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信用为纽带推进
“互联网+建材”



№1
北京欢迎你



“四个中心”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提出：坚决退出

一般性产业，严禁再发展高端制造业的生产加工环节，重点
推进基础科学、战略前沿技术和高端服务业创新发展，推进
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专业市场疏解。

   2. 建材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和低端制造业，建材
市场作为区域性专业市场，将成为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的
重点。

   3.钢材、水泥、烧结材料、砂石、石材、防水材料、脚手架
扣件等建筑材料的生产已经基本退出我市，家具、门窗、管
材管件、涂料、保温等建材的生产已经开始逐步退出北京市
，北京市“建材输入型城市”的特征将加速凸显。

   4.北京欢迎所有建材企业



№2
“4321”



4：四项原则

• ----以使用带生产。紧密结合本市建筑结构型式和装
饰装修理念的变化，确立本市建材主导产品和重点管
理的建材品种，并及时采取发布技术公告、限制禁止
使用产品目录、建材使用指南和组织编制新型建材地
方标准、实施推优性备案等手段，引导建材企业投资
生产优质建材和施工现场采购使用优质建材，促进建
材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 ----以诚信保质量。逐步树立诚信经营理念，对建材
生产企业实施市场行为评价和差别化管理，对产品质
量稳定、管理规范的企业实施产品质量诚信评级，对
质量抽检不合格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企业进行通报，一
定时期内限制其参与本市建设工程材料招投标，探索
建立建材质量担保和保险制度。



• ----以清出促诚信。对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市场
行为评价不合格的建材生产企业列入“建材质量失信
黑名单”，在本市招投标场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门
户网站进行公示，并探索与工商、质监、银行等机构
的联动机制，将不诚信行为记入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
。制定相应管理办法，对质量失信“黑名单”实施动
态监管，鼓励企业进行诚信修复，树立诚信经营理念
。

• ----谁使用谁负责。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建材进场复试、检验和存
放，严格按照施工规程施工，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材
质量负责，阻止不合格材料进入建设工地，并配合建
材管理部门对不合格材料进行溯源。



3：三个机制

• 1、技术进步机制

• 一是紧密跟踪国内外建材技术发展状况，广泛征集新型建材
生产和使用信息，发布新型建材技术公告；

• 二是根据新型建材发展状况，定期发布本是落后建材限制和
禁止使用目录，为新型建材腾出市场空间；

• 三是及时组织调查研究，根据建设工程建材使用中存在的问
题和误区，定期发布主要建材的使用技术指南，指导建设、
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和市民正确设计、选购和使用建材；

• 四是完善建材技术标准，针对目前国家和行业标准部分存在
冲突、同类材料使用在同一部位的指标不统一、无国家和行
业标准的新型建材等产品，通过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发布
地方标准、指导企业编制企业标准或上升为地方标准等手段
，保证材料的正确使用和推广使用新型建材；

• 五是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推广新型节能产品和墙体材料、散
装水泥和预拌砂浆、产业化部品、建筑垃圾制品等的应用。



• 2、监督管理机制
• 一是对政府投资工程、保障性住房、重大公益项目实施建材

市场准入，从产品供应源头保证重点工程建材质量，逐步推
行建材质量责任保险制度；二是健全建材采购招投标制度，
对大宗和重点建材实施招投标制度；三是逐步完善各种建材
采购合同示范文本，针对部分工程采购的建材无合同无发票
情况，制定建材采购合同示范文本并强制实施；四是严格落
实建材供应和采购信息报告制度，逐步建立各种建材供应和
使用信息库，对出现质量问题的建材进行质量责任追溯；五
是发布施工现场材料管理制度，指导施工单位正确执行建材
进场程序，正确存放和使用建材；六是建立建材生产供应企
业市场行为信用评价和清出制度，对诚信度高的建材生产供
应企业予以扶持，对诚信度差的企业实施警戒直至清出市场
，逐步树立诚信的建材市场环境；七是编制建材使用监督管
理工作导则，指导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和建材使用管理人员施
工现场监督管理；八是建立建材使用管理的部门和外省市联
动机制，发现建材质量问题，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处理，并实
现与处理结果的信息共享和互认。

• 。



• 3、信息公示机制

• 一是建立不合格建材和违法违规行为通报制度，对发
现的不合格建材，除依法处理外，对建材生产、供应
和使用企业予以通报；

• 二是对建材生产供应企业的市场行为信用评价结果予
以公示，在建材招投标评审中设立评分权重，为施工
单位选购建材提供参考；

• 三是发布竣工工程建材使用情况，使建材质量处于全
社会监督之下；

• 四是发布建材有条件市场准入企业名录，建材产品认
证标识、产业化部品评审、建筑垃圾制品名录，推广
环保优质建材；定期发布建材供应企业排名、建材价
格动态和预警、建材产品质量警示等信息，为建材采
购单位提供参考。



