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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建筑工业化小型研讨会在南京召开 

 

当前，我国新型建筑

工业化已进入了重要的发

展机遇期，国家建设主管

部门大力提倡新型建筑工

业化，加快推进建筑产业

现代化。为促进新型建筑

工业化成果落地,由中国

城科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

业委员会主办,南京长江

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施工技术杂志社、城

市住宅杂志社共同协办的

“新型建筑工业化小型研讨会”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在南京水游城假日酒店召开。来自建筑开发、科

研、设计、施工领域的近 2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中国绿建委王有为主任首先介绍了会议

召开的背景与现实意义。他指出，建筑工业化是我

国绿色建筑发展的主要途径与必然选择，对进一步

推动绿色建筑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后，与会专家围绕对建筑工业化的理解与认

识；工业化进程中技术的发展与更替；发展中的技

术与标准问题；工业化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做出的

努力；未来发展的着眼点等主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与探讨。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王蕴总经理

做了题为《万科的建筑工业化发展探索》的发言。

她从日本建筑工业化发展历程，万科的工业化体系

以及工业化推进实践，探索与建议等几个方面，阐

述了自己的观点。万科在工业化推进实践中提出了

“两提一减，可复制，可推广”的十字推进方针（“两

提一减”即提质、提效、减少人工）；归纳总结了 4

大类、24项工业化具体措施；从主体结构、建筑材

料到装修部品，通过覆盖 9种建材 12种部品 43个

品牌 90 项指标的检测，保证产品品质，防范质量

风险；代表项目有深圳龙跃居保障性住房、北京新

里程二期、南京上坊保障房、干法实验楼等。王蕴

认为，目前建筑工业化面临的问题是：工业化建造

成本增加；总包与构件厂资源缺乏，资源地域分配

不均；工业化推广受到工期、现金流等因素影响。

建议今后政府能从土地环节、金融与销售环节及行

业政策、标准制定等几方面采取对策，以利于建筑

工业化更健康发展。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汪杰董

事长回顾了都市院在建筑工业化道路上的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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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从 2007年进入绿色建筑和建筑产业现代化领

域，到目前与东南大学等 5 所高校及 15 家企业共

同组建新型建筑产业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成立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面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技

术研究、试验和推广应用；组建了从工业化建筑方

案设计到施工图设计、预制构件拆分深化设计及建

筑信息化构件仿真模拟施工设计和成品房装修的

全过程一体化设计团队。汪杰董事长提出，首先，

建筑工业化应从方案设计阶段介入，从建筑专业入

手，采取标准化、模块化的建筑设计。其次，应重

视技术体系的研发，如建筑外墙板，要使其同时满

足防水、节能、保温的需要。最后，要重视建筑部

品的开发与应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所王翠坤所长谈到，

建筑工业化是建筑业转型的大趋势，应从政策层面

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江苏省住建厅科技发展中

心王然良总工程师、安徽省住建厅刘兰处长分别从

政策层面交流了两省推广建筑工业化的经验与建

议；东南大学郭正兴教授、同济大学薛伟辰教授介

绍了各自团队在预制装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上

海现代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田炜主任、江

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年才总工、南

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刘立新副主任、

江苏元大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张显光董事长、南京长

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李宁副总工程师也

相继发言，介绍所在企业的建筑工业化实践道路、

取得的成绩，及下一步的努力方向等。 

在本次会议中，专家们达成以下共识： 

1) 在国家政策和行业部门的积极引导下，为

适应中国建筑市场的变化及绿色节能的需要，走建

筑工业化道路势在必行。 

2）建筑工业化要与绿色施工相结合、相配套；

应适度提倡装配率，引入产值率等指标。 

3）建筑工业化实施应从方案设计阶段介入，

从建筑专业入手，实现标准化、模块化设计。 

4）如何科学地定义装配率（预制率），计算装

配率时是否主体结构和围护结构两部分都要计算

等等，这些问题亟需行业内出台相应的标准进行规

范和引导。 

5） 当前我国的建筑工业化水平和国外发达国

家相比差距还很大，需要政府牵头，通过出台相关

政策、标准，研究相应的体制机制，大力宣传推广，

完善相关推进工作，才能使建筑工业化真正落到实

处。 

最后，王有为主任对本次会议的召开给予了高

度评价，对协办单位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表示衷心感谢，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如下建

议：①筹备成立相关机构；②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标准编制工作；③针对国内现有工程案例，编写工

业化案例汇编；④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⑤举办大

型学术论坛。 

国际交流 
 

中国绿建委组团参加加拿大绿色建筑大会 

 

应加拿大绿色建筑委员会的邀请，以中国绿建

委副主任委员、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总裁张桦为

团长的中国绿色建筑与节能委员会代表团，于 6月

2-6 日参加了在多伦多举办的加拿大绿色建筑大会

和博览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从绿色建筑走向绿

色生态城市”的主旨演讲。本次以“Building 

Lasting Change”为主题的加拿大绿色建筑大会，

集中展示了今年来北美绿色建筑的技术、产品、实

践的发展，特别是绿色生态社区领域成为本次大会

一个交流重要内容。张桦副主任的主旨报告，围绕

中国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实施情况，从国家和地方政

策法规、技术标准、不同气候地域、新建与改造建

筑等方面介绍了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现状和趋势，从

土地规划、生态环境、绿色交通、能源与水资源利

用、信息化建设六个方面，介绍了我国绿色生态城

区的工作内涵和国内开展的情况，并以天津解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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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地区生态改造为例加以具体阐释。主旨演讲得到

