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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造房革命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韩洁 王镜
茹）你能想象一栋二层精装别墅从
拔地而起到拎包入住所有工作都可
以在工厂事先完成吗？你愿意入住
冬暖夏凉的“原生态”房屋么？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
断涌现，这样的建筑畅想已不再是
设计师笔下的美好蓝图，它正悄然
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我们脑海中

“明日之家”的雏形。
记者在第14届中国住宅博览

会上看到，一座140平方米的二层
房屋被分为6个模块，建筑工人操
作起重机进行现场拼装，先拼装一

楼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随后拼
装二层观景露台、卧室和多功能
房。不到3个小时，一座家具齐全、
随时可拎包入住的二层精装别墅就
出现在人们眼前。

“这种新材料房屋在建造之前
已经在工厂内完成了设计、制作和
组装等过程90％的建房工序，只需
要在现场进行后续配装工作，这样
既避免了施工现场污染环境，又大
大降低了建筑成本，实现了流水线、
标准化生产。”该项目负责人、卓达
房地产集团副总裁刘进武说。

刘进武说，这座二层楼房为钢

框架结合轻钢结构，外立面采用一
种新材料外墙装饰板，内部装修采
用一种“会呼吸”的装饰板材，新材
料重量只有传统建材的三分之一，
但抗震性更高。

刘进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采
用这种模块化方式搭建房屋，可以
节省工期，降低综合成本 20％以
上。以展会上搭建房屋为例，每平
方米造价3000元至3500元左右。

绿色建材的出现势必会引发整
个建筑业的革命。实现住宅产业现
代化，绿色建材行业要先行。绿色
建筑应该围绕绿色建材的使用全面
展开。

住博会上的亮点之一是被动式
低能耗房屋，这是建筑全寿命期内
最节能的建筑，也是最健康舒适、有
良好居住环境的房子。

被动式住宅起源于20世纪90
年代的德国金融中心法兰克福。这
类住宅使用超厚的绝热材料和复杂
的门窗，主要通过住宅本身的构造
形成高效的保温隔热性能，并利用
太阳能和家电设备的散热为居室提
供热源，减少或不使用主动供应的
能源，即便是需要提供其他能源，也
尽量采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

“被动房代表了我们未来居住
的理念——夏天不需要空调，冬天
不需要暖气，即便在寒冷的东北室
内也能舒适宜人。尽管和国外相比
我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令人可
喜的是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
步。”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处长张小玲说。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韩洁 王镜
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王宁在
此间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住宅博览会
上说，我国正酝酿在国家层面研究出
台推进住宅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和

“十三五”规划。分析人士称，这意味
着未来五年我国住宅产业化或将迎来
爆发式增长，将有更多中国建筑如“搭
积木”般建成。

为期三天的中国住博会9月11日
落下帷幕，近400家企业，包括开发、设
计、施工、生产、设施设备制造、信息技
术、新能源等全产业链企业聚焦住博
会，全方位展示住宅产业化和绿色、低
碳、节能、环保的新技术、新产品。据
初步统计，全国建设行业主管部门负
责人和企业家、专家学者等专业观众
和消费者近4万人参观展会。

无论是用工厂流水线生产的墙体、
楼板、楼梯、厨房和卫生间等构件和模
块现场拼装的房子，还是无需空调暖
气自身会“呼吸调温”的“被动屋”，各
种新式住宅样板亮相本届住博会，展
示出国内住宅产业的新气象。

这种“搭积木”般的盖房模式，用专
业术语来说就是住宅产业化。形象地
说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住宅在未来的
建造过程中就像生产汽车一样，将住
宅部件和构件交由不同专业工厂进行
生产，然后运送到建筑工地进行组装搭建。这样一来
就可以大大减少过去现场浇注方式带来的污染、噪音、
浪费以及各种质量问题，不仅可以提高建设效率，节省
人力，更有利于全面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和品质，是未来
建筑业发展的方向。

王宁说，我国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从1999年开始
起步，“十二五”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新开工的产业化建筑
面积1200多万平方米，2014年新开工产业化建筑面
积超过2000多万平方米，2015年计划新开工面积有
望超过3000万平方米，实现了每年增加千万平方米
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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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时拼装出一栋二层精装别墅：

“明日之家”悄然走近人们生活

整栋房子在工厂流水线上
“生产”、钢筋混凝土建筑变身
“拼插住宅”、无需空调暖气“生
态屋”可自主实现冬暖夏凉……
9月11日闭幕的第十四届中国
住宅博览会上，这些看似建筑业
的“童话”正在成为现实。

