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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
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
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在促进国民经济循环高效畅通、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同时，将如何进一步做好行业信
用体系建设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混凝土是土木工程施工建设中重点
使用材料之一，在做好信用体系建设方
面，近年来混凝土行业开展了系列推动工
作。近日，在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
会组织召开的“学习贯彻中央政策精神

加快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混
凝土行业专题座谈会”上，多位
行业专家围绕如何做好行业信
用体系建设问题展开了探讨。

行业信用体系亟待完善

信用缺失是制约我国市场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对
于混凝土行业来说，当前行业
主要存在准入门槛低、企业数
量众多、竞争手段单一、同质化
现象严重、企业盈利能力不足、
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等问题严
重，这些问题既是行业长期发
展的“痛点”，也是“难点”，而推
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
展，成为当前制约经济循环的
关键堵点。

对此，中国混凝土与水泥
制品协会会长吴文贵表示，随
着新发展格局的不断构建与形
成，信用将在个人安身立命、企
业营商兴业、社会良性运转中
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混
凝土行业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自律不够和信用缺失，甚至出
现通过牺牲产品质量换取盈

利，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严重影响工程
质量安全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推动混
凝土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意义重大。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经理向卫平指出，健全并完善混
凝土行业信用体系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完善的行业
信用体系，使客户对市场主体选择更高
效、更安全；完善的行业信用体系，让市场
主体信息更对称、更透明；完善的行业信
用体系，能够促进对市场主体产生正向引
导；完善的行业信用体系，能促使政府监
管更高效、更智能；完善的行业信用体系，

有利于资源向守信企业流动几个方面。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质量部部长袁秀霞认为，建立系统
性、客观的综合评价体系是多方共赢的，
对于混凝土行业来说，通过评价体系可以
更多发现自身不足，看到与行业的差距，
明确改进方向，提高管理水平、完善管理
制度等，同时可作为选择混凝土产品的依
据，提高筛选效率、降低管理的成本和风
险。

具体落地还需要多方协同

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是国家信用体系
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信
用体系的落脚点。在具体落实方面，中国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秘书长（代）高智
指出，协会之前将开展信用评价作为工作
重点，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推进工作的
开展，协会编制了《混凝土与水泥制品行
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
体方案》），在编制过程中认真学习了国家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系列文件，研究
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行业信用建设的
要求，确立了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应当
突出“体系”的概念。

“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应不仅放在
信用评价上，信用评价工作只是信用体系
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信用体系建设要
更加突出和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协调
性和规范性，这就对协会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高智说。

2021年预拌混凝土规上企业产量合
计32.9亿立方米，产值超过1.2万亿元。随
着预拌混凝土行业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
加快，以及“两新一重”庞大的基本建设投
资，在为预拌混凝土行业带来新发展机遇
的同时，对预拌混凝土的质量、性能、功
能、保障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此，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副
秘书长兼预拌混凝土分会秘书长师海霞

指出，提升全行业的质量水平，除了提高
质量意识、提升制造装备硬件水平等工作
以外，还需要从严格标准入手，从严格检
测入手，从完善规章制度入手。目前，行业
亟需建立以企业质量信用等作为专项的
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混凝土产品质量
保障，助推行业高质量发展。

“信用体系建设能重塑行业形象，对
大企业区域性品牌建设也有助力。”新天
山水泥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易于围绕当
前行业的痛点和难点问题从具体落实角
度建议，一是必须关注信用体系的权威性
和适用性，可考虑争取上下游行业企业的
理解、认同、参与，以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支
持和帮助。二是在具体体系建设方面，要
树立行业标杆，加强行业标准化建设，实
现分级建设。三是在高质量发展方面，企
业要具有绿色发展的能力，安全发展方面
能做到以人为本，在创新方面能起到引领
作用。

实现信用有用是发展关键

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
些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要进展，但
社会诚信缺失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对此，北京市混凝土协会秘书长齐文
丽指出，混凝土行业信用体系建设非常重
要。目前，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信用
体系建设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但行
业协会在开展评价过程中仍然面临有没
有获批资格、指标如何制定、如何给予政
策性鼓励等问题。

重庆市混凝土协会秘书长黎伟则表
示，诚信社会由各行各业信用体系组成，
而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信用
有用的问题。“建立诚信社会一方面要靠
人的道德品质的提升，另一方面要靠社会
机制的完善。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法规来规
范，对失信的行为要惩戒，对守信企业要
奖励。”黎伟说。

