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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中河北装配式建筑发展机遇

主任河北省墙材革新和建筑节能管理办公室
河北省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中心
       
郁达飞     2017年12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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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质量的提升离不开建
筑理念的改变、建造方式的转
变、建造技术的进步与建材技
术的发展。现在国家正在大力
推广装配式建筑，作为建筑领
域的新产业新动能，其发展势
头可谓如火如荼，不仅国家、
部委、地方政府不断出台支持
政策，而且许多制造、设计、
施工类企业纷纷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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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
导意见》，提出“力争用10年
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
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并将京津冀地区作为
装配式建筑的重点推进地区之
一，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倍感
压力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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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指出：

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

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产业

指导目录》明确北京将推动一半制

造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生产环节向河

北转移布局，助力河北建设产业转

型升级试验区。《北京市新增产业

的禁止和限制目录》要求“建筑产

业生产制造环节禁止新建和扩建，

交通运输、仓储物流禁止新建与扩

建，并将部分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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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将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区将建成国

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装

配式建筑、绿色建材等新技术将广泛

应用。从范围来看，国家对雄安新区

起步规划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

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

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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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来看，到2020年，新区对外骨
干交通路网将基本建成，起步区基础设施
建设和产业布局框架基本形成，雏形初步
显现；到2030年，建成绿色低碳、信息
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
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城市。

目前，目前雄安新区有两个项目已经
开工建设，分别是“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
目”与“雄安新区9号地块一区造林项
目”，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已经拉开
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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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雄安巨大的建设体量外，

京津冀本身的建筑市场也不容小觑，

2016年京津冀地区的房屋施工面积

为11.6亿平方米，竣工房屋面积为

2.6亿平方米，我们预估未来几年至

少保持相当的水平，也就是说每年

有3亿平方米左右的房建待开发，市

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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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毗邻京津，内包
雄安，拥有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面对难得的
历史机遇，我省大力推
广装配式建筑，在政策
制定、产业布局、试点
示范和市场培育等方面
开展了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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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接京津完善产业政策

2015年、2016年，分别以省政府的
名义印发了《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
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钢结构建筑
发展方案》。

今年1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提出
“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全省装配
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30%
以上”、 “张家口、石家庄、唐山、保
定、邯郸、沧州市和环京津县（市、区）
率先发展，其他市、县加快发展”，并
明确了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十大重点任务
和六大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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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接京津完善产业政策

2017年5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
《河北省装配式建筑“十三五”发展规划》
（冀建科〔2017〕16号），明确了装配式
建筑发展的目标、路径和任务，提出“到
2020年，全省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
的比例达到20%以上，其中钢结构建筑占
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不低于10%”、“到
2020年，培育2个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示范
城市、20个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市（县）、
30个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80个省级
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

河
北

2个国家级示范
城市

20个省级装配式
建筑示范市（县）

30个省级装配式
建筑产业基地

80个省级装配式
建筑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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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接京津完善产业政策

《规划》进一步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要

素，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明确了全省装配

式建筑发展的产业布局和发展定位，着力打造河

北省装配式建筑创新发展的“12345”模式。围

绕“构建京津冀装配式建筑协同创新平台”一个

目标；树立“主攻发展钢结构建筑、特色发展农

村低层装配式建筑”两大特色；形成“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城乡统筹、推动绿色发展”

三个推动；构建“试点城市、示范园区、示范项

目、基地企业”四层支撑；形成“管理制度创新

、技术体系创新、智慧管理创新、设计统筹创新

、人才培育创新”五种创新。

1个目标

5种创新

4层支撑3个推动

2大特色

“12345”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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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京津市场规划产业布局

为发挥河北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和市
场需求，构建河北装配式建筑“一环”
和省内中心城市、节点城市的产业发
展布局。

一环：在京津周边地区（大城、
固安、霸州、高碑店、望都、怀来、
兴隆、香河、三河、大厂、遵化、玉
田、丰南 ）、结合各县（市）既有
特色产业基础，规划形成面向京津市
场的装配式建筑综合服务环，建立服
务京津及周边地区的装配式建筑全产
业链产品供应与服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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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京津市场规划产业布局

目前，环京津地区的预制构件生

产企业共有31家，其中保定6家，唐

山15家，沧州4家，廊坊2家，承德1

家，张家口3家。我们将进一步引导

预制构件生产企业面向我省区域中心

城市、节点城市、京津和雄安地区合

理布局，降低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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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建筑质量开展试点示范

