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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和数字化缓慢

生产率增长滞后

危机与困局

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e next normal in construction：How disruption is reshaping the world’s largest ecosystem》. 2020.6.4
2. 中国建筑业协会. 《2020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 2021.3.10

建筑业占世界GDP的13%——全球最大

全球经济年度生产率增长率——约 2.8%

建筑业年度生产率增长率——不到 1% 

建筑信息建模(BIM)的使用率——60% 至70% 

云计算、汽车工业等领域已达到85%至90%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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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利润、高风险

时间和预算超支

危机与困局

全球建筑业的整体盈利能力约为5%（2020年）

建筑业产值利润率一直在3.5%上下徘徊（近10年来）

建筑业产值利润率为3.15%，比上年降低了0.18个百分点，

连续四年下降（2020年）

建筑项目通常超出工期20% ，超出预算80%

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e next normal in construction：How disruption is reshaping the world’s largest ecosystem》. 2020.6.4
2. 中国建筑业协会. 《2020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 20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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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工人匮乏

危机与困局

建筑业从业人数5366.92万人，平均年龄45.2岁,连续两年减少(2020年)

全国共有建筑业企业116716个，比上年增加12902个，增速为12.43%(2020年)

1. 中国建筑业协会. 《2020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 202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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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冠危机

危机与困局

1. 中国建筑业协会.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建筑业企业影响的调查报告》.  2020.4.20.

爆发初期：

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三大领域投资明显下降

施工进度拖延、现场停工造成资本浪费和成本增加，原材料、人

工费、运输费等成本上涨

防控常态期： 制造业和建筑业企业基本实现复产复工

国际新冠疫情：
国际工程及国外投资项目人力资源不足，工程建设所需的设备、

材料无法按期到达现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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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建筑 “中国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

容，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优化产业结构、

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建立

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和自

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气候变化的危害：
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生态失衡
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构成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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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等七部门.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  2020.7.15.

碳达峰、碳中和与绿色建筑

完善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制度

七部委《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

1 推动新建建筑全面实施绿色设计

大力发展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新建
公共建筑原则上采用钢结构。编制钢结构
装配式住宅常用构件尺寸指南，强化设计
要求，规范构件选型，提高装配式建筑构
配件标准化水平。推动装配式装修。打造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提升建造水平。

3 提升建筑能效水效水平

4 提高住宅健康性能

5 推广装配化建造方式

6 推动绿色建材应用

7 加强技术研发推广

8 建立绿色住宅使用者监督机制

       到2022年，当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
建筑面积占比达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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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新基建与智慧城市

信息基础设施

融
合
基
础
设
施

创新基础设施

5G  物联网  云计算 
区块链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重大科技、科教  
产业技术创新

新基建

中国散列中子源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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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Ø 节能、高效、可持续  ——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 

Ø 5G、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Ø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远程办公

微软昆西模块化数据中心T-Systems模块化数据中心

新基建与智慧城市

数据中心
数据计算
数据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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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644号建议的答复》.  2020.10.22.

乡村振兴战略
p战略目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好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和乡村建设，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p住建部：装配式建筑代表了新型建造方式的发展趋势，是建造方式、建

造技术、建筑材料和施工组织的重要变革，在乡村振兴中推广应用装配

式建筑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p住建部：将在“十四五”乡村振兴、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等领域的专项规

划和重点任务中，将装配式建筑作为重要内容。以钢结构装配式农房为

重点，带动装配式建筑发展，因地制宜指导各地积极做好装配式建筑农

房推广工作，加快传统农房建造方式转型，提升农村住房品质。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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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http://www.360doc.com/userhome/21574872.）

火神山医院
总面积3.4万m²
总床位1000张
10天交付

雷神山医院
总面积7.5万m²
总床位1600张
10天交付

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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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的建造
u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造时间短、任务重，全面发挥了装配式建筑快速

建造的优势，为生命争取了时间，也让公众认识到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优点
u快速建成关键因素一：标准化、模块化、可扩展性的装配式集装箱房
u快速建成关键因素二：护理单元的模块化设计与集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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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后疫情时代
Ø “后疫情时代”，世界格局加快向“多极”转变，国际合作更加重要，

“一带一路”建设需求进一步上升，展现出强大的韧劲和活力。
Ø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达成、

中国与非洲联盟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
Ø “后疫情时代”，中国对东盟国家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投资增速显著。
Ø “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建筑、物流仓储等需求蓬勃增长。

苏伊士运河世纪大拥堵 中欧班列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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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2020年）

机遇与挑战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2020年度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的通报》.  2021.3.11.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河北

山东

福建

江西

安徽
湖北

广东广西

上海 91.7%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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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四川

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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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重庆

江苏 ≥30%

北京 40.2%

天津 ≥30%

海南 ≥30%

浙江 ≥30%湖南 ≥30%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重点推进地区：54.6%

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6.3亿㎡，
较2019年增长50%，占新建建
筑面积的比例约为20.5%

积极推进和鼓励推进地区：45.4%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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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关于2020年度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的通报》.  2021.3.11.

