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集出台政策红利
抢占智能建造“赛道”

发布会上，《丰台区关于支持智能建造产业集

群发展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正式发布。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快关键技术创新转化、提

升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培育良好产业生态、充

分发挥示范效应、加强政策支持引导五大方面，共16

项重点工作任务，并提出加强组织实施、建立项目落

地考核激励机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各项

保障措施。

通过各项任务实施，《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

末，培育5-10家具有较强基础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水

平的核心企业，累计打造30个以上全方位采用智能建

造技术的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举措；

再培育3-5个建筑产业互联网范例平台，逐步实现建

筑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到2035年末，培育一批在智

能建造领域具有全球一流水平的核心企业，形成万亿

级的产业集群。

记者观察到，《实施意见》中，有不少“真金白

银”的支持政策。例如，明确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

度，以“丰九条”为引领，吸引优质智能建造企业入

区发展，助力驻区智能建造企业做优做强，完善标准

明确、达标即享的普惠性支持政策。完善科技创新政

策体系，通过贷款贴息、达标奖励、保费补贴、融资

租赁等方式，支持建筑企业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技改

升级、智能化绿色化诊断评估和数字化赋能，提高产

业基础水平，建设智能建造创新平台。

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解释，《实施意见》的出台，

是为了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北京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要求，把握智能建造领

域先行先试机遇，推动信息技术为建筑、房地产等行

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加快建筑业向工业化、数字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构建起围绕智能建造领域上下游

延伸的产业集群。

中国共产党丰台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

会议审议通过的《倍增计划》也明确提出，将从加强

都市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打造首都科技创新重要节点

等6个维度推动全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结合《倍增

计划》，丰台区将发挥好本地优势，在创建产业精准高

效服务标杆方面，围绕打响‘丰台服务’营商环境品

牌开展工作，创新实施发展伙伴计划，建立健全党政

主要领导与发展伙伴‘面对面’联系制度，支持一批

领军企业担当赛道链长并参与丰台产业发展决策，从

而构建完善的丰台智能建造产业格局，成为北京乃至

全国的智能建造新高地。”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优质企业助力打造智能建造“新标杆”
五家产业链代表企业齐聚分享

企业作为产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构建智能建

造供应链的核心。本次发布会，五家代表企业来到现

场，对各公司在智能建造领域的前沿技术、数字化解

决方案等进行了经验分享。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铁装配股份的

党委书记安振山

发布会上，特大型建筑施工企业代表—中铁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铁装配股份的党委

书记安振山介绍了集团在智能建造领域的研究及应

用成果。安振山说，集团自2012年迁入丰台区以来，

企业规模（新签合同额）从2012年的413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2287亿元。近年来在智能建造领域，中铁

建工集团持续加大投入。例如，智能制造方面，建成

PC构件、钢结构构件、机电装饰部品部件的智能制造

云工厂；智能机械硬件方面，研发应用各种智能建

造机器人，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

05

产经周刊高精尖
2023 年 1 月 16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窦立敏 邢艳霞  美编：三番  校对：陈雪

丰台智能建造
产业链构建完善

所谓智能建造就是

“智能+建造”，利用新

兴科技信息手段为建筑

业企业赋能，促进建筑

数据充分流动，建设过

程能效提升，建造方式

绿色升级。智能建造虽

是一个全新的产业，但实

际上已融入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

在北京市丰台区，

从新时代百年老站丰台

火车站到首都第二金融

街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

旭辉丰台区七里庄综合

商业楼，从卢沟桥南里安

置房到各种应急方舱、

应急酒店，都是身边典型

的应用案例。

据了解，随着国家

新型城镇化、工业化、智

慧城市等战略的推进，

建筑业信息化逐步走向

智能化阶段，智能建造已

成为世界建筑业发展的

客观趋势，发展智能建

造既符合我国建筑业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重塑

我国建筑业新优势，实现

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作

为北京的建筑大区，建筑

业是丰台区的第四大行

业。2021年，丰台区建筑

业增加值占全区GDP的

10.2%，占北京市建筑业

增加值的12.7%。

发布会上提到，目前，丰台区存续各类市场主体

18万户，其中企业14.6万户，存续市场主体数量居北

京市第四位，企业数量居全市第三位。随着越来越多

诸如中铁建工、中建材信息、中建科技、北京榆构、居

然之家等引领行业的企业在丰台发展，尤其在装配

式建造、EPC一体式信息平台、新材料、建筑机器人

方面，丰台区已汇聚大批优质企业，逐步构建起完善

的上下游产业链。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丰台区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

