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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买商品房，了解其是不是装配
式建筑，将成为一个基本常识。就像现
在你买灯具，如果不知道买LED灯，说
明你OUT了。”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总建筑师刘东卫说。不久前，在由中国
房地产协会、中国建筑学会等主办的
SSGF（工业化建造体系）现场会上，长
期从事住宅建筑设计研究的专家们提
示：“以往几十年来我国的住宅建筑品质
并不是很高，很多仅使用三四十年就成
危房了。”但大家同时兴奋地说，我们已
看到曙光。中国建筑工业化的集结号已
吹响，新型建造升级的绿色装配式建筑
正向我们走来。据悉，国家建设部也已
启动了“百年住宅”建设项目。

建筑工地成“景点”

SSGF新建造方式将工地变得像
制造汽车的车间，干净整洁、井然有
序，可以供人参观，这是建筑产业提
升的一个标志

今年“十一”长假，位于广东省东莞市
石碣镇的碧桂园紫辰花园房产项目火
了。不过，红火的不是销售，而是这里的
施工现场——参观者络绎不绝，只为体验
一下像花园一样的建筑工地，一探“像造
汽车一样造房子”的奥秘。而碧桂园在东
莞茶山的另一个工地，开放半年多来，已
吸引了包括同行、业主在内超过 10 万人
次的参观，俨然变身一个“景点”。

没有尘土飞扬和机器的轰鸣，更没有
建筑工地上常见的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
道路干净整洁，各类建筑设备井然有序，
主体建筑尚未封顶，小区花园绿化已初步
成形。日前，记者走进东莞石碣镇、茶山
镇参观SSGF工业化建造体系示范项目，
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这并不是刻意‘制造’的现场，而是
碧桂园新型装配和建筑工业化解决方案
要求下的常态。”碧桂园莞深 SSGF 工程
技术总监李文峰介绍说，SSGF装配式建
造采用装配加现浇，现场全面取消砌筑抹
灰，基本上不怎么产生建筑垃圾。

“传统的建筑工地都是乱糟糟的。
而 SSGF 新建造方式将工地变得像制造
汽车的车间，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可以
供人参观，这是建筑产业提升的一个标
志。”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樊
则森说。

今年初，碧桂园将东莞茶山项目作为
首个实现全天候开放的工地项目，在行业
内率先组织“全天候工地开放”活动。在
工程进度、技术条件等达到开放条件后，
接受客户、准业主、业主预约全天候到工
地看实体质量，而不像传统楼盘建设那
样，局限在只能参观样板房，从而让市民
可以“看过工地再买房”。

碧桂园集团莞深区域副总裁、SSGF
工业化建造体系项目推进小组组长孙军
说：“买房是多数家庭最大的一笔开支。
我们买件几百块钱的衣服都要试试，而恰
恰是房子这件最昂贵的商品，目前业主基
本上都是看图纸或沙盘决定是否购买。
从图上看的与现场体验的当然会有差
距。”碧桂园集团表示，未来碧桂园将在全
国逐步推行全天候工地开放。

目前，碧桂园已在34 个区域55个项
目试点推行SSGF工业化建造体系，这些
项目分布在北京、广东、四川、重庆、江苏、
湖北、河北等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表示，他们将
逐步在所有新开发项目中推行这套体系。

建筑业的“绿科技”

必须以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为
抓手，加快推进建筑工业化，促进建
筑品质提升，促进建筑业的转型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建筑业大多处于手工业建造模
式阶段，建设工期长，质量问题多，环境污
染严重，尤其是建筑能耗占到全国总能耗
的30%。建造方式转变迫在眉睫，发展新
型建造方式势在必行。”中国建设科技集
团董事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说。

在碧桂园石碣项目现场，记者看到，
蓝色的爬架在 14 楼，外墙正在浇筑，而 8
楼的室内已经开始铺设地砖。爬架上移
过后的外墙，由于采用了铝模搭建并用钢
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不需再抹灰，就
显得十分平整。

