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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双碳”目标、建筑绿色发展背景下，墙材行业作为建筑产
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发展迅速。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始终坚持以建筑
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高质量、绿色低碳的墙材为重点，推广整体性好、施
工速度快、节材减排的建筑墙板，引领新型墙材生产、应用技术的进步，推
动建造方式改变，全面提升墙材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北京市墙材不断创新发展。墙材是指用砌筑、拼装等方法构成
承重、非承重墙体结构的建筑材料。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改变墙体
材料单一使用黏土砖的状况，改变墙材生产高耗能、资源利用率低的问
题，北京市针对墙材行业的薄弱环节做了大量研究和试点工作，开启了北
京市墙材应用从砖到砌块再到墙板的变革历程。2004年全面实现禁产、
禁用黏土砖，2008年起建筑工程正负零以上禁止使用实心砖，2013年推
广应用建筑墙板，不断推进绿色低碳墙材应用工作。目前，北京市墙材应
用主要为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轻集料砌块、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装配
式建筑预制混凝土墙板等。

——绿色低碳成为墙材发展新主题。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标准和资
源节约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发展绿色低碳墙板、降低墙材生产能耗、提升
固体废弃物利用水平，助推绿色建筑发展，成为用“绿色”铺就墙材产业和
建设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北京市各类绿色低碳墙板生产与应用快速发展，墙板应用比
例不断攀升。2023年上半年墙板应用量为126.3万立方米，同比增加45.9
万立方米，应用比例较上年同期提高13.1个百分点。其中，蒸压加气混凝
土墙板因其自重轻，保温性能、隔音性能都更具优势，是目前北京应用量
最多的墙板。墙材转型升级为建筑建造方式转变提供有力支撑。

——墙材发展推进建筑领域节能减排。根据2023年上半年北京市
墙板应用量测算，仅施工过程可实现减少建筑垃圾产生量约8000吨，因
应用蒸压加气混凝土墙板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约5.5万吨。根据2023年
上半年北京市墙体材料生产企业统计情况，墙材生产总能耗为5811.5吨
（标煤），较上年同期减少1156.2吨（标煤），同比下降16.6%；综合利用固
体废弃物27.2万吨，其中：建筑垃圾19.6万吨、水渣5.4万吨、粉煤灰1.5万
吨。而轻集料砌块则是利废量最多，达到24.7万吨。

下一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继续结合建设领域发展实际，大力推广发展绿色、
低碳、高质量的新型墙材，提高新型墙板在建设工程中的应用比例，引导墙材产业和应
用绿色低碳发展。 （谊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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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几微米的高性能碳纤维，拉伸强
度却是钢材的数倍；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
支撑了世界首条35千伏公里级超导电缆
的建成；0.015 毫米“手撕钢”实现世界首
创……小到电子产品的性能提升，大到国
产大飞机腾飞，都离不开新材料的创新和
应用。

“一代材料，一代装备”。业内人士表
示，作为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新材料是未
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和先导。在国
家政策和下游市场的双重驱动下，我国新
材料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赛迪顾
问新材料产业研究中心预计，到 2025 年
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1万亿元。

白色的石英砂，经过上千度的高温处
理，再经历多道复杂工艺，制成原级粒径
介于 1-100 纳米之间的纳米二氧化硅
……在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每年有上万吨的纳米二氧化硅走下
生产线，流向轨道交通、3C电子、光伏等

20多个制造领域。
“纳米二氧化硅被称为‘工业味精’，

结构虽小，却是优化产品性能的‘催化
剂’。”凌玮科技董事长胡颖妮告诉记者。
据介绍，高端二氧化硅产品一度以国外进
口为主。企业瞄准中高端产品研发，持续
探索制备工艺和生产技术，研制了一批

“拳头”产品，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产品
还远销海外50多个国家及地区。“我们正
重点研制更多纳米二氧化硅，拓展其在光
伏、风能等清洁能源领域的应用。”

这是我国新材料产业稳步发展的生
动注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新材料产
业总产值超过 5 万亿元，保持两位数增
长。目前建立7个新材料领域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建设三类 35 个新材料重点平
台，一批重大关键材料取得突破性进展，
涌现出高温超导材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材料等一批前沿技术。

“新材料，‘新’在功能拓展或性能
提升。”赛迪顾问新材料产业研究中心总
经理赵振越对记者说，作为先进制造业
的基础和支撑，新材料对产品性能、质
量和创新能力产生直接影响，更是抢占
未来科技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重要领
域。我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下游应用产
业，为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推动力。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瞄准新
兴产业、绿色低碳等领域，加快创新布
局。不久前，一条年产6000吨锂吸附剂