2：两项任务

• 1、保源头质量

   工地一张门：内外有别

   信用为中心：打造信用名片，一处失信、处处受制

   处理处罚互认：防止“游击战” ，打一枪换个地方

   信息公开：让不诚信行为无处遁形

   



• 2、保建材供应
• 建立区域协同机制

• 推进互联网+建材

• 发布供需信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 打造建材“绿色供应链”



1：一个系统
• 以建立建材市场诚信为基础，以指导建材采购和使用为

主导，以促进建设工程全生命期建材质量监控为目的，
实现各种建材使用状况的行政基础数据分析，为政策制
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社会提供建材市场的优质建
材、企业诚信、认证标识、市场价格、质量通报、行业
动态等参考信息；通过建材招投标、供应、采购、检测
等相关信息比对，及时发现建材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实
施有针对性的指导服务和监督执法，提升建材管理精细
化程度，降低行政成本。

• 实现由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由监督式管理向监控
式管理的过渡。



信息化监控体系的基础----诚信

诚信

建材生产 建材供应

建材采购

建材使用

生产供应合格的材料。检测报告真实，质量证明文件齐全有效。
如实报告销售材料的情况：销给谁，销了多少？型式检验报告编号？

建材检测

采购使用合格材料。
买了谁的，买了多少？

怎么买的？使用在哪个部位？
监理单位有没有把关？

检测的是谁的材料？
送检人员、样品真实？

检测合不合格？
不合格如实向政府反映



北京市建材使用管理
信息化监控系统基本构架

建材采购备案

建材生产企业
产品供应备案

建材使用管理
信息公示

混凝土搅拌站
物联监控系统

违法违规行为
计分积分系统

建材招投标信息

建材监管行政
数据分析系统

建材供应信息 建材检测信息

建材采购企业点击凭密进入 建材检测单位凭密点击上传

建材供应企业点击凭密备案

建材供应企业凭密点击查询

市区县建委凭密点击进入

点击进入

市区县建委凭密点击进入

建设单位点击凭密进入

建材供应企业点击凭密上传

建筑节能专项
验收备案

市和区县建委
在线监控系统

建设单位点击凭密进入

市区县建委点击凭密进入

信
息
源
系
统

后
台
监
控
系
统

工程开工
信息

工程竣工
备案信息

不同类材料的优质建材、大众建材与价格；采购动态排名前十；受到诚信警示的企业；
代表先进方向的品种和企业；获得行业认证诚信评价的企业；通报；产业化部品认证

建筑节能设计
审查备案

质量监督
检测信息

信
息
反
馈
系
统

行政执
法平台



建材生产供应信息

生产供应企业名称

工程名称

产品规格型号

供应数量

销售价格

合同编号

型式检验报告编号

型式检测单位名称

    

信息比对点----不能对应后台警示



警示：
质量预警：根据政府抽检、见证检测、检测机构日常
检测数据，对某类产品、某企业产品质量实施预警

   供需预警：根据开工量计算使用量，与信用平台反映
的供应能力进行比对，对某类产品供应量和需求量实施
预警

   价格预警：通过采购备案平台反映的某类产品价格加
权平均值的变化，对某类产品价格波动实施预警

   信用预警：通过信用评价平台反映的某类产品信用状
况或某企业信用状况，对企业和产品信用状况实施警示



№3
互联网+建材



1. “互联网+建材”的特点

• 北京市“互联网+建材”准确的名称可以叫“政府
监控下的北京市建材供应和采购电子商务、监控

和服务平台”。与传统的“互联网+”相比，北京
市“互联网+建材使用”增加了政府的后台监控和
服务。该平台紧密围绕树立建材行业诚信，实现
建材供应端、需求端、管理端的互联互通，引导
全社会放弃“价格战”，拼“质量、信用、服务
”。



2、 “互联网+建材” 实现三端互联互通
• 北京市“互联网+建材”的平台构架主要由 “北京
市建筑节能与建材管理服务平台”和“建材电子商
务和手机APP”两个平台构成。其中“北京市建筑
节能与建材管理服务平台”包括信息源系统、后台
监控系统、信息反馈系统、质量和信用预警系统，
主要为政府对建材质量和企业信用实施监控和服务
；“建材电子商务和手机APP”平台是由企业独立
运营、并与政府官网进行链接的建材电子商务平台
，政府不干预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电子商务平台
实时采集政府对企业的市场行为信用评价结果，对
信用评价不合格的企业可实施交易限制，同时向政
府监控平台实时反馈建材交易相关信息，以利于政
府实施企业信用管理、精确打击伪劣建材、发布质
量信用预警、进行建材信息公开。



