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1年9月30日

责任编辑：胡婧琛 电话：021-63212799-216 E-mail:310458803@qq.com

装配式建筑 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建筑产业现代化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出台的《关于
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推动装配
式建筑发展的若干意见》确定，力争到
2025年，南昌市装配式建筑新开工面积
占新建建筑总面积的比例达50％，装配
式建筑产业发展和智能建造创新应用处
于全省领先水平。可见，南昌市装配式
建筑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

《意见》 提出，到 2025 年，南昌市
装配式建筑发展水平显著提高，设计对
装配式建筑发展的统筹作用显著增强，
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政策体
系和产业体系初步建立。按照分区推
进、分类实施的原则，建成一批有影响
力的装配式产业园和基地，打造一批装
配式建筑典型示范项目，培育一批装配
式全产业链和智能建造龙头骨干企业，
引导一批本地特级资质建筑施工企业建
立装配式部品部件生产基地，支持现有
装配式产业园和基地拓展全产业链，培

育和发展为智能化的现代产业园。
《意见》 表示，要以东湖区、西湖

区、青云谱区、青山湖区、红谷滩区、
新建区、高新区、经开区、南昌县为重
点推进区域，以进贤县、安义县、湾里
管理局为积极推进区域，以江西武阳装
配式建筑产业园、安义县装配式建筑产
业园、南昌 （进贤） 钢结构产业转型示
范园、新建经济开发区为部品部件制造
先行区域，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建筑。
2024-2025 年，重点推进区域新供地的
房屋建筑项目采用装配式技术建造的建
筑面积占新建建筑总面积的比例不低于
50％ ， 房 屋 建 筑 单 体 装 配 率 不 低 于
40％；积极推进区域新供地的房屋建筑
项目采用装配式技术建造的建筑面积占
新建建筑总面积的比例不低于40％，房
屋建筑单体装配率不低于35％。到2025
年，建成 2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力争新增1个国家级和2个省级的装

配式产业基地。
《意见》要求，要以政府投资项目为

抓手，积极推进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建
设。2021-2025 年，全市政府投资的新
开工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符合装配式建造条件的应全部采用装配
式技术建造。2021年全市政府投资的新
开工的房屋建筑项目，采用装配式技术
建造的建筑面积占同期政府投资的新建
建筑总面积的比例不低于 50％；2022-
2025年全市政府投资的新开工建设的房
屋建筑项目，应 100％采用装配式技术
建 造 ， 房 屋 建 筑 单 体 装 配 率 不 低 于
40％。鼓励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优先
采用钢结构技术建造，积极推进南昌市
钢结构住宅项目和农房项目建设，推动
钢结构建筑关键技术和相关产业全面发
展。组织开展评选活动，2022-2025 年
全市每年力争评选1-2个装配式建筑示
范项目。

《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来昌投资装
配式产业基地的企业。市财政对获得国
家、省住建部门认可的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一次性分别给予150万元和80万元
的资金补贴。自然资源部门对符合条件
的新供地的装配式建筑产业用地给予工
业用地政策支持，优先予以保障。

在落实税费优惠方面，装配式部品
部件生产企业销售自产的列入《享受增
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新型墙体材料目
录》的新型墙体材料，可按照国家规定
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在招投
标方面，南昌市将强化招标主体责任，
试点“评定分离”，扩大信用信息在招标
投标环节的规范应用，将企业信用评价
情况纳入招标条件。对于该市具备装配
式部品部件保障能力的施工总承包企
业，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工程保证金按
扣 除 预 制 构 件 总 价 作 为 基 数 减 半 缴
纳。 （王纪洪）

政策支持 统筹布局 财政补贴

南昌装配式建筑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

9月23日，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工程建设质
量管理协会主办的上海市装配式建筑工
程质量管控交流会在上海临港新片区馨
尚锦苑项目举行。

会议由上海市临港新片区城市建设
交通运输事务中心、上海港城开发 （集
团） 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承办。

临港馨尚锦苑项目由上海建工二建

集团承建，位于临港主城区WSW-C2-
14地块。整个项目的建筑达成100%预制
装配式施工，建筑单体预制率为 40%，
预计将于国庆节后 （10月8日） 实现首
批的结构封顶。该项目作为本次交流会
的示范点工程，切实响应了临港新片区
的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推进了
临港新片区建设智慧生态、宜业宜居的
现代化新城建设，也是目前临港新片区
最大的在建实施全装配式建筑施工住宅
楼项目之一。