了与会各国专家热烈反响。 

大会期间，住建部科技司韩爱兴副司长和中国

绿色建筑代表团共同会见了加拿大绿建委主席

Thomas Muelle先生，并与加拿大绿委会（CaGBC）、

加拿大木业协会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代表团还参观了加拿大绿色建材展，对加拿大

绿色技术与产品进行了较为直观与深入的了解。主

要展品包括节能环保建材，保温隔热材料；供暖、

通风与制冷设备；同层排水设备；智能照明系统；

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等。 

此外，根据加方安排代表团还参观考察了

Waterfront 社区更新开发项目、UBC大学可持续研

究中心（CRIS）、加拿大林业中心实验室、温哥华

理士满速滑馆、GREEN RIVER 住宅项目。这些项目

涵盖了社区项目、学校建筑、办公建筑、住宅建筑，

为了解加拿大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了一手资料。 

 

（中国绿建委赴加代表团供稿） 

 

从国外专家的视角来看我国绿色建筑规模化发展 

 

法国国际城市形态与复杂系统研究所所长、城

市规划师（生态学、建筑学、艺术史博士）Serge 

Sadat先生对中国城市发展做了深入研究，提出建

设宜居城市应从以下8个方面入手：①紧凑的建筑

布局与高建筑密度；②居民就业和城市设施；③街

道网络密集；④运输方式、能力与城市密度；⑤土

地利用和社会基础设施；⑥社区级别与混合使用；

⑦适宜步行的建筑和街道；⑧设计和优化微气候的

潜力。他以中国城市发展沿革为例，抽丝剥茧地分

析了城市密度、布局等与生态规划的关系。分析表

明：20年来，大规模地将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用地

使上海的城市密度降低了50%；城市扩大的速度是

人口增长速度的3.3倍，这种大规模的扩展使得中

国丧失了过去城市紧凑型布局的优势。研究表明：

中国城市在大力发展建设高层建筑的同时，中国的

城市密度却在降低。浦东常常被看作是高密度城市

发展的典范，实际上，以800×800m2地块分析发现，

浦西的建筑覆盖率远高于浦东；城市密度值有0.7

之差。Serge Sadat对中国深圳、韩国首尔城市面

积和人口做了比较，结果表明：首尔占地605平方

公里，人口为970万，折合每平方公里16033人；深

圳占地1750平方公里，人口为1030万，折合每平方

公里5886人。 

目前，中国城市平均密度低于5000人/km²的临

界阈值。当城市密度低于5000人/km²时，可能存在

如下问题：①公共交通不具经济性；②能源消耗突

飞猛进；③用能效率低下。低密度城市将增加基础

设施成本、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以城市密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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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人/km²的巴黎或曼哈顿与城市密度在5000人

/km²的中国普通城市比较表明：中国城市人均道路

投资成本增加300%；人均供水管网投资成本增加

40%；人均污水管网投资成本增加200%；人均交通

运输碳排放增加150%。从单位GDP碳排放量方面分

析比较东京、伦敦、新加坡、香港、上海和北京等

城市，上海单位GDP碳排放量是伦敦的9倍。见图1。 

Serge Salat先生从城市街道布局方面对上述

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剖，研究成果表明：1）中国

城市道路虽然规模大，但是以汽车通行为导向，缺

乏适宜于步行的街道。以巴黎最佳街区和北京二环

以外的街区为例进行比较，中国城市街道尺度宽，

缺少中间尺度的街道网络。如图2分别为纽约（上）

和上海陆家嘴（下）1平方英里的卫星影像图，明

显看出其路网密度的差异。2）城市核心区地铁站

的密度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交通方式。在巴黎和曼哈

顿,每平方公里地铁站接近4个；在北京二环以内，

每平方公里仅有0.62个地铁站。3）城市设施不平

衡。北京的城市绿地率高达30%，但是，绿地的规

模巨大，缺乏小的绿地空间，导致远离民居住地，

平均距离约为3km；在巴黎大于7

公顷的公园有17个；1公顷至17

公顷之间的公园有65个；小于1

公顷的公园有300个，平均10分

钟步行可达。4）中国城市功能

分区明确，而不是混合使用。5）

超宽的城市街道给步行带来很

大的麻烦。6）超大型建筑使得

能源利用率低下。当建筑进深大

于14米时将不能依靠自然通风，

且需要人工照明，增加建筑用能。 

针对中国城市建设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Serge Salat先生提出通过改变发展

策略来影响中国城市规划思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指出在已确定路网的前提下，容积率也是值

得研讨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城市规划中，容积率应

根据用地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首尔：CBD的容积

率在8-10之间，居住区只有0.5-4；纽约：郊区住

宅的容积率只有0.6，而曼哈顿CBD的容积率在10。

增加道路交叉口的数量会使得交通更便捷。例如：

平均每平方公里交叉口数量：都灵152；巴塞罗

那103；巴黎133；曼哈顿120；东京银座211；上

海浦东17；北京城区14。两个交叉口的距离：都

灵80；巴塞罗那；130巴黎150；曼哈顿120；东

京银座43；上海浦东280；北京城区400。 

Serge Salat先生提出了不同尺度的街道平

衡发展、混合功能和高中低层建筑混合布局的规

划思路并在宁波生态城区规划的编制中体现。 

 

（摘自中国绿建委 2013 年赴美、加团考察报告） 

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