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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配 式 建 筑 是 指 把

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

现场作业工作转移到工

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

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如

楼 板 、墙 板 、楼 梯 、阳 台

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接方

式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发展装配式

建筑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减少施工污染、提

升劳动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促进建筑业

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培育新产业新动

能、推动化解过剩产能。

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已有 10余年，目前已

呈现规模化良好态势。“十三五”

期间，平均每年新开工装配式

建 筑 面 积 增 长 达 到

50%以上。2020 年，

新开工装配式建

筑面积达到 6.3

亿平方米，占

我国当年新开工建筑总面积的20.5%。

在《建筑》杂志社社长文林峰看来，发展以

装配式建造方式为代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能

补齐我国在建造领域的工业化、自动化、机械

化、智能化短板，向国际更高标准看齐。持续

倡导发展装配式建筑，对于促进我国发展成为

建造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她认为，发展装配式建筑符合绿色发展、

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理念，是建筑领域提高质

量、品质、安全的重要举措。装配式建筑将促

进传统建筑业和新型建造、信息、金融、绿色、

建材、环保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还将推进

建设领域促改革、调结构，培养新业态，拉动经

济增长，全面提高人居环境水平。

从未来趋势看，发展装配式建筑要明确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积极稳妥、质量安全第

一”的发展目标和路径。

文林峰说，发展装配式建筑要以质量、效

率、品质为考量标准，建立工业化、系统性思维

与理念，高度重视工程质量安全；要积极推广

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充分发挥综合优势；要

采用成熟、安全可靠、适宜本地区的技术体系，

建设优秀的标杆示范工程；要精心打造绿色节

能环保高标准的产业园区；要同步推进信息化

技术应用，推进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

展；要树立行业标杆，打造优秀综合示范工程。

建筑领域是碳排放大户建筑领域是碳排放大户。。
《《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2020))》》
显示显示，，20182018 年全国建筑全过程年全国建筑全过程
碳排放总量为碳排放总量为4949..33亿吨亿吨，，占全国占全国
碳排放比重的碳排放比重的 5151..33%%。。据测算据测算，，
我国每年建筑消耗的水泥我国每年建筑消耗的水泥、、玻玻
璃璃、、钢材分别占全球总消耗量的钢材分别占全球总消耗量的
4545%%、、4242%%和和 3535%%。。可见可见，，建筑领建筑领
域的减碳已成为我国实现碳达域的减碳已成为我国实现碳达
峰峰 、、碳 中 和 目 标 至 为 关 键 的碳 中 和 目 标 至 为 关 键 的
一环一环。。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是建筑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是建筑
领域减碳的必由之路领域减碳的必由之路。。未来未来，，我我
国应进一步提升绿色建筑标准国应进一步提升绿色建筑标准
水平水平，，向人民群众提供安全耐向人民群众提供安全耐
久久、、健康舒适健康舒适、、生活便利生活便利、、资源节资源节
约和环境宜居的高品质建筑约和环境宜居的高品质建筑。。
同时同时，，应进一步完善绿色建筑标应进一步完善绿色建筑标
识管理制度识管理制度，，以绿色建筑标识进以绿色建筑标识进
一步引领绿色建筑发展一步引领绿色建筑发展。。还应还应
推动绿色金融与绿色建筑协调推动绿色金融与绿色建筑协调
发展发展，，让绿色金融在支持以绿色让绿色金融在支持以绿色
建筑为核心的绿色城市建设发建筑为核心的绿色城市建设发
展方面发挥作用展方面发挥作用。。

应推动绿色建筑数量逐步应推动绿色建筑数量逐步
增 多增 多 。。 截 至截 至
20192019 年底年底，，全全
国 城 镇 当 年国 城 镇 当 年
新 建 绿 色 建新 建 绿 色 建
筑 占 新 建 民筑 占 新 建 民
用 建 筑 比 例用 建 筑 比 例
达 到达 到 6565%% ，，全全
国 城 镇 累 计国 城 镇 累 计
建 设 绿 色 建建 设 绿 色 建
筑 面 积 超 过筑 面 积 超 过
5050 亿平方米亿平方米，，
全 国 获 得 绿全 国 获 得 绿
色 建 筑 标 识色 建 筑 标 识

的项目的项目 22万余个万余个。。有关部门有关部门确定确定，，
到到 20222022 年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
绿色建筑面积占比将达到绿色建筑面积占比将达到7070%%。。

除了大力发展绿色建筑除了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建筑建筑
领域实现减碳应该进一步开展既领域实现减碳应该进一步开展既
有建筑节能工作有建筑节能工作，，大力发展装配式大力发展装配式
建筑等绿色建造方式建筑等绿色建造方式，，通过支持绿通过支持绿
色建材产品推广应用和建筑垃圾色建材产品推广应用和建筑垃圾
减量化等举措减量化等举措，，降低建筑业资源消降低建筑业资源消
耗耗、、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未来未来，，建筑业需要利用技术创建筑业需要利用技术创
新促进行业不断转型新促进行业不断转型，，如绿色建筑如绿色建筑
与互联网融合与互联网融合，，运用物联网运用物联网、、云计云计
算算、、大数据等技术大数据等技术，，提高节能提高节能、、节水节水、、
节材的效果节材的效果，，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应真正把应真正把““绿色绿色””融入建筑全生命周融入建筑全生命周
期期，，实现建筑与环境和谐统一实现建筑与环境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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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见证历史。新中国建筑业波澜壮阔