为切合本次交流会主题，项目部作
为示范点，根据自身特色在现场设置了
八大展示区，分别为装配式建筑施工全
过程质量管控及常见问题展示区、装配
式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创新区、装配式建
筑技术创新展示区、装配式建筑防渗漏
措施样板展示区、装配式建筑灌浆质量
及检测样板展示区、装配式建筑和安装
设备实体小样展示区、二建集团高新设
备展示区、装配式建筑实物楼样板展示
区。这些展示区让与会者能亲身感受整

个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管控环节和重
点，对常见质量问题和质量通病有更直
观的认识。其中，二建集团的装配式建
筑体系创新、信息化平台辅助智能建
造、创新安全管理设备得到业内专家的
认可。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总裁张敏表示，
二建集团将不断加强全过程管控和防渗
漏管控，确保建筑质量放心、建筑结构
安全可靠。二建集团将以强烈的历史责
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服务临港新片区发
展，让建筑更可阅读、让街区更宜漫步。

作为本次示范观摩项目的总承包施
工单位，上海建工二建集团一直秉承

“绿色装配，科技发展”的理念，以“造
房想着住房人”的精神打造了全国首个
工业化住宅小区“万科新里程”、江苏省
首个装配式住宅“苏州玲珑湾”、上海市

“周康航大型居住社区”等，形成了集
“咨询、设计、施工、产业培训”的工程
总承包模式，已建造实施装配式建筑面
积达800万平方米以上。 （简尔）

服 务 绿 色 临 港 打 造 低 碳 示 范

上海市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管控交流会举行

据安徽省合肥市城乡建设局的消
息，《合肥市“十四五”装配式建筑发展
规划 （2021-2025）》 于近日印发。根
据规划，到2025年，该市装配式建筑规
模力争达到 2000 万平方米/年，减少碳
排放量近30%；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面积的比例达到30%以上，实现全产业
链年产值2000亿元。

将统筹兼顾该市不同区域总体规
划、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以庐阳
区、蜀山区、包河区、瑶海区、合肥经
开区、合肥高新区、新站高新区为重点
推进区域，安巢经开区、巢湖市、肥西
县、肥东县、长丰县、庐江县为积极推
进区域，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到“十

四五”末，重点推进地区装配式建筑实
施比例达到35%，积极推进区域装配式
建筑实施比例达到30%以上。

将围绕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链，引
导建筑设计、科研等产业聚集，打造区
域性装配式建筑产业示范园区。推动装
配式建筑南部制造基地 （合肥经开区）
向肥西、庐江方向延伸，填补该区域无
制造基地空白；加大东部制造基地 （合
肥循环经济示范园） 建设；引导东南部
制造基地 （黄麓-夏阁） 发展装配式钢
结构及各类集成部品部件；提高北部制
造基地 （北城-吴山） 产业链高价值核
心企业引进力度，全力推动吴山园区建
设，打造装配式建筑特色小镇。到2025

年，建成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 3
个、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10个、
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0个。

将重点培育设计、生产、施工、装
修一体化装配式建筑企业，积极引导大
型设计企业、部品部件生产企业、施工
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一批技术先进、专
业配套、管理规范、具有智能建造实施
能力的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企业。

支持装配式构配件生产企业布局建
设生产基地，实行标准化生产，加大现
代化技术和先进管理系统的应用程度。
支持商品混凝土生产、墙体材料等企业
加快技术改造，向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
生产企业转型。到2025年，全市混凝土

部品部件骨干生产企业力争达30家，设
计总产能达到 500 万立方米以上；装配
式钢构件骨干生产企业达5家，设计总
产能达 300 万吨；培育设计、生产等骨
干企业不少于100家。

此外，还将组建一批新型建筑工业
化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
地，成立新型建筑工业化创新联盟，开
展装配式建筑关键技术攻关，探索具备
人机协调、自然交互、自主学习功能的
建筑机器人推广应用。加快推动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装配式建筑融合发展，在建
造全过程加大BIM、5G网络等新技术的
集成与创新应用，努力实现建造过程智
能化管控全覆盖。 （本报综合报道）

合肥绘就装配式建筑发展“路线图”
到 2025 年 实 现 全 产 业 链 年 产 值 2000 亿 元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
峻，人口红利变得越来越少，加上建筑
业不得不适应新的市场形势和时代潮流
加快转型升级，推广装配式建筑、大力
发展新型建筑工业化成为新形势下的必
然选择。

