16.空间合理。在社区规划与建设中，建设配备有能满足社区居民生活、文

化、教育、社群、健康、公益、消费需求的充分空间，形成社区规模与

配置程度的标准化。 

17.品质保证。在社区运营服务中，建立并实现居民服务内容与品质的标准

化、社群运营与活动组织的标准化。并为保障社区服务内容的实施与服

务品质的达标，建立并实现标准化的员工管理与培训机制。 

18.文化传承。尊重本地宗教、民俗、文化传统，保护文化遗产、建筑遗产

的传承与发扬，确保提供的设施与服务能让社区成为未来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