在推广装配式建筑过程中，我省坚
持一手抓城市，一手抓农村。

为此，我省较早的开展了装配式建
筑的试点示范工作，确定了石家庄、保
定、唐山、邯郸、秦皇岛等5个试点城
市和石家庄平山、邯郸涉县、唐山丰润
等22个试点县。

在城市中重点抓沧州福康家园公租
房、唐山市浭阳新城、保定市香邑溪谷、
未来城，秦皇岛市青年周转公寓等项目，
目前全省在建装配式建筑546万平米，
其中装配式混凝土建筑300万平方米，
钢结构246万平方米；在农村，截止
2017年8月，全省共落实装配式结构及
其他新型结构农村低层住宅6250户，
建筑面积94.04万m2。 沧州福康家园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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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建筑质量开展试点示范

上月住建部公布了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地，我省的石家庄、唐山、
邯郸3个城市被认定为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占示范城市总量的十分之一。三个城市对
本地区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出了更严的要求和更高的发展目标。

石家庄：主城区四区和省级试点县平山县政府投资项目采用装配式建设比例50%以
上。主城区四区和省级试点县平山县非政府投资项目采用装配式建设比例10%以上。
2018年至2020年，在全市范围内培育5个装配式建筑示范县；在现有国家、省产业化
基地基础上，再培育5个省级以上产业化基地、20个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

唐山：到2020年，全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超过30%；培育8家以上龙头企
业，20家配套部品骨干企业。到2025年，全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60%。 

邯郸：中心城区自2017年7月1日起，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30%以
上，2020年1月1日起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50%以上。中心城区之外
的县（市）2020年1月1日起，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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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吸引优势企业大大力培育市场

清华大学与河北丽建丽
筑、张家口建工集团开
展战略合作，致力于装
配式绿色节能住宅的技

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北京榆构提前谋划布局
京津冀三地市场，在廊
坊固安建设的河北榆构

已于15年投产

保定博鑫、石家庄曲寨
作为北京住总的构配件
生产基地，合作也在持

续推进

一是引进一批国内外装配式建筑优势企业，特别是促进京津两地企业与河
北企业展开合作，带动我省产业水平的整体提升。

河北榆构厂区内景（花园式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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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吸引优势企业大大力培育市场

二是引导支持本土企业做大做强

目前，河北省共有
预制构件生产企业53
家，其中预制混凝土构
件年设计产能120万立
方米，钢构件年设计产
能200万吨，木构件年
设计产能2万立方米。

构件厂的数量、生产线条数、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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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吸引优势企业大大力培育市场

在基地培育方面，上月我省的建设集团、合创

等14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占产业基地总数的十四分之一，同时为助力冬

奥会，推广农房节能改造冀北模式，在我省张家口

新近培育了两家产业基地，目前我省共有12家省

级产业基地。这些基地企业涵盖预制构件、建筑部

品、新型墙材、装备制造、集成房屋和市政设施等

多个领域。其中，石家庄的新大地公司和辛集的雪

龙公司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预制混凝土构件生

产设备制造企业，已有80余家企业100多条生产

线采用新大地的设备。 产业基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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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吸引优势企业大力培育市场

新大地设备 雪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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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京津冀三地合作建议

今年5月，河北、北京、天津三地的装配式建筑主管部门在北京召开京津
冀地区预制构件管理研讨会，谋划京津冀地区预制构件管理模式，但推动
装配式建筑在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既离不开管理部门的沟通协商，也
离不开企业间的交流合作。在此我对与会的企业提出几点建议：

1.优势互补。河北在土地和装备制造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北京和天津在技
术、资金方面实力雄厚，希望河北、北京、天津通过共建园区、基地等形
式实现三地企业的优势互补，各取所需、各展所长。

2. 差异发展。在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过程中，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难免有
所重合，但希望三个地区的企业在发展时各有侧重，谋求差异化发展，避
免过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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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京津冀三地合作建议

4. 产业联盟。希望设计企业、建材企业、构件生产企业、施工企业组建京津冀产业联盟，
便于产业上下游之间的衔接，促进同行之间的交流沟通，共同推动行业的整体进步。本
次会议的筹办为上下游企业的联通互动，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希望会议越办越好。

5. 稳中求进。现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制度的建立、技术的运用、产
业队伍的培养都在探索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特别关注建筑质量安全，按照住建部
“一体两翼”（“一体”指建筑体系的完善、成熟和可复制、可推广；“两翼”指以工
程总承包（EPC）模式承建装配式建筑和基于BIM技术的一体化设计。）的要求，坚持
用建筑的卓越品质赢得业内良好的口碑，以业内良好的口碑扩大市场占有量，以良好的
市场占有量激发企业的激情干劲，不断优化技术体系，形成良性发展模式。

3. 供需平衡。考虑到工程成本，预制构件的运输半径宜在200公里以内，所以企业应考
虑当地往年的建设量和现有预制构件厂的产能，不宜盲目扩张，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造
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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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京津冀三地合作建议

我中心采取多种方式、多种形式、多种途径，为企业搭平台，充分利用电
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利用展会等活动，提高公众对装配式建筑
以及相关企业的认知度。

http://www.heb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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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