自2013年以来，国务院、住建部等
密集出台了关于推广装配式建筑、大力
发展新型建筑工业化的政策纲领性文
件，各省市也积极细化和完善了落地政
策措施。

2017 年 11 月，住建部公布了首批
195个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名单。
2020年9月，住建部又公布了第二批133
个产业基地名单。至此，经住建部认定
的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数量已达
328个。虽然这些产业基地在各自擅长领
域具有一定优势，但在“成功”入围
后，如何进一步做好产品技术创新、加
快构建全技术体系并实现产业链融合发
展，却是每个基地在苦炼内功过程中必
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专家表示，技术创新始终是建筑产
业长盛不衰的动力和源泉，也是建筑企
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对国家级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而言，谁能掌握新技
术，率先运用新材料、新工艺、新设
备，谁就可能拥有更强的市场核心竞争

力。

产学研用一体化水平待提升

2017 年，住建部发布 《“十三五”
装配式建筑行动方案》强调，要加强产
学研用等各种市场主体的协同创新能
力，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应用。

2020年，住建部等部门发布《关于
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指出，要强化科技支撑，培育科
技创新基地，组建一批新型建筑工业化
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
地，鼓励骨干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等联合建立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

“核心技术成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大技术创新和
产品研发力度，累计投入超3亿元。”山
东万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波
表示，随着装配式建筑产业不断向前发
展，技术创新和产业链融合也在蓬勃发
展，最终都服务于装配式建筑的“两提
两减”（即提高效率、提高质量、减少人
工、减少污染）。

为加强技术研发力度，多位国家级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基地一方面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

开展合作建立国家级院士工作站、国家
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等推动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基地本
身也一直在坚持进行应用技术的自主研
发，且逐步实现了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的同频共振。以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实践为例，在推动建筑工业化

和智能建造技术创新方面，该公司目前
已开发出工业化建筑项目管理平台、钢
结构智能生产线等成果，在建设“始版
桥未来社区”等项目时也全力推进了企
业研发成果的转化。

不过，一位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负责人也表示，虽然公司已与高

校、科研机构合作建成了一系列技术创
新平台，但高校和科研机构很难全面了
解企业真实情况，基本只能开展基础性
研究，应用级研发或为某个项目难题开
展的攻关研发还需依靠企业自己。

全技术体系的构建仍有很多问题

住建部2017年发布《装配式建筑产
业基地管理办法》指出，申请产业基地
的企业应具有先进成熟的装配式建筑相
关技术体系，建筑信息模型 （BIM） 应
用水平高，还要有一定的装配式建筑工
程项目实践经验，以及与产业能力相适
应的标准化水平和能力，具有示范引领
作用等。

“上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申请产业基
地的企业具有先进成熟的装配式建筑相
关技术体系，并非要求一定要有专有技
术体系。”浙江建工总工程师金睿表示，
目前大量企业投入专有体系且聚焦在结
构体系的研发上是不合适的。事实上，
首要的并非专有体系而是对于现有各类
体系的集成，然后在集成基础上根据自
身实际，在点或面上实现专有技术和体
系的创新。

在加快构建全技术体系方面，部分
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按照“一体

两翼”发展模式 （其中“一体”是指建
筑体系的完善、成熟和可复制、可推
广，“两翼”则是指工程总承包的建设方
式和基于BIM技术的一体化设计），已经
对企业内现有建筑工业化体系进行了完
善。同时将自身建筑工业化体系与市面
现有技术体系进行优化衔接，以便在实
际应用中可根据项目特点为业主提供成
套综合性解决方案。

“运用全技术体系进行项目建设优势
很明显：一是无缝衔接能缩短工期，二
是沟通无障碍能提高效率，三是建筑垃
圾显著减少能大幅度降低成本。”浙江东
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庆表
示，经过多年探索实践，东南网架的全
技术体系已初步成型，很多住宅、医
院、学校及城市综合体项目均按此打造
建设，效果良好。

不过，目前全技术体系的构建仍有
很多问题，最难的则是专业上的协同。
金睿表示，建筑工程实践中很多专业相
对独立，各自工业化的内容组合起来就
会有碰撞，比如负责结构的没有考虑到
机电、内装或者内装的部品部件与结构
的模数不匹配等。接下来还需加快行业
标准的编制，让专业不协同问题通过行
业标准的实施逐渐得以解决。