的生产线在青海省格尔木市藏青工业园
落成，这样的产能可以满足每年10万吨
的新增盐湖提锂产能的吸附剂需求，相
当于每年新增可满足 200 万辆新能源汽
车的锂电池原料。“新能源汽车和消费电
子产品市场扩大导致锂的需求持续增
长，我们瞄准新兴市场领域，不断攻克
盐湖提锂的技术难关。”久吾高科董事长
党建兵说。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我国新材料
产业的产业结构逐渐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优纳新材创始人兼董事长
栾玉成说，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材
料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点。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新材料

规上企业超2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1972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48家，
分别占总数的22%和25%，培育了一批重
点领域龙头企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生
态正在加速形成。不久前，工信部、国资委
联合印发《前沿材料产业化重点发展指导
目录（第一批）》，提出积极开展技术创新、
应用探索和产业布局。《“十四五”原材料
工业发展规划》也明确，到 2025 年，新材
料产业规模持续提升，占原材料工业比重
明显提高。新材料产业创新能力明显提
升，重点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1.5%以
上，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共
性核心技术。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
示，将做大做强优势领域，瞄准具备产业

化基础的前沿材料和较好创新基础的关
键材料，支持场景探索和推广应用，推动

“材料先行”。完善新材料产业标准体系布
局，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加大对新材料产业
的投资，营造新材料产业良好生态。

“国家产业政策的出台为新材料产业
发展明确了目标和方向，同时随着中国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市场对于高端产品
的需求更加迫切，特别是新能源、高端装
备、电子信息等新兴领域对新材料的拉动
作用明显。”赵振越说，在政策和市场的双
轮驱动下，中国新材料产业将迎来更大的
发展空间，预计到2025年，产业规模有望
突破11万亿元。

（郭倩 陈涵旸）

“新材”赋“新能”十万亿级产业空间可期

11 月 29 日，由中国水泥网主办的
“第五届中国水泥智能化高峰论坛”在
浙江杭州举行。中国水泥协会执行会长
肖家祥作《关于水泥行业数字化转型的
认识与思考》报告。

肖家祥由衷地感谢和充分地肯定了
中国水泥网在不遗余力地为推进中国水
泥行业高质量发展而做出的努力。他表
示，中国水泥网近几年创建了三个重要
交流平台，一是数字化智能化，二是绿
色低碳，三是水泥产业峰会。为行业推
动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为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绿色低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交
流平台。

肖家祥表示，数字化转型是推进新
型工业化，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选择。

当前水泥行业面临的挑战是十分艰
巨的，最直观的表现是连续两年行业利
润断崖式下滑，今年有可能创近10年的
新低。

其原因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第
一，需求进入下滑期；第二，产能严重
过剩，并且过剩的程度在进一步加剧；
第三，行业进入高成本时代；第四，行

业集中度偏低；第五，行业生态脆弱；
第六，行业的转型压力十分大。水泥行
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相当大的。

肖家祥指出，水泥行业要想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落实好三大工作任
务。第一是稳增长。稳增长是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有效益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目前行业这种效益的现状背离了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前行业最紧迫的
任务就是稳增长。第二是去产能。产能
不去行业永无宁日，但是去产能是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从2009年开始业内呼
吁了十几年的去产能，采取了很多措
施，但至今没有明显成效，未来最艰巨
的任务就是去产能。第三是绿色低碳、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肖家祥强调，数
字化、智能化的转型是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任务之一。

关于中国水泥行业数字化转型的现
状，肖家祥归结为一点，近年来水泥行
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不少成
果，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

他指出，数字化转型具有两大阶
段，第一阶段是产业的数字化，第二阶

段是数字的产业化。我国水泥产业的数
字化刚刚起步，离数字的产业化还有很
大距离。中国建材和海螺水泥等领军企
业近年来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但总体看还是处于起步阶段。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一项艰难的系统
工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首先是自动
化，自动化的基础上是信息化、信息化
基础上是数字化，数字化有可能与智能
化并行，其高级阶段就是智能化。这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有基础有条件
的逐步实现的过程。

肖家祥分享了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几
点体会：

1.坚持系统规划、试点先行。肖家
祥介绍称，新天山组建以后，企业在推
进管理业务整合时，同步启动了管理咨
询和信息化升级及数字化转型规划，并
确立了几个智能化试点和两个区域试
点。

2.坚持夯实基础、循序渐进。肖家
祥表示，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新型化建设
先要把战略搞清楚，然后管理一定要规
范、要系统。此外，数字化转型首先要
有信息系统，实现管理的信息化、数字