• 3、 “互联网+建材” 服务功能
• 平台突出建材数据“取之于企业、服务于企业”的
理念。一是主动向社会发布全市主要建材的使用状
况，比如发布各类材料使用量、市场占比，指导、
引导材料生产和供应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指导
设计和施工单位正确选择材料；二是主动发布供应
企业信用，为建材招投标、施工单位和老百姓购买
建材提供参考；三是发布建材质量信用预警，对信
用评价不合格、出现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建材供应
商和某类材料近期检测合格率低等情形，系统自动
搜索正在使用该企业或该类材料的工程和施工单位
，向施工单位账户发布质量和信用预警提示；发布
建材认证认定名录、绿色建材评价结果等；电子商
务平台则可以为供应企业、采购企业、普通用户提
供产品展示、需求信息发布、在线交易服务、政策
技术咨询、点赞和手机“摇一摇”等服务。



• 4.“互联网+建材” 为监管带来的变化

“互联网+建材” ，可便于生产、经销单位查询行业资讯、了
解需求动态、进行产品展示、进行在线交易、申报供应信息
等；便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查询建材供应行情、查询供应
企业信用等级、发布需求信息、进行在线交易、申报采购信
息、接收预警信息、实施用户评价等。

监管部门应用该模式对建设工程建材使用实施在线监控，通过
制定相应规则，系统能及时发现存在建材质量问题隐患的建
设工程项目，并警示有关单位及时排查，防患于未然，同时
将预警信息发送给监管部门，实施精确打击，节省行政资源
，有效提高监管效率。此外，监管部门还可以通过系统发布
建材质量通报、公布建材使用信息等。

“互联网+建材”模式的建立，对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
性作用、实现京津冀建材行业协同、提升行业诚信、发掘建
材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监控型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建
立建材大数据将起到积极作用。



№4
绿色供应链



• 主体思路：
   坚持建材行业绿色发展，紧密结合建材行业诚信，
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建设工
程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建材质量和绿色化水平为目
标，以供应链与互联网、物联网融合为路径，以建
筑信息模型（BIM）等信息技术为依托，逐步推进
建材产品设计、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过程
协同，提升建材产业集成和协同水平，从建材需求
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大数据支撑、网络
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建材绿色供应链体系。



• 建设重点建材绿色生产基地

  针对本市砂石生产和供应紧缺现状，结合河北省承
德市、保定市等周边城市的尾矿资源禀赋，与河北
省开展绿色砂石生产基地建设，满足本市建设工程

超过1亿吨的砂石资源需求；充分发挥河北省高碑
店门窗城的作用，建立超低能耗外门窗、高档门窗
、中低端门窗等门类齐全的建筑门窗供应链，保障
本市建设工程需求；与河北省、天津市统一规划布
局装配式建筑部品生产基地，实现三地装配式建筑
部品产能互补、跨域集成。



• 建立绿色建材的虚拟物流基地

  建立绿色、优质建材供应商和产品展示中心，打造
绿色建材虚拟的交易、集成平台；加强建材绿色物
流新技术和设备的研究与应用，贯彻执行运输、装
卸、仓储等环节的绿色标准，开发应用绿色包装材
料，建立绿色物流体系；鼓励建材流通环节推广节
能技术，加快节能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培育一批
建材绿色流通和运输企业。



• 打造建材绿色运输体系

   实施定点、定线、定时、定位、定车的建材绿色运
输“五定”措施，打造建材绿色运输网络，充分应
用信息化手段，对砂石、建筑垃圾等实施定点、定
线、定位运送；引导建立建材的绿色化、专业化运
输公司，对运送大宗建材和重点建材实施运输车辆

和人员固定、GPS定位、运输时段限定；对专业运
输公司、车辆、人员实施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对于
信用达到不合格等级的，限制其参与建材绿色运输
活动；开发建材绿色运输的手机“摇一摇”服务，

有运输需求的用户可将需求上传手机APP服务平台
，绿色运输车辆通过上传运输路线并“摇一摇”，
即可及时采集运输线路上的建材运输需求，避免运
输能力的浪费造成环境污染。



• 促进京津冀建材生产和使用领域战略合作

  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沟通
、协调和合作，三地签订建材管理领域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在建材生产和使用管理领域实现“四同四
互”，即：规划布局协同、政策法规协同、管理模
式协同、技术标准协同、处理处罚互动、信用信息
互享、认定结果互认、绿色运输互通。建立京津冀
重点工程建材生产和供应会商制度，保障中央工程
、重点工程的建材质量和供应。



敬请指正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