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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建筑业转型升级，正在从建造大国迈向建造

强国。我国深化建筑业“放管服”和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强化质量安全管

理，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

协同发展。

10 年来，建筑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牢

固，建筑产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升，工程质量稳步提

高。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一批世界级

标志性重大工程相继建成，“中国建造”展示出强大

的综合国力。

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 10 年，是我国建筑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时期，一系列代表性工程是建筑业转型

发展成果的浓缩和展现，也是“中国建造”的最佳

名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如生介绍，这 10

年，建筑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建筑业增加值从

3.69 万亿元增加到 8.01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一直保持在 6.85%以上，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地

位持续巩固。2021 年，建筑业总产值达到 29.3 万亿

元 ，是 2012 年 的 2 倍 多 。 建 筑 业 从 业 人 数 达 到

5282.94 万人，比 2012 年增加了 1000 多万人。

这 10 年，建筑业发展效益大幅提升。工程设

计、建造水平、工程质量安全形势、科技创新水平以

及劳动者技能都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达到每人

47.3 万元，比 2012 年提高近六成。装配式建筑、建

筑机器人、建筑产业互联网等一批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初步形成。2021 年，全国新建装配式建筑面

积达到 7.4 亿平方米，占新建建筑的 24.5%。

10 年间，建筑业圆满完成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

生的基础建设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居民出行、通

讯、教育、医疗条件和居住环境，如 2021 年年末，建

成运营的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5.1 万公里，比

2012 年年末增加了 5.3 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

达到 4 万公里；公路里程 528.1 万公里，增加了 104.3

万公里；建成定期航班通航机场 248 个，增加了 68

个。10 年间，建筑业住房建设能力明显提升，人均

居住面积持续增加，2021 年，

全国建筑业企业

房屋施

工面积 157.5 亿平方米，比 2012 年增长 59.7%。10 年

间，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领域工程建设大力推进，

促进了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加快普及，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推动城乡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建筑更“绿”更“聪明”

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观众在展览中发现，用机器人对着墙体扫

描，建立数字模型，手持移动设备就能够实时查看立

体影像，墙体内部的一条条钢筋管线宛如一幅纵横

交错的经脉图呈现于眼前。身临其境的数字智能建

造体验，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

这是中国建筑一局自主研发的施工管理“X-

MEN”机器人，工程师提前将建筑三维模型传输到

机器人系统中，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建图定位系统，

在围绕建筑行进时同步记录距离和方位的坐标点，

实时生成建筑立体影像，辅助检查施工质量、校准机

电管线位置等。如果需要对房屋结构进行改造，只

需要让机器人走一圈，就可以像开了透视眼一样看

到墙体内部的构造，施工时完美避开内部的钢筋或

者水电线路，真正实现建筑数字化管理。

机器人作为先进智能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在

建筑施工中。这是我国建筑业不断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的缩影。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我国建

筑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基建、冶金、有

色、煤炭、石油、化工、水电、水利、机械等建筑行业布

局逐渐完备；建造流程逐渐向上游勘探设计和下游

工程监理拓展；城市信息模型（CIM）、建筑信息模型

（BIM）、大数据、智能化、移动通信、云计算、物联网

等信息技术集成应用能力不断提升。

一批重大建筑技术实现突破，具有世界顶尖水

准的工程项目接连落成，部分领域施工技术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如标志着中国工程“速度”的高铁工

程，标志着中国工程“跨度”的以港珠澳大桥为代

表的中国桥梁工程，代表着中国工程“高度”的上

海中心大厦，以及代表着中国工程“难度”的自主

研发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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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0 年间，我国绿色建筑实现快速发展，建筑节

能改造有序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年底，全国累计建成绿色建筑面积超 66 亿

平方米，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 238 亿平方米，

节能建筑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超过 63%；全国

城镇完成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超过 15 亿平

方 米 ，为 减 少 碳 排 放 、逐 步 实 现“ 双 碳 ”目 标 贡 献

力量。

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建造”品牌影响力持续

提升。

我国全面系统提出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

和重点任务，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加快完善监

管体制机制，着力优化建筑业营商环境，增强了建筑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活力。2021 年，全国建筑