化，新天山数字化转型就是分这几步走
的。

3.坚持与节能减排、降本增效、绿
色低碳转型一体化发展相结合。当前，
企业除了解决节能降耗、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和质量等生产和管理上的痛点以
外，还需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需要结
合国家战略需求、企业战略需求、行业
发展需求等推进数字化转型。

4.数字化转型既要积极推进也要量
力而行。肖家祥指出，数字化转型很
热，但是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财力、人
力以及管理基础来推进，切不可盲目。

肖家祥强调，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选择。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不是目的，它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
手段，其目的是实现企业节能减排、降
本增效，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行业高
质量发展。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一项艰难的
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规划、循序渐进、
量力而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一个持
续优化、叠代，持续提升的过程，需要
持之以恒、不断创新！ （穗霓）

“第五届中国水泥智能化高峰论坛”在杭举行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科学规划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为新时代建材行业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

11月30日，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主办的2023年建筑材料行业大会在北京
举行。大会以“绿色低碳，科技赋能，
构建现代化建材产业体系”为主题，旨
在加快建材行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
得新进展，为我国建材行业的未来发展
明晰方向、注入新动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晖出席大会并
讲话；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党委书记、
会长阎晓峰作主旨报告；工业和信息化
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常国武、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霍福鹏为大
会致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司长姚天玮、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
业司建筑材料处处长高萍出席大会。中
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执行副会长、中国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育先，执行副
会长、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姜英武，执行副会长、安徽海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军，执行副会
长、金晶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刚，执行副会长、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李叶青；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专
家委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姜德
生、缪昌文、张联盟、彭寿、刘加平；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驻会领导和不驻会
副会长；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常务理
事、理事、会员单位，以及建材有关行
业协会、省区市协会、重点企业、科研
院所、高校等单位的领导和代表 800 余
人参加大会。大会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
会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国庆主持。

王晖在讲话中表示，建材是建筑的
物质基础，自古以来，建筑最讲究用

“料”，建材与建筑的关系始终密不可
分、相辅相成。要守好为社会提供高品
质建筑产品的初心，以建材行业和住房
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为
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为此他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促进
建筑与建材行业更加紧密协作，以绿色
低碳理念引领发展方式转型，一体推动
建筑和建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助力

“双碳”目标实现；第二，加强优质建材
推广应用，夯实“好房子”建设的物质
基础，不断提高建筑质量和品质；第
三，加强建筑应用与建材生产协调联

动，瞄准重点方向，推动形成建材应用
需求反馈与互促共进机制，促进建筑和
建材行业同步高质量发展。

常国武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
以来，建材行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当
前正处于由大变强的重要关口，具体体
现在规模优势得到新提升，结构调整取
得新进展，创新能力迈上新台阶，绿色
转型呈现新面貌。看到成绩的同时，也
要清醒认识到建材行业短板问题依然较
为突出。为加快实施建材行业稳增长工
作方案，扩大需求、增强动能、守住底

线，建材行业要重点抓好五方面任务：
一是着力推动绿色化发展，二是着力推
动数字化转型，三是着力优化调整产业
结构，四是着力培育无机非金属新材
料，五是着力提升非金属矿高效开发利
用水平。

霍福鹏在致辞中表示，“十四五”以
来，建材行业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加工制品业比
重持续增长，营业收入占比进一步扩
大；科技创新水平稳步提升，先进适用
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新产品不断

涌现；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能耗和
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为推进建材行业
绿色低碳安全高质量发展，霍福鹏提出
三点建议。一是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持续提供优质建材产品和服务；二是要
提升创新能力和水平，着力推动新材料
产业发展；三是要不断提升绿色低碳水
平，为碳达峰碳中和作出应有贡献。

阎晓峰的主旨报告紧扣大会主题。
他指出，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和市场需求
的变化、以及绿色低碳发展等内外环境
的演变，建材行业必须从更高层次、更
加系统的层面提前做好统筹谋划，加快
构建创新能力更强大、发展模式更绿
色、产业结构更合理、产业布局更完
整、技术装备更先进、生产效率更高
效、质量品种更优化、生产服务体系更
健全的建材行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
全行业能够更充分、更安全、更及时地
应对这一全局性的系统性大变革。他表
示，加快构建现代化建材产业体系，是
建材行业全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抉
择，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紧迫需
要，是应对供需关系转化的主动作为，
是提前谋划碳中和任务的重要体现。他
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转型为

主导，加快构建现代化建材产业体系。
聚焦创新引领，为构建现代化建材产业
体系提供科技支撑；落实“双碳”战
略，为构建现代化建材产业体系培育绿
色动能；坚持综合施策，为构建现代化
建材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持续对外
开放，为构建现代化建材产业体系拓展
产业空间。

