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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美、英、德、加等国际上最有权威度和影响力的绿色建筑与住区评估体系，与我国现
行绿色建筑与住区评估体系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并充分考量我国房地产开发实际提出的，是国际化
与本土化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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