（本报综合报道）

技 术 创 新 是 国 家 级 装 配 式 产 业 基 地 核 心 竞 争 力

产学研用一体化、全技术体系构建任重道远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获悉：“十四五”期间，自治区
将进一步加快装配式建筑发展步伐，
到2025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
积比例要达到30%，为我国实现碳达
峰和碳中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为推动装配式建筑在自治区的发
展，“十三五”期间，自治区相继出台
支持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有关政策和措
施，2017年率先在乌鲁木齐市、克拉
玛依市等地开始推广，2019年又扩大
至伊宁市、喀什市等 9 个重点城市。
在装配式建筑推广过程中，自治区在
政府投资项目，如城镇保障安居工
程、办公楼、学校、医院、文化体育
场馆、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建设中，全
面推广装配式建筑，以此推动自治区

装配式建筑发展，不断提高装配式建
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截至2020年
末，新疆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
比例达10.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建筑市场监管处工作人员介绍，

“十四五”期间，全区将进一步加快装
配式建筑发展，在产业发展、人才培
育等方面积极推动，加快培育产业基
地，推动产业链整合，实现集聚发
展，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同时，针对
装配式建筑人才短缺问题，积极与高
校合作，设置与装配式建筑相关的课
程和专业，引入人才技术，壮大本土
企业，打造一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和示范项目，不断提高新疆装配式建
筑产业化发展水平。 （曹华）

新疆加快装配式建筑发展步伐

9月16日从第四届新型
建筑工业化发展国际 （深
圳）高峰论坛暨精品展会上
获悉，广东深圳装配式建筑
规 模 已 超 过 4200 万 平 方
米，居全国前列。

据深圳市住建局的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深圳
建设行业不断推进以装配式
建筑为代表的新型建筑工业
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
前已出台 15 个政策文件和
13 部标准规范；建设总规
模达到4232万平方米，2021年上半年
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 738 万平方
米，占比已达43%，超前完成国家的
目标任务。

深圳已打造了哈工大深圳校区、
坪山燕子湖国际会展中心、汉京中心
等一批“鲁班奖”、国家标准3A级精
品项目；孵化培育了 31 个国家、省、
市级产业基地；创设了全国首个装配
式建筑专业技术职称，培育6 名正高
级工程师；建成了省内首批7 家装配
式建筑实训基地；组织了近10万人次
的公益培训、项目观摩活动，初步形
成“政策引领、市场主导、协会助

力、企业受益”的具有深圳特色的装
配式建筑发展道路，并向粤港澳大湾
区乃至全国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
的“深圳经验”。

深圳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多元化的民生需求，充分发挥模
块化建筑、钢结构等建设周期短、建
筑品质高、环境影响小的优势，助力

“双十工程”学校、防疫医院等民生工
程的高标准建设，既推动新型建筑工
业化发展的新业态，又加大教育、医
疗等民生保障，全力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综合报道）

深圳装配式建筑规模已超过4200万平方米

日前从海南省住建厅获悉，该省
进一步细化明确装配式建筑推广政
策，装配式建筑容积率奖励政策将延
续至2022年。

在容积率奖励政策方面，2017年
该省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
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中规
定的容积率奖励政策将延续到2022年
12月31日。装配率同时满足现行该省

《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和《海南省装
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规则》中提出条
件的社会投资商品房项目，可取得容
积率奖励，项目奖励不得附加其他任
何条件，且其奖励面积不占年度商品
住宅计划指标。

此外，该省实施装配式建造的建
筑项目范围进一步明确，由政府投资
的机关办公、学校、医院、车站、港
口、机场、图书馆、博物馆、科技
馆、市政基础设施、桥梁等公共建筑

项目，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和太阳能
建筑一体化应用两个方面要做到“应
做尽做”。

自2022年起，该省将全面实行负
面清单管理，所有依法需要办理工程
建设手续的项目，符合以下条件的可
不以装配式方式建造：一是项目总建
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下的；二是项目
配套设施单体 （垃圾房、配电房等）
建筑面积不大于2000平方米，且其总
面积不大于项目总建筑面积 10%的；
三是单体建筑2000平方米以下的新建
工业建筑项目；四是其他确因技术原
因拟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的项目。

该省还鼓励住宅类项目进行标准
化设计，安居型商品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等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应率先采
用标准化设计，《海南省装配式安居型
住房标准设计图集》将由省住建厅另
行发布。 （孙慧）

海南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推广政策
自2022年起，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