而向卫平建议：一是完善企业信用信
息系统，为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提供可靠依据；二是加强电子信息化建
设，为信用信息的征集和更新提供技术条
件；三是制定信用信息指标体系和技术标
准，为信用信息的征集和交换提供标准条
件；四是借力征信和信评机构，为混凝土
企业提供征信服务；五是参照国家信用相
关法律、法规制定行业信用规章，为行业
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和使用提供制度保
障；六是确定信用市场监管机构，为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提供组织保障。

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
经理武庆涛建议，一是完善信用管理体
系，加快推进标准建设；二是推进信息互
联互通，建设信用信息“一张网”；三是健
全约束和惩戒行为机制，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四是构建智慧信用监管平台，延伸信
用服务场景；五是努力获得施工企业及市
场终端对信用评价体系的认同。这些都是
有效推进建材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法。

未来发展一定要久久为功

“《总体方案》提出力争用 2～3 年基
本完成行业信用体系架构搭建工作，到
2030年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任务
很艰巨。”高智强调，协会自我加压，提出
了现阶段信用体系建设六个方面的重点
工作，包括：建立与完善制度体系；科学开
展企业信用评价；建立动态管理机制；畅
通渠道互联共建；全方位开展信用服务；
强化组织建设加强信用监督。下一步，协
会将在健全完善的工作体系下，有序推进
信用体系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

“协会在信用评价方面已经走过十年
的时间，目前正在进行信用体系建设联盟
的筹建，针对如何更好实现行业信用体系
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思考。”谈到行业信用
体系建设的发展情况，中国混凝土与水泥
制品行业信用工作办公室秘书长齐广华

指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处理
好的就是统一大市场与畅通双循环的关
系。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
为当前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提供了
其对应的信用解决方案。

对于如何进一步健全混凝土与水泥
制品行业信用体系，北京国富泰信用管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兴华认为，混凝土行
业信用体系建设也要适时、逐步扩大“行
业信用”的外延，以点带面，将守法诚信要
求贯穿到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通过第三
方专业评价的方式引导企业不断改进管
理与经营活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予新
动能。建议重点从“强基础、促应用”方面
下功夫，健全信用基础设施、打通信用应
用场景。一是加强混凝土行业信用信息共
享机制。二是创新信用结果应用。三是在
行业内形成“知信”的氛围和“用信”机制。
四是加强与地方混凝土协会的联动交流，
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在统筹开展全行业信
用建设工作的同时，将信用建设工作“下
沉”至地方， 共享信用建设成果，共促行
业高质量发展。

中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彬提出，一是建议行业协会要积极参
与、关注，包括积极参与一些制度建设，关
注政府有没有出台相关政策等。二是建议
在全国范围内尽快推出1～2个区域进行
试点，发挥试点带动作用。三是建议在顶
层设计框架的时候把理念提出来。

“下一步，一定要进一步学习《意见》
精神，进一步研究推动信用评价工作，还
要把标准、管理办法、评价细则进一步完
善，因为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
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推动形成‘让
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的行
业文化氛围，还要行业各方的自律、配合，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吴文贵说。

（吴跃）

混凝土行业如何做好信用体系建设？

为进一步完善建材行业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规范、导向
和提升作用，推动建材行业绿色低碳、安全高质量发展，近日，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发布通知，启动建材行业“十四五”标准制
修订计划项目征集工作。据悉，此次征集对象为标准化技术组
织、事业单位、行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生产企业、第三方服
务机构等单位，征集截止时间为5月20日。

据介绍，此次征集面向建材行业，重点聚焦建材行业绿色低
碳发展、产业化水平提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国际化水平提升
等方面，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以及国际标准。具体
范围包括四方面，一是促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项目，包括碳足迹、
碳排放、碳减排等碳核查核算类，新型低碳技术与装备类以及低碳
产品与企业评价、碳监测与计量设备与方法、碳报告声明与信息披
露、碳数据管理、碳标签和资源综合利用协同降碳等低碳标准；绿
色低碳建材、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绿色制造标准，以
及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标准；单位产品能耗限
额以及能效测试等配套标准，重点用能设备产品能效、节能技术和
装备等标准，节能监察、节能诊断、能源计量等管理标准，可再生能
源利用、储能应用等清洁能源和高效利用标准。

