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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观点

肖绪文 院士

加速改革工程管理体制机制
提升惠及民生的绿色建造实效

肖绪文院士以“绿色建造发展与推进”为题，对绿色建造的发展与推进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绿色
建造需要统筹协调的组织模式，同时也为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工程总承包的推进提供了有效方式。推行绿色建
造，有利于提升建筑企业绿色建造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使我国建筑业与国际接轨，赢得国际市场竞争。

肖绪文院士表示，在工程项目绿色立项、绿色设计和绿色施工等绿色建造的三个阶段中，以绿色建
造的“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以人为本、品质保障和技术适宜性”的五个要素为抓手，通过一体化、智
能化、精益化和装配化的四个推进方式，最终实现工程全寿命期综合成本最低，节约资源和减碳降碳，
“人、建筑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三个发展目标。我国在工程实践过程中，努力探索、创建并践行绿色建造
的理论，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湿地和矿区生态修复、提高城市韧性水平、构建智慧城市、打造便利交
通、促进固废循环、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上海世茂深坑酒店、南京世博园、国家
速滑馆和西安幸福林带的工程实施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总体而言，绿色建造推进有较大进展，但仍处在起
步阶段。

他认为，只有加速改革现行多元主体的工程管理体制和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建造追求的基于工程
全生命期的经济技术综合指标最优的目标。为此，建议实施强制政策，进一步加速改革现行工程项目管理
体制机制，加速推进工程“总承包，负总责”的管理制度落实，加速培育基于工程全生命期的建筑师设计
咨询服务组织，切实提升惠及民生的绿色建造实效。（整理：姚琳尹）

中国工程院院士肖绪文

第二届中国一东盟建筑业合作与发展论坛 
The 2nd China-ASEAN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on Building Industry

9月17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计划财务与外事司、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中国建设报社承办的第二届中

国—东盟建筑业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广西南宁市召开。本届论坛以“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  共

享中国—东盟建设领域合作新机遇”为主题，中国工程院院士肖绪文、陈湘生，香港工程

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中国香港）吴宏伟，以及汪文忠、雷翔等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院士围绕绿色建造、基础设施发展、建筑业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等主题

纷纷建言献策，深化中国与东盟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交流合作，共谋中国—东盟住房城乡建

设行业未来发展新方向。

第二届中国一东盟建筑业合作与发展论坛
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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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观点

陈湘生 院士

中国大陆基础设施建设
正引领世界能源利用发展模式的转变

陈湘生院士作“中国内地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状与趋势”主题演
讲，详细介绍中国内地在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空间、城市轨道交通、公
路交通、铁路交通（含高铁）、机场、各类隧道工程、桥梁工程等基础
设施发展的现状，提出“当前中国内地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从大规模建设
走向绿色、减碳、韧性建设，引领着世界能源利用发展模式的转变”等
观点。

陈湘生院士表示，中国已同14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
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全球最大国际合作平台，成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大陆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从大规建
设走向绿色、减碳、韧性建设，尤其是绿色和近零碳排放能源利用方
面，正在引领世界能源利用发展模式的转变。这类新模式正在“一带一
路”基础设施建设中广泛应用，造福于所在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中国贡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企业应如何把握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
新机遇，陈湘生院士说，我国高铁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装备到运维，整个
系统在国际上领先，建设的经验在全球是最丰富的。因为中国地形原
因，隧道工程施工是全球最难的，所以我国高铁建设最难的技术就是保
持轨道的平整性和长期运营的耐久性。在全球，中国高铁数量最多、高
速公路最长，建设经验丰富，这些可以提供给东盟国家。在建设过程
中，还可以为东盟国家提供设备租赁和建设运维人员培训，协助他们建
立本国的标准规范、指南，特别是协助他们建立标准的质量体系和运营
安全体系，以确保工程建设安全。（整理：姚琳尹）

院士观点

吴宏伟 院士

坚持创新引领，
深化中国—东盟建筑业互利合作

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中国香港）吴宏伟以“建筑业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的机遇与挑战”为题，分享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情况，以及建筑业绿色化发展与碳中
和战略研究的成果，阐述了对中国—东盟建筑业合作发展的愿景。