姜英武代表协办单位致辞。他从新
材料、“双碳”和数智化转型三方面介绍
了金隅集团的发展情况，并表示集团将
向新而行，积极布局新材料产业；向绿
而行，加快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
推动绿色制造；向智而行，全力推动数
智化转型。

大会发布了2024年建筑材料工业景
气指数MPI、2023 年度全球建筑材料上
市公司综合实力排行榜、中国建筑材料
行业首份ESG发展研究报告，以及首届
建筑材料行业工业设计创新活动最佳创
新成果。

对入选工信部百项团体标准应用示
范项目的中国建筑材料协会标准，2023
年度建材行业绿色制造标杆，2023年度
建材行业十大科技突破领军企业、领军
人物进行了授牌。 （时健之）

以“绿色低碳，科技赋能，构建现代化建材产业体系”为主题

2023年建筑材料行业大会在京举行
加快建材行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新进展，为我国建材行业的未来发展明晰方向、注入新动能

12月8日，第四届上海市建筑遗产保
护利用示范项目评选推介活动授牌仪式
在上海黄浦区外滩12号原汇丰银行大楼
举办。本届评选推介活动由上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指导，上海市文物
保护工程行业协会主办。通过推广建筑遗
产保护性开发的全新范本，归纳总结上海
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中的典型做法
和经验，发挥好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助
力文物保护工程质量稳步提升。活动邀请
了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
副局长向义海，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资深总建筑师唐玉
恩，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沈迪，上海现代城市更新研究院理事长俞
斯佳，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等业
内相关领导及专家，上海建工装饰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利雄，总工程师连珍应
邀出席。

评选推介活动旨在以“保护第一、加
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

来用”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为引领，树
立新时代行业典型标杆项目，展示文物保
护工程领域对传统工艺的重视与关注，展
现行业对建筑现代使用功能提升的积极
尝试。

会上，第四届“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
利用示范项目”名单正式揭晓。在上海被
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第37周
年之际，十个项目最终脱颖而出，获评此
项殊荣，其中由上海建工装饰集团实施保
护修缮的上海展览中心、原汇丰银行大楼
中华厅项目光荣上榜。

——上海展览中心原名中苏友好大
厦，是首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上海展
览中心项目在实施保护修缮中引入无人
机拍摄、倾斜摄影等数字化保护技术，实
现超大复杂外立面详细勘察；结合传统修
缮工艺，实现最大面积水刷石墙面无色差
修复；应用无线传输技术，实现111米序馆
脚手架实时安全监测，确保施工安全；采
用传统贴金修缮工艺，结合工业化装配技

术复原鎏金钢塔；将现代装配安装与传统
琉璃玻璃制作技术结合，复原序塔标志性
红色五角星。上海建工装饰集团在数字化
保护技术的创新性应用领域起到了示范
作用。

——建成于 100 年前的外滩 12 号原
汇丰银行大楼曾被誉之为“从苏伊士运河
到白令海峡最华贵的建筑”，历史上的中
华厅更是以其中国传统的装饰格调而引
人瞩目。外滩12号原汇丰银行大楼修缮以
确保结构安全、保留原始彩绘为重点，引
入微损光学检测实现结构完损勘察;开发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模拟优化及迭代技术，
实现可视化辅助施工;应用特种光固化增
材柔性临时支撑模组，实现原饰面无损保
护;研发多因子评价法优选保护材料结合
3D 投影技术，动态重现彩绘原貌。以科技
传承文明，数字赋能文物保护，实现历史
建筑可持续利用。

据悉，上海建工装饰集团历届示范项
目获奖名单主要有“虹桥老宅（迎宾三路

298号）修缮工程”“基于数字化的建筑遗
产外立面精细修缮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应用（科技示范项目）”“原大新公司老楼
装修改造工程”。

上海建工装饰集团作为上海建工集
团国家级技术中心历史保护建筑研究分
中心、上海市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协会会长
单位，持续开展城市更新各系统的技术融
合研究，在精细管理、科学技术、智能建造
上下功夫。近年来，上海建工装饰集团承
建修缮了该市中山东一路15号外汇交易
中心、16号招商银行、汉口路50号中国银
行、110号中南银行大楼、四川中路133号
卜内门洋行、广东路94号美孚洋行、淮海
中路 796 号历峰双墅、圆明园路 209 号真
光广学大楼等一大批文物保护建筑和优
秀历史建筑。上海建工装饰集团始终秉承

“精心设计、匠心制作、称心服务”的“三心
文化”，以精尖技术为核心，守护城市记
忆，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李兴龙）

第四届“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名单揭晓
上海建工装饰集团实施保护修缮的上海展览中心、原汇丰银行大楼中华厅项目光荣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