业企业签订合同总额 65.7 万亿元，是 2012 年的 2.66

倍。2013 年至 2021 年，全国建筑业企业签订合同额

总量年均增长 11.5%，我国正不断加快从建造大国

向建造强国的转变。

通过“放管服”改革做减法，市场主体活力持

续释放。近年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周期明显缩

短，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目前，各地全流程审批事

项压减近 30%，并联审批、联合审图、联合验收、

区域评估、告知承诺制等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全流

程审批时间压减至 120 个工作日以内，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一张蓝图”“一个窗口”“一张表单”“一

套机制”成为常态。世界银行发布的 《2020 营商

环境报告》 显示，我国办理建筑许可指标排名提升

至全球第 33 位，比 2019 年度跃升 88 位，比 2018 年

度跃升 139 位。

通过转型升级做加法，增强建筑业发展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发展以装配式建筑为代

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推动“中国建造”优化升级。

建筑业从现场搅拌砂浆、“满面尘灰”的传统作坊

式时代，发展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的建筑工

业化时代，正在向数字建造时代迈进。

这 10 年，建筑业“走出去”步伐也在加快，

“ 中 国 建 造 ”品 牌 在 国 际 上 稳 扎 稳 打 、逐 步 生

根。我国建筑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对外工

程承包遍布 190 余个国家和地区。2013 年以

来，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新签合同额总

体保持持续增长态势。2021 年，79 家企业入

选全球最大的 250 家国际承包商榜单，企业

数 量 和 业 务 占 比 从 2014 年 开 始 蝉 联 全 球

第一。

李如生表示，我国将进一步深化建筑业

改革，坚持创新驱动、科技引领，推动建筑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继续打造“中国建

造”品牌，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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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路桥南方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羽：

创新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10 年来，我切身体会到，我国建筑业

进一步做大做强，经济效益不断优化，综合

实力稳步提升。建筑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我

国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以我参建的鹤岗—

大连高速公路为例，其纵贯黑龙江、吉林、

辽宁三省东部地区，公路的建成通车对改

善交通环境、拉动沿线经济发展以及振兴

东北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科技力

量的支撑。一提起科技创新，过去多会想

到科研机构和实验室研发出的“高大上”科

研成果。如今，在政策推动引领下，建筑业

广大一线施工人员和技术人员积极展开技

术创新和技术改造。他们的创新常常来自

施工现场，很接地气，多是对传统施工方式

的微创新和微改进，普及面很广。基层施

工人员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纷纷参与到

技术创新中。这些创新成果汇聚在一起，

大大提升了施工效率和质量，有力促进了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常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

了科技力量的支撑，遇水架桥也可以变为

遇水修隧道。以我参建的延庆—崇礼高速

公路为例，公路在通过妫水河时，按照传统

思路是修建桥梁。出于节约土地、保护环

境等考量，最终以修建妫水河隧道的方式

使得公路从河面以下穿过。而遇水修隧道

能够得以实现，离不开先进的施工技术以

及先进的装备和材料作为有力支撑。

10 年来，绿色发展理念在建筑领域的

践行越来越深入。过去我们在施工过程

中更多考虑如何快速完成施工计划。如

今 ，我 们 更 好 地 兼 顾 了 对 生 态 环 境 的 保

护。比如，鹤岗—大连高速公路修建过程

中，为加强沿线生态环境保护，推广了植

被保护和恢复、表土收集和利用技术，加

强服务区污水处理与回用技术推广应用，

开展基于生态补偿的湿地营造技术

研究。施工过程中尤其注重保护

黑 土 资 源 ，保 留 树 木 ，保 护 湿 地

和河流。

（本报记者 亢 舒整理）

图图①① 8 月 19 日，贵州龙里河大

桥顺利合龙。

熊红梅摄（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深圳湾区会展国际酒店项

目现场，工人在吊装钢结构箱体。

（新华社发）

图图③③ 在湖南益阳市赫山区的益

阳南站，工作人员在检查候车大厅。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