“别小看这简单的不再抹灰施工，这
一技术创新的绿色环保节能低碳奥秘都
包含在这里呢。”孙军介绍说，以 2016 年
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16.7 亿平方米来计
算，采用传统木模板砂浆抹灰建造，每年
需要大约消耗木材 6000 万立方米、水
6000万吨、水泥3800万吨、河沙1亿立方
米，砌筑抹灰增加排放二氧化碳 3000 万
吨……而如果采用碧桂园创新研发的
SSGF新型建造技术，根据前期多个实践
项目的数据，各类资源节约率或减排率均

可达93.7%。以此推算，每年可分别节约
木材5678万立方米，相当于1.3万平方公
里面积的森林；节水5600万吨；节约水泥
3560 万吨；节沙 9400 万立方米；减排二
氧化碳 2800 万吨，相当于全球航空业年
总排放量。

“我们的创新技术被戏称为行业的
‘黑科技’，实质却是经济转型发展的‘绿
科技’。采用 SSGF 建造体系，除了绿色
外，还可提高建筑的整体安全性和防渗
性，实现结构自防水，能有效解决渗漏、空
鼓、开裂 3 大行业顽疾，大幅提升工程品
质。”孙军说。

据介绍，作为一种新型装配和建筑工
业化解决方案，SSGF工业化建造体系以

“Sci-tech 科技创新”“Safe&share 安全
共享”“Green绿色可持续”“Fine&fast优
质高效”为 4 大核心理念，以装配、现浇、
机电、内装等工业化为基础，整合19项新
建造科技，获得了 28 项专利。与传统手
工作业和一般装配式工法相比，SSGF新
建造体系实现了分级标准化设计、模具空
中化装配、全穿插施工管理和现场一体化
装修等技术，主体修建与装修工程可以分
楼层同步推进。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副总裁、中国建筑
标准设计研究院董事长孙英表示，中国是
世界上既有建筑和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
的国家，2016 年全国建筑业的增加值占
国内 GDP 总值的 6.66%。过去几十年建
筑业快速发展，我国在取得了巨大建设量
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资源环境代价。
中国建筑建造的拆毁过程产生大量建筑

垃圾，每年逾30亿吨，约占城市垃圾总量
的40%，其中大部分不可降解。同时，与
这样的付出相对应的，是我们也没能拥有
高品质的建筑。“因此，必须以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为抓手，加快推进建筑工业化，
促进建筑品质提升，促进建筑业的转型升
级和可持续发展。”孙英说。

激活装配建筑市场

在力度空前的政策红利下，装配
式建筑工业化制造正迎来黄金机
遇期。各大企业纷纷进军该领域，我
国装配式建筑的蓝海开启

“当前，我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面积的3%左右，远低于日本、美国、法国、
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超过 70%甚至高达
90%的比例，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空间巨
大。”修龙说。

当前中国装配式建筑市场正迎来巨
大的政策红利：去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
广装配式建筑，减少建筑垃圾和扬尘污
染，缩短建造工期，提升工程质量”。同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
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提出工作目标：
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
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其中
2020年达15%以上。

全国各省市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大
力推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今年 9 月 19
日，广州市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实施意
见》，提出到 2020 年，实现装配式建筑占
新建建筑的面积比例不低于 30％；到
2025 年，实现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
面积比例不低于50％。特别是新立项的
人才住房、保障性住房等政府投资的大中
型建筑工程，要全面实施装配式建筑。

同时，在各地出台的政策中，还从用
地政策及金融优惠方面加强了对装配式
建筑发展的鼓励和支持。据前瞻产业研
究院测算，2020 年我国装配式建筑市场
规模将超过 2 万亿元，2025 年将达到 4.7
万亿元。

9 月 29 日，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与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董事长修龙在“SSGF
工业化建造体系现场会”上代表双方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碧桂园 SSGF 工
业化建造体系的基础上，携手技术研
发，编制企业及行业标准，携手打造示
范工程，拓展内装合作，提升房地产开
发竞争力，为抢占装配式建筑市场红利
提供重要支撑。