二是加快产业化水平提升项目，包括产品质量追溯、产品使
用说明书、产品质量分级等质量提升标准，以及工程建设和计量
技术规范标准；新型低碳胶凝材料、生物质建材、工业玻璃和特
种玻璃、先进陶瓷、人工晶体、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矿物功
能材料、高性能绝热材料、石墨烯、金刚石以及其他无机非金属
新材料等新材料标准；新型墙体材料、装配式建筑、无机非金属
材料增材制造、气凝胶等新兴产业标准。4.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
用标准。

三是推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项目，包括智能车间、智
能/数字化工厂、智能矿山、智能装备、数字孪生、供应链数字
化管理和协同、质量管理数字化等标准，以及促进行业、企业数
字化智能转型标准。2.与现行或研制中的智能制造标准配套应用
的相关标准。

四是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项目，包括我国企业牵头主导或参与制修订的国际标
准，参与东北亚、亚太、泛美、欧洲、非洲等区域的区域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项
目，参考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建材企业“走出去”发
展，包括对外工程总承包、产品出口贸易、对外绿色低碳等技术交流合作等，急需
开展的标准外文版翻译项目。 （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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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明清两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进入前所未
有的繁荣，家具制作也进入全盛时期，形
成了中国家具史上的高峰，各地域之间也
因为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审美意识的不
同，形成了不同的家具流派。其中较高水
平的主要有三大流派，分别是来自江南的
苏式家具、岭南地区的广式家具、皇室宫
廷的京式家具。这三大流派呈现三足鼎立
的局面，并融合其他流派之所长，将中国
传统家具艺术推向全盛，并对后世家具制
作影响深远。

文人性情苏式家

苏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重要代
表之一，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
区生产的家具。它形成于明代中期，以用
料名贵、结构科学、造型典雅、尺寸合理而
著称，是明代家具风格的塑造者和主流，
常说的明式家具从渊源来说，都是源自苏
式家具。

明清时期，文人雅士们追求超逸脱俗
的意境，寄情山水诗画。家具与日常生活
紧密相连，而且是点缀居室空间的重要物
品，自然也就受到他们的格外关注。这些
文人士大夫通常都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
和审美品位，在家具定制的过程中，他们
或是亲自绘图造型，或是全程参与监制，
甚至还有人专门针对家具著书立说进行
研究分析。因此，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禅

宗的见性明心和道家道法这些思想，自然
融入了苏式家具的体系，使苏式家具饱含
文人性情。

苏式家具造型简约大方、线条流畅、
尺寸合理，在用料上主要以黄花梨、紫檀、
铁力木、鸡翅木、瘿木等木材为主，设计者
们往往首先根据木料的大小，顺应木材的
形状，合理地设计出相应的家具造型，做
到木尽其用。长此以往养成的一丝不苟的
职业操守，是苏式家具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体形较大的家具制作中，为节省材
料，工匠通常采用包镶做法，他们常以杂
木为内部框架，外面镶嵌硬木薄板。这种
做法看似有些投机取巧之嫌，实则非常耗
时，对工匠的手艺也是极大考验。由于木
性不同，杂木和硬木在结合时缝隙容易显
露，影响美观，所以对工匠们的斧工、凿
工、刨工的技术水平要求很高。

另外，杂木容易扭曲变形，需要对其
进行浸泡、蒸干等繁杂的工艺方能使之与
硬木结合，以此来减小误差，力求合缝严
紧，不露痕迹。工匠通常巧妙地将缝隙留
在家具的棱角部位，黏合好之后再进行抹
棱去角，变得圆润光滑，所谓的“明圆清
方”便是这样出现的。

苏式家具风格简约清秀，注重文化内
涵，气韵高雅，修饰手法也通常以浮雕、线
刻、嵌木、嵌石等手法为主，其内容题材大
多是字画、松、竹、梅、山石、花鸟、山水、风
景以及各种神话传说人物与瑞兽。其次是

传统纹饰，如海水云龙、海水江崖、二龙戏
珠、龙凤呈祥等。折枝花卉亦普遍使用，大
多借其谐音，寓意吉祥，局部装饰花纹多
以缠枝莲和缠枝牡丹为主，也有的采用草
龙、方花纹、灵芝纹等图案，常用的镶嵌材
料多为玉石、象牙等名贵材料。

中西合璧广式家具

广式家具是指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
地区生产的硬木家具，形成于清代中期，
其用料奢华、体质厚重、雕刻繁缛，在清代
中后期迅速风行，成为清代家具的重要风
格之一。