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丰台区加快实施倍增计划追

赶行动推进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2023-2025年）》

（简称“倍增计划”）、《关于实施发展伙伴计划合作

共建丰台的意见》（简称“伙伴计划”），将智能建造

列为重点发展产业领域之一。区两会审议通过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2023年将重点培育一批

金刚、领军、瞪羚、雏鹰企业，新增规模以上企业500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00家。

“智能建造是一个全新产业，丰台区有基础、有

优势、有空间。举办本次发布活动，主要是落实倍增

追赶、合作发展要求，围绕“2+4+6”产业领域突破

创新，不断提升丰台区产业创新的生态感召力、凝聚

力和根植力。此次率先发布《丰台区关于支持智能建

造产业集群发展的实施意见》，是布局产业发展新

赛道、引领行业新发展的重要实践，是落实‘倍增计

划’‘伙伴计划’的关键一笔。”丰台区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丰台区将鼓励智能建造产业高质

量发展，帮助建筑企业在智能建造过程中实现业内

企业协同、跨界产业融合、“金融+科技+建造”多板

块联动。丰台区具有巨大的建设空间，全区总面积

305.5平方公里，根据分区规划，到2035年，规划城

乡建设用地173平方公里，规划建筑规模1.75亿平方

米，预计形成固定资产投资约2.1万亿元。投资市场

优势也很充足，2025年，丰台区投资预期突破千亿，

“十四五”累计投资超过4000亿元。按照2035年实

现分区规划建设指标测算，预计2025年以前，丰台区

新建成1300万平方米建筑规模，其中装配式建筑面

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55％，总投资额超700亿元。

编者按：只需使用手机管理平台APP软件，扫描构件上张贴的二维码，管理人员就对每根构件的“身份信息”了如指掌，包括尺寸、材质、规格、

重量等，并立即精确安排施工。这是亚洲最大铁路枢纽丰台站建设时发生的智能化的一幕，约1万余根主要构件、7万多条焊缝都有唯一的“身份

证”。1月13日，“遇见丰台·众汇京彩”丰台智能建造产业创新发布活动举办。据悉，这也是市首次以智能建造为主题的产业发布会。发布会上，《丰台

区关于支持智能建造产业集群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提到，到2035年末，丰台将培育一批在智能建造领域具有全球一流水平核心竞争

力的核心企业，形成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定下这样的目标，丰台为什么行？

本 报 讯（特 约 记 者 

孙 颖 刘平）1月13日举

行的“遇见丰台·众汇京

彩”丰台智能建造产业

创新发布会上，《丰台

区支持智能建造产业集

群发展实施意见》正式

发布。这是北京市首个

以智能建造为主题的集

群发展实施意见，丰台

区将率先布局智能建造

“新赛道”。

智能建造已经融入

人们生活

只需使用手机管理

平台APP软件，扫描构

件上张贴的二维码，每

根构件的“身份信息”

就一目了然……这是亚

洲最 大 铁 路枢 纽北 京

丰台站建设时的智能场

景，1万余根主要构件、

7万多条焊缝都有唯一

的“身份证”。所谓智

能建造，就是“智能+

建造”，利用新兴科技

信息手段为建筑业企业

赋能，促进建筑数据充

分流动，建设过程能效

提升，建造方式绿色升

级。智能建造虽然是一

个全新的产业，但却已

悄然融入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

在丰台区，从北京

丰台站到首都第二金融

街丰台丽泽金融商务区、

旭辉丰台区七里庄综合

商业楼，从卢沟桥南里安

置房到各种应急方舱、

应急酒店，都有智能建

造的应用。

上下游产业链逐渐完善

作为北京的建筑大区，建筑业是丰台区的第四

大行业。2021年，丰台区建筑业增加值占全区GDP的

10.2%，占北京市建筑业增加值的12.7%。按照2035

年实现分区规划建设指标测算，预计2025年以前丰

台区将新建成1300万平方米建筑规模，其中装配式

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55％，总投资额超700

亿元，为智能建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发展智能建造

既是建筑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重塑建筑业新优

势、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企业作为产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构建智能建

