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第 20240714 号

案 由：关于全面加强深圳市公共建筑室内空气管理的建

议

提 出 人：洪小红，玉文，刘宇明，严胜强，吴冰，曾迈，

陈文宏，周丽露，周威，贺鹏麟，黄能君，彭莺，

戴湘莲（共 13 名）

办理类型：主汇办

承办单位：市住房和建设局（主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建筑工务署

内 容：

一、案由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深圳市的公

共建筑数量不断增加。公共建筑作为市民日常生活、工作和

学习的主要场所，其室内空气质量直接影响着市民的健康和

生活质量。我市历来重视人居环境建设，不仅重视室外空气

质量，在室内空气质量方面，也高度重视。2020 年 9 月，深

圳市住建局发布 3 项政府投资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标准（办公、

学校、医院），在国标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空气质量要求。同

时，各区也均有采取提升室内空气质量的相关政策。例如：

某区选取部分重点民生工程，试点实施空气质量全流程管理

机制，对标芬兰标准（世界最严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提高

新装室内空气质量，为市民提供放心呼吸的公共环境。2022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的《深圳经济特区绿色建筑条例》要求“民

用建筑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应当采取有效的室内污染防控措



施，室内空气质量、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均应当符合国家和

地方标准要求。”及“新建民用建筑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

度应当不高于国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限值的百分之八

十。”但目前仍有部分市内建设和装修工程对装修材料、施

工过程管理不足，导致标准及政策并未得到充分执行，仍存

在甲醛、苯等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严重影响市民群众身体

健康，因此，亟待进一步规范相关管理工作。

二、存在问题

（一）缺乏全市统一的空气质量标准和监管要求。目前

深圳市公共建筑在建设和装修过程中，缺乏统一的室内空气

质量检测和要求标准。虽然《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及深圳地方政策有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中，

很多民用建筑使用前依然采用住建部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

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而非卫生部发布的《室

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导致装修后的建筑仍会

无法满足健康标准的要求。

（二）装修污染问题只靠后期治理而非源头管控。目前

深圳市公共建筑在装修过程中缺乏源头预防和管控机制，所

以施工过程中缺少污染源头预防及管控措施。即使采用符合

标准的装饰材料，污染物浓度仍可能高于国家标准，而装修

完成后只能采用临时性、被动的应对策略，导致后期治理成

为唯一手段，但此类治理方式治标不治本，反弹情况严重，

难以真正解决室内空气污染问题。

（三）公众室内空气健康意识不足。部分市民对室内空



气污染危害认识不足，缺乏室内空气质量的相关知识，导致

在室内空气污染事件发生时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另外，信

息不对称使市民难以获得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的实时数

据，影响了自我保护能力。由此，相关措施推行会缺乏足够

的公众支持和社会压力。

三、建议

一是参考国际先进标准，提高室内空气质量标准。长期

以来，我市在建筑工程室内空气验收环节一直使用国家标准，

相比较而言，国际上相关标准更符合未来国际化城市定位和

市民对于室内空气质量日益关注的要求，建议先试先行制定

和完善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

合深圳市实际情况，从标准提升和标准细分的角度，完善提

升的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标准，并对装修材料的选用和施工过

程进行严格监管。

二是建立全市的公共建筑室内空气污染系统管控导则

并推行。目前只是相关主管部门在项目施工完成之后的工程

验收阶段的质量监督，若发现问题，往往采用“亡羊补牢”

式的后期治理的方式解决。因此，建议强化政府监管角色，

成立专门的室内空气质量监管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室内空气

质量过程监测、评估和改善工作，加强在项目全过程中的监

管力度，建立建筑物室内空气污染系统管控体系，并在项目

各阶段设立阶段性评估或验收标准和流程，从根源上解决室

内空气污染问题，确保室内空气质量在整个过程中都处于可

控的范围内。同时，建议借鉴一些试点经验，将空气质量全



过程管理控纳入工程建设中。实现政府重点投资工程，如学

校、医院、保障性住房、文体场馆、养老设施、商业办公及

酒店等全覆盖，并严格执行深圳市相关标准，进一步提升政

府投资建筑工程的空气质量。

三是推行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定期检测和公示制度。

建议参考香港政府《空气污染管制条例》及香港环保署制定

的《办公室及公众场所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在深圳市

建立市级的公众场所室内空气品质检测制度，引入更严格的

检测验收标准和使用更先进的检测技术，确保装修项目可以

为使用者提供优质的空气质量，保证检测结果的透明度和可

信度。同时要求公共建筑管理方定期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

测，并将检测结果向公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四是建立室内空气品质投诉与处理机制。鼓励市民参与

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的监督，建议建立室内空气污染的投

诉处理机制，确保投诉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可以设立

热线电话或在线平台，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加大力度进行

监管和执法力度，通过法规手段，对室内装修污染严重和空

气质量不达标的项目进行处罚。

五是开展室内环境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对室内空气质量

的认识开展有关室内空气质量和健康的教育活动，通过举办

讲座、发布宣传材料、媒体、展览等方式进行普及，宣传室

内空气污染的知识，提升公众对室内空气质量重要性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