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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  打造智能建造丰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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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丰台区建筑业增加值占全区GDP

的9. 2%，占北京市建筑业增加值的

11.8%。

智能建造产业链链长单位泛华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首个面

向建筑业中小企业提供数字赋能服

务的产业级互联网平台‘盈造网’年

内上线”，将为建筑产业的数字化转

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平台由泛

华集团牵头建立，是国家数字建造技

术创新中心重点研发项目，集成了业

内成熟解决方案与稳定技术资源，目

前已经完成创新设计、生产协同、科

技创新、职业教育、金融服务、共享服

务等六大模块的44项服务产品的开

发与建设，以及行业动态、品牌活动、

供需对接、产品商城、用户之窗等应

用功能全面上线。平台已汇集90余万

家优质供应商，服务于上百家合作伙

伴。未来平台将广泛服务于建筑业广

大民营与中小企业、大型央国企、地

方国企及头部企业、平台型机构、政

府行业监管部门等。

除此之外，区住建委会同中建一

局、中建数科等智能建造领军企业，

共同发布了《丰台区智能建造创新应

用场景清单》。内容涵盖建筑设计、建

筑施工、建筑新材料、建筑运行等四大行业；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应用、数字设计、智能建造机器人、3D打印和智

能运维等10个创新场景。这些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展示了智

能建造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其中，智能建筑建造机器

人是此次清单中的一大亮点。在建筑行业中，机器人的应

用已经从简单的重复性工作扩展到复杂的建筑设计和

施工。通过先进的算法和传感器技术，建造机器人能够

进行精确的测量和切割，提高施工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同时，机器人的精确性和稳定性使得建造的质量得以显

著提升。

未来，丰台区将进一步优化智能建造产业生态，立足

智能建造产业链基础优势和未来发展的广阔场景，推进智

能建造技术多元化应用，加强智能建造和绿色发展的应

用场景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重大产品集成创新和示

范应用。构筑政策引导的制高点，加快出台智能建造的相

关政策指南，加大对智能建造行业企业在财税金融、产业

集聚、人才发展、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

度。探索打造智能建造“丰台模式”，为全市智能建造产业

发展和推动建筑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动能。

深圳市在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推动建设试点示范工

程、创新工程建设监管机制、

强化组织领导和宣传交流4个

方面皆有成效，共有13项政策

措施和工作成效被纳入《发

展智能建造可复制经验做法

清单（第二批）》，数量在试点

城市中排名首位。为学习智能

建造先进经验，区住建委、区

发改委等有关人员于2023年5

月到深圳市开展了学习交流。

通过与深圳市住建局座谈，实

地走访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结

合区域发展现状，形成了《关

于赴深圳、珠海学习交流智能

建造产业发展的调研报告》，

提出了建立政策体系、推动智

能建造项目试点、构建智能建

造产业生态等推动我区智能

建造产业发展的下一步工作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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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丰台区还打造了一批智能建造标杆项目，

在建设过程中应用了一系列智能建造创新技术。其

中，北京市首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中央芭蕾舞团

业务用房扩建项目在智能安全帽应用方面，采用了行

业首创的新型无线传感网络技术，具备语音预警、紧

急呼救、一键撤离、查看轨迹、考勤定位、周转使用等

优点。这不仅提高了安全管理的效率，而且为现场工

作人员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保护。

而在智慧管理平台应用方面，中央芭蕾舞团业

务用房扩建项目则采用了中建首家自主知识产权的

智慧管理平台，通过智能分析报警系统、数据+数控

物联网、智能安全帽、智慧统筹系统等技术，建立全

方位、全天候的监控感知网络，实现监测自动化、管

理智能化、预警实时化、运营可视化、数据BIM化。这

一智慧管理平台为项目管理建设了一个数据实时汇

总、生产过程全面掌握、项目风险有效降低的“智慧

大脑”，有力保障项目现场管理、劳务管理、安全管理

等要求。

此外，中直机关园博园职工住宅项目获评了

2023年度北京市建设工程智慧工地技术应用AAA

级评价，该项目位于丰台区园博园大道西侧，工程总

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工程应用了BIM技术、云筑技

术、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MR、AR、VR、AI

技术等开展智能建造实践，涵盖现场安全、质量、进

度、环境、能耗监测、场区智能化管理及人员、机械

设备智慧化管理。同时，项目设置了智慧展厅及总控

中心，从“智慧管理、智慧创安、智慧提质、智慧增绿、

智慧创卫、智慧建造”六大板块出发，推广应用智慧

工地技术5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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