广州是东南亚各国优质木材进口的
主要港埠和通道，木材外贸在这些国家出
口货物中占很大比重，客观上为广东家具
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使广州的家具
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另外，自满清入主
中原以来，海禁更加严厉，乾隆年间正式
发布谕令，仅限广州通商，这种状况一直
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在这种历史背景
下，中西文化在广州迅速吸收和融合，由
广州得“风气之先”并逐渐传至全国。

广式家具在用材上不吝奢华，造型厚
重，出现了很多用料清一色、一木所制的
家具，这就是著名的“一木一器”。广式家
具追求木性、木色一致，各种木料互不掺
用，而且很少使用漆料，让天然树纹充分
显露，显得奢华大气。

此外，广式家具在装饰雕刻手法上也

呈西化的倾向，尤其是装饰图案，追求华
丽、豪奢，较之西方洛可可风格有过之而
无不及，浮雕、高雕、通雕、圆雕等，雕刻面
积与纵深程度较之苏式家具大为增加。另
外，广式家具中还有一项技艺也堪称一
绝，那就是镶嵌。镶嵌本来在苏杭手工业
等领域都十分流行，但为了追求绚丽的色
彩美感，广式家具将镶嵌技艺发挥到极
致，镶嵌材料繁多，大理石(云石)、玉石、宝
石、珐琅、陶瓷、螺钿、金银、黄杨木、象牙、
琥珀、玻璃、油画等均在其列。

另外，广式家具的装饰题材也非常丰
富，运用了很多西方文化元素。如西番莲
花纹，其与苏式家具传统的缠枝莲纹样有
很大不同，成为区别广式家具和苏式家具
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广式家具也有相
当数量的传统纹样，植物类有松、柏、竹、
兰、梅、菊、葡萄等，动物类有鹤、鹿、羊、
龙、蝙蝠、鸳鸯等，还有一些云纹、夔纹、海
水纹等。传统纹饰里竹节与梅花的出现频
率较高。

御用器具京式家具

京式家具是指北京地区上层社会的
家具，即清宫宫廷作坊如造办处、御用监
在京制造的家具，以黄花梨、紫檀等几种
硬木家具为主。京式家具造型线条遒劲、
大开大合、豪华尊贵、气韵庄严，带有典型
的皇家风范。

在明清时期，北京附近如天津，河北

等地本来也有很多家具制作作坊，但受经
济、地理等客观因素制约，都是生产一些
柴木家具或材质粗劣的低端产品，而真正
的京式家具是在清代产生的。

清代初期，清政府沿袭明朝旧制从苏
州采办家具，但随着广式家具兴起，从乾
隆年间便开始放弃了苏州，到广州采办，
但广州到北京距离遥远，为进一步满足皇
宫生活的需要，清宫造办处下设专门制造
家具的机构，招募苏、广地区技艺高超的
能工巧匠，专事木作，并从广东沿海输送
上等黄花梨、紫檀等硬木以备其用。在苏、
广两式家具艺术的交融下，京式家
具流派顺理成章地形成了。

因京式家具是在苏、广两式的
交融下产生的，所以京式家具风格
介于苏式和广式之间。但京式家
具在法度严谨和整体协调性上是
其他家具流派不能企及的，在严
格的封建纲常礼制下，宫廷造办
处出品的家具，其尊卑之别、主
次之分，大到套装类，小到一件
家具的形制修饰都体现得十分明
显。除此之外，京式家具还与清
宫的建筑、藻井、窗饰等宫廷陈
设保持着高度协调。现在故宫博
物院里保存的乾隆时期家具大部
分出自宫廷造办处，是较正统的
京式风格，其法度之严谨、整体
之协调令人叹为观止。

在修饰方面，京式家具与广式风格
相差无几，但其用材和内容有所不同，
其装饰材料偏于更名贵的金、银、玉、
象牙、珐琅、百宝镶嵌等珍贵材料，力
求显示宫廷家具的尊贵，异于民间之
物。其修饰内容风格多采自殷商青铜器
和汉代石刻艺术，常用的纹饰是象征天
子身分的图腾，夔龙、夔凤、蟠纹、螭
龙纹，以及兽面纹、雷纹、蝉纹与勾卷
纹等，这些不同形态的纹饰，古朴典
雅、肃穆高贵，是京式家具的重要闪光
点。 （家居）