据了解，目前国内只有碧桂园、万科
等少数龙头企业在装配式建造领域开启
了探索实践。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刘
志峰称，虽然碧桂园等企业在建筑工业化
中是先行者，但由于成本及观念认识等原
因，装配式的工业化制造尚未形成市场
化、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企业与社会缺乏
建造方式转型的内生动力，目前在全国范
围内装配式建筑并未普及。

专家分析，在力度空前的政策红利
下，装配式建筑工业化制造正迎来黄金机
遇期，各大企业正纷纷进军这个新领域。
我国装配式建筑的蓝海才刚刚开启，能更
好承载人们对高品质美好住宅向往的装
配式建筑正向大众走来。

修龙表示，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新
型建筑产业化，需要形成建筑产业战略同
盟，需要研发本土化核心技术，更需要在
理念转变、模式转型和路径创新等方面实
现全局性变革。

既大幅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又基本上不产生建筑垃圾，推广装配式建筑——

像 造 汽 车 一 样 造 房 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现在已有 6 家专业
合作社加入联盟，占到古
茶区茶企的三分之二，这
些企业按照联盟统一的绿
色有机生产标准生产，统
一的管理、宣传、包装、价
格和销售进行运作，品牌
影响力越来越大，经济效
益也越来越好。”在芒景村
翁基寨，村民南康告诉记
者。

景迈山位于云南省普
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
民镇东南部，这里有世界
罕见的 2.8 万亩古茶林。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景迈山古茶卖不出好价
钱。2016 年 6 月，南康在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创建
了景迈山古茶林诚信联
盟，专注打造提升景迈山
古茶品牌。

景迈山古茶林诚信联
盟的成立，只是普洱市发
展绿色经济的一个缩影。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绿色
经济试验示范区，如何耕

好这块试验田？云南普洱市委书记卫星表示，普洱
市通过探索全新经济考评体系，立足资源禀赋培育
绿色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与生计兼顾、增绿与增收协
调、“绿起来”与“富起来”统一的绿色崛起新路子。

“第一名镇沅县 100.8 分，第二名思茅区 98.42
分……”在普洱市走访，各县区领导不约而同提到了
一张分数表。“这是我们对2016年各县区绿色经济
的考核结果。”普洱市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武咏健说，2016 年 7 月，普洱
市率先在全国推行绿色经济考评体系，让政绩考核
指挥棒“绿”起来。

据介绍，这个绿色经济考评指标体系由绿色经
济发展、资源利用效率、环境与生态效率、工作开展
与评价4项一级指标、29个二级指标构成，“倒逼效
应明显”。武咏健说。

“市里出台了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绿
色评价标准，全面实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估工作，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对各
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实行‘零容忍’，对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事件实行‘一票否决’。这些标准和制度的
落实，强化了干部群众的绿色发展理念。”卫星说。

“如果说制度是绿色发展的保障，产业则是绿
色崛起的支撑。”武咏健告诉记者，近年来，普洱市
以茶叶、咖啡等为重点，重点打造特色生物产业、
清洁能源、现代林产业、休闲度假养生 4 大绿色产
业。如今，普洱的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给
普洱人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2016 年，普
洱市实现生产总值达568亿元，增长10.2%，其中，
绿色GDP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2%。更让
普洱人感到自豪的是，普洱中心城区每立方厘米空
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达12500余个，高出世界卫生
组织规定的“清新空气”标准 12 倍之多，被联合国
环境署专家誉为“世界的天堂，天堂的世界”。

SSGF工业化建造体系以科技创新、安全共享、绿色可持续、优质高效为核心理
念，除了绿色环保外，还可大幅提升工程品质。图为碧桂园建设项目现场。

本报记者 张建军摄

鹭鸟飞舞生态美

江西金溪县香樟森林公园里，无数鹭鸟翩翩飞
舞。近年来，金溪县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
同时全面实施山绿、路绿、河绿、城绿、园绿、村绿、院
绿、地绿“八绿工程”，既维护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又
促进了生态旅游蓬勃发展。 邓兴东摄