造供应链的核心，丰台区拥有众多优质智能建造链

企业，比如拥有智能制造云工厂的特大型建筑施工

企业—中铁建工集团；实现每个房间机电、家具、

装饰、幕墙全部在工厂完成预制生产的中建科技华

北公司；建筑领域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中建

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国家体育场（鸟巢）、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等多项国家重点工程的装配式

建材代表企业北京榆构有限公司；智能家居代表企

业居然之家……丰台区已汇聚大批优质企业，逐步构

建起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

年内试点智能建造项目 10 个以上

《丰台区关于支持智能建造产业集群发展的实

施意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实施意见提出，

2023年年内将培育1至2家具有较强基础研究能力和

自主创新水平的核心企业，试点智能建造项目10个以

上，培育1至2个建筑产业互联网范例平台，建筑产业

互联网建设初见成效。到2025年末，培育5-10家具

有较强基础研究能力和自主创新水平的核心企业，累

计打造30个以上全方位采用智能建造技术的项目，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举措，到2035年末

形成万亿级智能建造产业集群。

为实现这一目标，丰台区将实施加快关键技术创

新转化、提升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培育良好产

业生态、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加强政策支持引导等5

方面重点任务，建设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圈，推

动全产业链延链、强链、补链，参与制定一批行业标

准，打造一批示范应用场景，创建一批智慧工地，建

立项目落地考核激励机制，营造智能建造创新发展的

良好氛围。

丰台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合“倍增计

划、追赶行动”，丰台区将发挥好本地优势，围绕打

响“丰台服务”营商环境品牌开展工作，创新实施发

展伙伴计划，支持一批领军企业担当赛道链长并参

与丰台产业发展决策，构建完善的丰台智能建造产

业格局，让丰台区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智能建造新

高地。

中建科技华北公司副总经理蒋杰

作为智能建造技术先行者的中建科技华北公司

也来到发布会，副总经理蒋杰重点展示了采用模块化

永久性建筑方式建设的北京亦庄蓝领公寓项目。作为

中建科技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的代表作，该项目是目

前全国最高、规模最大的模块化建筑群。每个房间作

为一个模块单元，机电、家具、装饰、幕墙等全部在工

厂完成预制生产，运送到现场直接吊装，整体装配率

达92%，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模块”“像造飞机一样

造房子”。“作为建筑工业化发展的‘主力军’‘国家

队’，中建科技将持续深耕智能建造方式、绿色建筑

产品，为丰台区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

量。”蒋杰表示。

而作为产业链下游企业、工业及建筑领域数字

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了智慧安全管理平台的内容。他举例道，

在现场管理方面，公司平台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开发

了安全帽识别、反光衣识别等一系列智能分析算法，

可广泛应用于工地管理的各场景下，有效减少安全

事故发生概率。在设备管理方面，针对工地中的塔机

和升降机的安全管理提供技术手段，帮助解决安全

监管问题。“丰台区引领了智能建造发展的新风向，

尤其是《倍增计划》等政策的出台，为产业链企业提

供了发展机会，在工地管理智慧化之路上，中建信息

将与丰台区政府一同打造工地管理新模式。”该负责

人表示。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昊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是装配式建材代表企业，副

总经理刘昊介绍了公司在装配式建筑技术上的研究

与实践。刘昊说，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集“装配式建

筑方案设计及咨询-PC研发生产-装配式建筑施工”

为一体的产业集团，并经住建部审批成为国家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2011年在固安生产基地投资建立

装配式住宅预制构件自动化流水生产线，是国内装

配式建筑领域首条自动化生产线；2017年，引进美国

SPANCRETE公司混凝土空心板自动化生产线；2019

年，升级装配式PC模具业务系统。多年来这些产品在

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等多项国

家重点工程中被广泛应用。

北京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鹏

智能家居代表企业、北京居然之家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鹏则从智能家居方面进行了经

验分享。该负责人介绍，自集团1999年成立以来，智

能家居及电器品类就加入了卖场经营。2018年7月，

居然之家召开智能家居峰会，标志着重点客户卖场与

智能家电的合作踏上了标准道路。去年，越来越多的

家电品牌开始布局家居渠道，全套系陈列的独立店及

综合体验店成为越来越多品牌的选择。近年来，居然

之家在智能家居方面的经营规模、商品交易总额、合

作品牌均呈递增趋势。

发布会上，丰台区也向智能建造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发出携手并进的邀请，欲共同引领产业发展、树

立行业标杆，实现“共商、共创、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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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冯玉英 闫鹏 记者 曹言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