中 国 传 统 红 木 家 具 流 派 浅 析

从建筑用竹装饰材、建筑用竹结构
材以及景观等全面展示中国现代竹建筑
工程发展

近期，《中国现代竹建筑》（国际
版）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
社正式出版发售。该书由国际竹藤组
织、上海建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
竹藤中心、清华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五家
机构联合编著。

此前，《中国现代竹建筑》（中文
版） 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年出
版。该书在全球竹建筑发展大背景下，
从竹资源和建筑用竹种分布情况，建筑
用竹材种类及特点，不同形式竹建筑发
展历程和研究现状，国际和国家标准体
系，相关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和生产加
工企业，以及典型 （商业） 案例等六个
方面入手，系统阐释了中国竹建筑发展
的总体情况，分析了中国现代竹建筑产
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中国未来
竹建筑行业发展趋势提出了指导意见。

国际竹藤组织副总干事陆文明表
示，竹建筑为解决全球住房问题提供了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同时可为减缓气
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和包容绿色可持
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国际竹藤组织一
直把竹建筑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市
面上有关竹建筑的书籍寥寥无几，公众
对现代竹建筑的认知非常缺乏，希望这

部图书能够满足国际读者的需求。
据该书第一作者、国际竹藤组织全

球竹建筑项目协调员刘可为介绍，中文
版在2019年出版后受到业内人士广泛关
注，被中国多所高校纳入馆藏图书，部
分地方政府也将其作为当地竹建筑产业
发展的指导用书。同时，作为一部面向
大众的科普读物，该书出版后也受到国
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国际版在中文版
基础上，对有关章节进行了相应调整和
更新，同时增加了二十多个最新案例，
从建筑用竹装饰材、建筑用竹结构材、
景观、交通设施、输水管道和城市综合
管廊五个方面全面展示了中国现代竹建
筑工程的发展，书中大量的精美图片可
为国内外设计师提供有益参考。

本书共同作者、上海建科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建科院总工、国际竹藤组
织全球竹建筑专家组成员许清风说：“在
双碳背景下，发展符合中国特色的竹结
构建筑大有可为，国际版的面世将会大
大增强公众对使用低碳竹建材的信心。”
在该书编著过程中，国内外近百位竹建
筑相关科研人员、建筑师和设计师，以
及几十家建筑师事务所、中国竹建材生
产加工企业提供了大力支持，为本书提
供了第一手信息，使作者团队得以全面
系统地梳理竹材在中国建筑工程领域的
应用现状和研究成果，最终向国际读者

呈现出近百个中国最具价值的典型
（商业）案例。

本书共同作者、国际竹藤中心
研究员王戈说，中国“十三五”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竹材高值化
加工关键技术创新研究”对本书进
行了大力支持，在全球竹资源丰富
的国家和地区，充分发挥可持续再
生竹子的资源优势及其材性特点，
开发节能环保的现代竹结构建筑，
符合健康发展理念和绿色建材发展
需求。

《中国现代竹建筑》的中文版
和国际版均为中国工程科技中长期
发展战略研究领域战略研究项目

“面向2035的中国竹建筑工程发展
战略和关键技术研究”的项目成
果。该项目由中国工程院资助、清
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主持，并由国
际竹藤组织、山东建筑大学和香港中文
大学共同完成。

本书共同作者、清华大学土木工程
系研究员杨军介绍说：“中国工程院研究
项目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纳入国际版，本
书将向国际读者展示中国现代竹建筑产
业的研究成果，大大促进中国竹建筑技
术的国际交流和传播。”国际版还特别邀
请了国际竹藤组织全球竹建筑专家组成
员、匹兹堡大学教授肯特·哈瑞斯担任

共同作者。肯特表示他很荣幸加入作者
团队，帮助向国际读者介绍竹子在中国
的成功故事，该书体现了思维模式的变
革——竹材从一种非常规材料转变为无
庸置疑的建筑工程材料。

国际竹藤组织总干事穆秋姆，哥伦
比亚建筑师西蒙·韦雷斯，阿尔伯特大
学教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国际标准
化组织木结构技术委员会主席徐英熙为
国际版作序。 （时健之）

竹 材 为 实 现“ 双 碳 ”目 标 和 绿 色 建 筑 发 展 做 出 重 要 贡 献

《中国现代竹建筑》（国际版）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