走进贵州省铜仁市印江自治县沙子坡
镇，处处绿意盎然、瓜果飘香。

从今年 7 月开始，产业大户吴光洲的
100亩高山西瓜和200亩黄花脆梨已陆续
上市。香、脆、甜的瓜果备受游客和客商青
睐。吴光洲说：“客人都抢着买呢！”

吴光洲是沙子坡镇红木村村民，以前
一家人经营大林湾煤厂，每年纯收入400
万元。后来，因全面整顿小煤窑，吴光洲转
而做起了种植和养殖。

这一行业转变，让吴光洲深刻感受到
煤炭开采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炼焦煤产生的煤渣子漫山遍野，寸草
不生，进行种植、养殖都不适宜，煤烟子还
影响空气质量。”吴光洲说，这些年经历了
那么多，最让他觉得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的，还是发展绿色产业。

从小煤厂老板变成果农，从生态破坏
者变成生态守护者，吴光洲无论是身份的
转变还是观念的转变，都缘于开采煤矿带
给他的惨痛教训。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颁布后，素有“印北金三角”“黔东煤炭
之乡”美称的印江沙子坡镇迎来煤矿开采
高峰，辖区内除了2家国有煤厂、8家乡集
体煤厂外，群众自发性开采煤矿建起的小
煤窑就达76个，全镇555万吨煤炭储量成
了人们发家致富的“黑金”。

与红木村一样，池坝村也属于沙子坡
煤矿开采中心地带。“以前池坝村的煤厂大
大小小有40多家，在家90%的男劳力都从
事煤矿工作，甚至其他乡镇的人都来这里
挖煤。”沙子坡镇池坝村党支部书记张云祥
说，自办煤窑或在煤厂打工成为当地村民
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开采煤矿对于当地村民来说，一时找
到了维持生计和摆脱贫困的出口。“可留给
我们子孙后代的是什么呢？由于开采粗
放，环境破坏了，地表、水源破坏了，到处是
煤矸石，草都不长。”张云祥说。

“煤炭开采让群众付出了巨大代价，生
态环境承受不起这样的破坏，关闭煤矿势

在必行。”印江乡镇企业局原安全技术股负
责人杨昌茂介绍，从1989年整治小煤窑、
关闭乡集体煤厂到1998年关闭国有煤厂，
印江各级党委政府态度坚决、铁腕治污。

煤厂关闭了，村民的生计怎么办？印
江审时度势，找准转型发展突破口，打造生
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

“既要鼓起群众的钱袋子，又要盖好山
地的绿被子，我们选择发展生态特色产
业。”印江沙子坡镇党委书记樊礼说，坚持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理念，大力发展核
桃、茶叶、生态畜牧、精品水果等特色产业
就是农民致富的一块块“绿金”。

尝到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填饱肚皮的苦
果后，村民也清醒地认识到，有了绿水青
山，才有金山银山。发展茶叶、核桃、蔬菜、
精品水果……一场植绿、护绿、守绿的“绿
色革命”在沙子坡镇悄然兴起，绿色逐年铺
满了山头、乡间。

以前靠挖煤维持生计的村民梁国丰，
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政策的扶持下建起了5

亩茶叶基地，一家人靠着茶园“绿色银行”
实现了增收致富。

以前把煤矿作为主打产业的池坝村，
通过引进贵茶集团联盟企业贵州梵园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采取“龙头企业+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
式，带动了全镇近4000亩茶产业，村民人
均纯收入达7000多元。

与此同时，沙子坡镇抢抓国家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和扶贫开发战略机遇，巧打
生态产业扶贫、创业就业扶持、金融贷款支
持等扶贫“组合拳”，引导群众发展红心柚、
脆梨等精品水果1万亩、生态林2万亩、辣
椒1500亩、紫薯1000亩……

如今，沙子坡镇跳出追求“黑色经济”
怪圈，奋力发展“绿色经济”，逐步迈向了
绿、富、美。空气清新、食品卫生、产品特色
成了沙子坡镇的代名词，沙子坡镇的森林
覆盖率从10年前的24.45%提高到现在的
52.1%，人均纯收入从10年前的1650元提
高到6833元。

小 煤 窑 关 了 以 后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左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