怎样深化中国—东盟建筑业互利合作？吴宏伟院士表示，要坚持创新引领，才能深化中国—东盟建筑业互
利合作。可以通过制定中国—东盟建筑业相关行业准则，形成统一的指导行业施工和管理的准则，在确保建筑
质量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提高行业技术水平，促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共同致力于打造更环保、更宜居、
更智慧的家园；可以共同培养技术员、工程师、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等建筑业专业人才。比如可以由中国两三所
大学与相关企业共同牵头组织，邀请行业专家参与，加强中国与东盟建筑业行业的交流合作。通过合作培训，
以此扩大培训规模，降低成本，共同致力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共享建筑业工业化数字化的发展经验，促进绿色
技术的广泛应用。（整理：姚琳尹）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湘生

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中国香港）吴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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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观点

汪文忠

坚持创新引领  深化互利合作 
共同推进中国—东盟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汪文忠以“坚持创
新引领 深化互利合作 共同推进中国—东盟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作主旨演讲。汪文忠表示，建筑业合作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重点
领域，是深化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深化建筑业合作，对
于加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激发区域经济增长动能、推动
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等具有重要意义。

汪文忠指出，当前中国与东盟各国深化建筑业合作既面临诸多机
遇，又充满挑战，实现中国—东盟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各方凝聚共
识。要聚焦战略对接，夯实合作基础；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挖掘
区域经济增长功能，充分放大多双边合作效益；积极探索以PPP、BOT
等模式实施重大项目，不断延伸产业链、价值链，探索投融资新模
式、新渠道，共同推动技术革新，把握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趋势，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基础设施规划、设
计、建设、运营全过程，大力推广应用绿色环保新材料新技术新工
艺，不断提升绿色建造和运营水平，与各方深化绿色建筑、绿色交
通、绿色能源等各领域的合作，助力建筑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整

理：胡田田）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副总裁汪文忠

嘉宾观点

雷翔

建筑“三化”让乡村住宅更宜居

雷翔以“建筑‘三化’让乡村住宅更宜居”为主题作主旨演讲，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建筑“三化”
如何让乡村住宅更宜居的问题，为广大听众提供了一幅别开生面的乡村住宅发展图景。

雷翔指出，当前乡村住宅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人口外流，乡
村住宅闲置问题日益严重。同时，传统乡村住宅建设方式粗放，缺乏统一规划和设计，导致居住体
验不佳。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建筑“三化”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工业化、绿色化、信息化的建
筑理念，打造宜居的乡村住宅。在南宁市武鸣区南国乡村项目中，成功地运用了“三化”，采用了
一系列环保技术和建筑材料，使得该项目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幅缩短了建设周期，同时提高了
居住舒适度。

在分析建筑“三化”的优势和意义时，雷翔指出，以工业化、绿色化、信息化“三化合一”为特
征的新型建筑工业化代表着未来发展趋势的建筑产业革命。这其中，工业化是基础，信息化是手段，
绿色化是目标。在工业化方面，系统化的技术设计、工程化生产共建、精细化施工必须依靠专门的设
计队伍和施工企业。在信息化方面，也有很多手段可以使用，比如说VR、BIM技术，甚至有些地方还
可以通过VR进行选房。农房数字化在审批管理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包括施工管理、农房管控、运
维，要批量的农房建设，包括震后新建的村庄、扶贫搬迁的村庄。绿色化包括农房有关的节能设施、
近零能耗的农房、新型的建造方式等，尤其要注重关于乡村工匠的培训，绿色化首先是尊重自然、尊
重环境，同时要注重环境的绿色，尽量将它乡土化，和自然紧密结合。

雷翔表示，通过乡村住宅的“三化”可以促进乡村生活的生态友好、环境友好与邻里友好，同时
利用古树、池塘等自然景观和牌坊、古祠等人文景观，营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村容村貌，进一步加强传
统村落和传统民居保护与利用，不断提高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水平。（整理：黄诗谊）

华蓝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雷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