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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

（三）申报项目应为已经实施项目，原则上投入使用 2 年以

上。

（四）申报项目近 3年未发生大拆大建、破坏保护对象等致

使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事件。

三、评选标准

（一）做到整体保护。各类保护要素保存完好，建筑风貌、

外部环境风貌、空间肌理保持良好，传统文化延续传承。

（二）改善人居环境。居住条件、公共服务和环境品质全面

提升，道路交通环境、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三）实现活化利用。确定了合理的功能定位，传统功能和

现代生活有机融合，制定了促进活化利用的政策机制，取得了良

好的综合效益。

（四）创新技术方法。在历史建筑修缮、历史街巷整治、交

通综合治理、基础设施改善、防灾等方面采用了适应历史建筑及

其所在历史地段的创新技术。

（五）注重公共参与。保护实施和日常运营维护过程中开展

了公共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参与保护利用工作，出台地方法规，

落实保护资金，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四、申报要求

（一）申报资格

申报主体为各相关建筑设计企业、项目建设单位等，一般应

是中国建筑学会团体会员，主要完成人员应为中国建筑学会个人

会员。鼓励各省（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推荐优秀项目。

非会员可通过中国建筑学会官网会员管理系统申请入会。

（二）申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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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奖评选使用中国建筑学会奖项申报及推荐管理系

统（以下简称“奖项系统”）进行申报信息登记。奖项系统在中

国建筑学会网站上开通时间：2020 年 12 月 21 日开启，2021 年

1 月 20 日关闭。请申报人在此期间完成填报工作，逾期不再受

理。

（三）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按内容分为《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申报书》（附

件）“建筑设计奖申报附件材料”和“建筑设计奖申报展示资料”。

包括：

1.申报书

2.申报附件材料

（1）使用证明文件（或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文件）；

（2）其他文件（已有奖励、专项技术成果认定证明、合作

建筑设计项目证明等）。

3.申报展示材料

（1）A0 展板

pdf 格式，限 2 张以内，建议分辨率 300dpi，竖向排版。内

容包括项目名称、总平面图、建成照片、主要平面图、主要立面

图、效果图及相关分析图。图纸比例不限，但须清晰表达设计内

容、技术难点、技术创新。（注：版面中不得出现参评单位及个

人信息）；

（2）A0 展板压缩版

内容同“1.A0 展板”，JPG 格式，每张大小不超过 1M；

（3）PPT 演示文件,1 份

长宽比例为 16:9，限 20 页。内容体现申报作品的设计思路、

技术难点、创新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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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景照片

能够体现建筑设计特点的照片。限 20 张以内，所有照片均

需提供作者；

（5）效果图、总图、分析图、平立剖面图等文件

效果图、总图、分析图格式为 jpg 或 tif，精度 300dpi 以

上;平立剖面图格式为 dwg 或 pdf 文件。

提交说明：

电子文件要求“申报书”“申报附件材料”“申报展示材料”

须分别存于单独的文件夹，以 U 盘形式提交；

纸质文件要求“申报书”由奖项系统中直接生成（包含“正

式版”水印）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原件 2 份，不可另附封面；“申

报附件材料”A4 纸张打印 2份；展示材料仅需打印“1.A0 展板”，

建议申报单位通过北京打印店网上下单并报送至我会。

报送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 1 号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建筑大学西

城区实验 3 号楼）郑重收，电话：15001097316。

五、建筑设计奖评选活动不收取评审费用。

六、联系方式

（一）中国建筑学会学术部（申报咨询）

联 系 人：臧奥奇 夏楠 郑重

联系电话：010-88082242; 88082243

电子邮箱：xsb@chinaasc.org

（二）技术支持

联 系 人：于老师

联系电话：18610660653

（三）中国建筑学会会员部（入会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