59%

11%

2%

28%

30%

不同结构类型发展情况

混凝土

其它

钢结构
住宅

其它

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28个
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908个
构件生产、装配化装修成为新的亮点
全年装配化装修面积较2019年增长58.7%

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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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

突破与创新

新型装配式钢结构民用建筑

方钢管异形柱钢框架体系 多腔柱框架支撑体系

多腔柱钢框架剪力墙体系 钢框架双钢板组合剪力墙体系

斜支撑节点钢框架体系

波形钢板组合剪力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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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

突破与创新

新型装配式钢结构工业建筑

H型蜂窝梁

中空波纹管
混凝土柱

双向密肋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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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

突破与创新

装配式钢结构农房 国外装配式钢结构农房

光伏屋盖
河北杨店子轻钢别墅试点

广西轻钢农房扶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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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

突破与创新

物流仓储

1. https://mp.weixin.qq.com/s/DubfIOwlgGL7jGxTa0fgjw
2. https://mp.weixin.qq.com/s/QEyL3RYv51maeN3LgTL4HA

库架合一
配送中心

库架合一：仓库+货架（全螺栓连接）
空间利用率高、建设工期短、整体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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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体系

突破与创新

停车库

地上
沉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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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突破与创新

精密三维光学标示技术

基于设计或实际的数字化模型，在精密三维测量技术的基础上，采用光学投影的方式完
成三维空间内的位置标示，用以精确、有序的引导人工操作

精确放样

精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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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与创新

环槽铆钉

操作方便，效率高，噪声低，抗震性好
广泛用于车辆，船舶，航空，机械设备，
建筑结构等领域中

降低了封闭截面柱体连接外部横梁的安装难
度，相对于焊接的方法，安装速度更快。

自锁螺栓

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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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与创新

焊接机器人 绿色焊接技术（持续研发中）

新技术

热输入低、焊接变形小、易于
实现自动化高速焊接，亦可以
数位或电脑控制

焊机功率小、省电能
无火花、弧光，有害
气体少

摩擦焊 激光焊

自动化、智能化、效率高
“强迫机器人劳动” ，降低

工人劳动强度、改善工作环境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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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突破与创新

“施工机器人”

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公司公众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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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

突破与创新

“百变空间”
可旋转

智能可动隔墙

预制建筑网公众号等.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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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

突破与创新

“与自然互动”

晴雨屋盖

预制建筑网公众号.

开展结构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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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建造

钢结构制造

钢材生产

转型与发展

产业链：分散—>整合

宝钢、鞍钢、首钢等

鸿路钢构、东南网架等

中建、中铁建、精工

东南网架、杭萧钢构等

装配式装修

亚夏股份、金螳螂

全筑股份等

PC构件

远大住工

筑友智造科技等
装配式设计

中衡设计、中设集团

华阳国际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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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发展

生产和建造流程进一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大数据
BIM、5G

云计算

设计

生
产

建造销售

运
维

全信息模型—机器建模

城市大脑—智慧管理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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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发展

专业分包——EPC总承包
p 2020-2022年国内钢结构住宅市场空

间三年总量预计约 1.35-1.59 万亿

p装配式+BIM+EPC模式大势所趋

开发
商P

设计
E

施工
C EPC

生产

施工

安装规划

设计

采购

p专业分包——低于2亿元

p EPC总承包——10亿元~30亿元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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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发展

从业人员减少与更专业化
u新生人口显著降低、老龄化趋势加速
u跨行业劳动力“迁徙”（举例：从技

能要求较低的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
同样技能要求较低的快递外卖行业）

u制造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劳动者需求激增

u技能培训和新职业：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工业机器人系
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数字化管理师、无人机驾驶员、物联
网安装调试员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工、城市轨道交通列车检修工、人工
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
人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
工程技术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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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发展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

《最新装配式建筑标准汇编》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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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发展

历史大变局下的双循环与可持续

可持续

人才
培养产业链

整合

区域协
调发展

新基建

创新
研发

智慧
城市

一带
一路

全球
竞争

标准
制定资源技

术交换

国内 国际

乡村
振兴

u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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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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