的发展历程是城乡辉煌画卷中一个浓墨重彩

的篇章。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人民大会堂、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相继落

成，仅用十个多月即完成设计建造，堪称奇

迹。“十大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

“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设深圳国贸大厦，向世

界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投

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定信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建筑业正在不

断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城乡旧貌换新颜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稳速

增长，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愈

加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

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建筑业发展更加平

稳，结构更加优化，技术更加进步，对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我国建筑技术不断成熟和进步，世界顶尖

水准项目批量建成。近年来，我国工程方案自

主创新和设计水平、建造技术再上新台阶，在

超高层建设、高速铁路、公路、桥梁、水利、核电

核能、现代通信、应急设施等“高深大难急”工

程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我国建筑施

工技术水平再次实现了新跨越，高速、高寒、高

原、重载铁路施工和特大桥隧建造技术迈入世

界先进行列，离岸深水港建设关键技术、巨型

河口航道整治技术、长河段航道系统治理以及

大型机场工程等建设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

水平。

一系列超级工程的接踵落地和建成，成为

彰显我国建筑业设计技术和施工实力的醒目

标志。有标志着中国工程

“速度”和“密度”的高铁工

程；有标志着中国工程“精

度”和“跨度”的中国桥梁工

程；有代表着中国工程“高

度”的上海中心大厦；代表着

中国工程“深度”的洋山深水

港码头；代表着中国工程“难

度”的福清核电站 5 号机组

……“中国建造”已成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有力保障了新型城镇化战略

的实施。

深度参与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建设给建筑

业“走出去”创造了重要机

遇，有利于发挥国内企业在

高铁、电力、港口、机场、高层

建筑等领域工程建设的比较

优势，全面提升行业国际竞

争力。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不断推进，建筑业深度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重

大项目的规划和建设。陆续建成的工程项目

和设施赢得了广泛赞誉，使“中国建造”品牌在

国际上进一步叫响，海外业务也成为许多建筑

企业新的业务增长点。

2021 年 1 月至 4 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

路”沿线的 59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合同 1465份，新签合同额 2698.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6.1%，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

签合同额的 58.2%；完成营业额 1523.5 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4.7%，占同期总额的55.1%。

未来，我国建筑企业将用好“一带一路”搭

建的一流国际合作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近年来，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以装配式建筑为代表的建造方式转型成效初

显。2020 年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约 6.3 亿

平方米，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 20.5%；

钢结构建筑快速发展，2020 年新开工约 1.9 亿

平方米，较 2019 年增长 46%，其中新开工钢结

构住宅 1206 万平方米，较 2019 年增长 33%。

由勘察设计、施工建造、运行维护等多方协同

推进的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环境不

断优化，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 BIM 应用软件

加快研发。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示范合同文

本等配套政策逐步完善，建设了一批工程总承

包示范项目……

同时，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我国建筑业作

为传统产业，还存在管理机制不完善、供给质

量不高等问题，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

下，实现建筑业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

升，是新发展阶段带来的新挑战。

当前，迫切需要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

化协同发展，抢占建筑业未来科技发展高地，

进而推动建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打

造“中国建造”升级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迈入智能建造世界强国行列。

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紧扣实现高质量发

展目标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行业转型升

级。建筑业是我国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应用

场景，可以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国民

经济新的增长点，推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改革向纵深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十四五”，我

国建筑业将面临新的改革发展任务。

建筑业将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

化协同发展。大力发展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

能施工和智慧运维，加快 BIM 技术研发和应

用，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完善智能建造

标准体系，推动自动化施工机械、建筑机器人

等设备研发与应用，开展智能建造试点。

健全建筑市场运行机制。持续推进建筑

业“放管服”改革，落实《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

理制度改革方案》，大幅压减企业资质类别和

等级，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全面实行全程网

上申报审批，逐步推行电子资质资格证书，强

化审批后监管。加强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加快推

进工程总承包，在设计施工深度融合基础上，

推动工程总承包向全产业链延伸，不断提升

工程总承包服务能力。推进建筑师负责制，依

据合同赋予建筑师代表建设单位签发指令和

认可工程的权利，发挥建筑师的专业优势和技

术主导作用。加快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完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配套政策，培育一批

全过程工程咨询项目领军人才和一批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企业。

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工人队伍。鼓励建

设建筑工人培育基地，加快自有建筑工人队伍

建设，制定建筑工人职业技能标准和评价规

范，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指导地方制

定施工现场技能工人基本配备标准，全面落实

劳动合同制度。完善建筑职业（工种）人工价

格市场化信息发布机制，引导建筑企业将建筑

工人薪酬与技能等级挂钩。

继续完善工程质量保障体系。落实建设

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完善责任追溯机制，

强化责任追究力度。完善省、市、县三级监管

体系，探索建立建筑工程质量评价制度，加快

发展工程质量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