住宅产业化代表着一个国家
建筑技术的进步程度。从昔日土
瓦房、手工砌砖房、半机械盖房，
到今天流水线上“生产”房子、搭
积木式盖房子、被动房，伴随中国

经济转型快速兴起的住宅产业化
革命正在改变你我居住。

未来住宅：能像造汽车一样
造房子吗？

利用工厂里事先“生产”的墙
体、地板、承重墙、屋顶、卫生间等
预制构件和模块，3个小时现场
搭建完成一栋两层精装修别墅、
4个小时完工一栋70㎡的木结构
样板房……本届住博会上，当参
观者亲眼见证这些奇迹时，很多
人感叹“造房子也能像造汽车一
样在工厂流水线生产”。

“这看起来像童话，但实际在
中国已经发生。”从事建筑设计30
多年的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总建筑师刘东卫带来了他主导设

计的“百年住宅”模型，这个连精
装修的卫生间都是在工厂流水线
上“生产”的模型，如今已在北京、
上海等地都建立了示范小区。

聚焦住宅产业化的中国住博
会上，展厅中央的“明日之家”四
个大字格外显眼。展示牌下面，
四套现场搭建的样板房展示着中
国建筑的未来：“合家欢”主题瞄
准老龄化、空巢、留守儿童等社会
弱势群体整合技术；钢结构集成
住宅打出“抗震性能优越”的特色

牌；工业化装配式集成房
屋展示不同方式的“搭积
木”盖房模式；被动式低能
耗房屋处处展现“节能舒
适”的住房理念……

据介绍，目前全国已
有北京、上海、江苏、河北、
合肥、长沙等30多个省份
或城市陆续出台了推进住
宅产业化的政策文件，并
在土地、金融、财税政策以

及工程建设管理等方面给予扶
持。如北京市明确要求新建10
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要百
分之六十按照产业化的方式来进
行建设。

居住安全：工厂里“生产”的
房子敢住吗？

“搭积木”式盖房子，一个不
可忽视的技术是预制混凝土构件
的引入。

预制混凝土构件是发达国家
房地产开发的主流，简单说采用
设计标准化、生产工厂化、施工装
配化、装修一体化、管理信息化，就
是“像造汽车一样的造房子”，将房
屋分解为多个模块在工厂加工成
半成品，运到工地现场像搭积木

一样安装成高度稳固的房子。
但很多人担心，拼插起来的

房子安全吗？能建成高楼吗？
在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展台

展现的试点模型都有高楼大厦。
业内人士说，相比传统现场浇筑
混凝土的湿作业模式，工业化生
产的住宅施工速度快，品质也有
保障，能彻底解决空鼓裂缝等常
见质量通病，而且在形成产业链
之后人工成本更低。

住建部副部长王宁说，对部
分项目实测数据显示，产业化项
目在施工过程中相比传统方式
可节约木模板80％左右，现场节
水、减少砂浆浪费、大幅度降低施
工噪音、减少建筑垃圾，在节能、
节材、节水和减排方面成效明
显。

不用凿墙就可以维修管线的
新型墙体、兼具安全与舒适的新
型抗震技术……亮相住博会的
各种新材料、新技术显示，住宅产
业化对建筑节能和品质提出了更
高要求。

业内人士说，产业化方式建房
子需要全产业链形成一个整体，但
目前我国在设计、构建生产、施工
安装过程中，各个环节还是以传统
的条块分割，缺乏系统集成，难以
发挥全链条的整体优势。

王宁说，建筑业是我们国民
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与
钢材、水泥、木材、玻璃、五金等
40多个行业密切相关。2014年
全社会建筑业的增加值已经达到
约4.4万亿元，在GDP的比重已
经达到7.03％，住宅产业化正加
速中国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建筑质量和品质。

全面推开：住上这样的
房子还要多久？

虽然我国产业化生产
的建筑面积增长很快，但
在全部建筑面积中的占比
仍仅为个位数，相比发达国家高
达60％到70％的产业化建筑比
重，全面推开“搭积木”式盖房子
在我国依然任重道远。

专家说，和世界先进国家相
比，国内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仅
以节能门窗为例，我国整体技术
落后德国10到25年。

“产业化人才队伍能力严重不
足。”王宁说，建筑设计单位会做产
业化项目设计的单位很少，有技
能、懂装配的建造工人比例更少。

此外，相对于一些试点项目
的发展，我国现有与产业化相关
的标准规范也有待完善，市场监
管体制也亟须跟上。

王宁说，下一步国家层面将加
快研究出台推进住宅产业化发展
的指导意见和“十三五”发展规划，
全面指导住宅产业化的发展。数

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累计
新开工产业化建筑面积1200多万
平方米，2014年新开工产业化建
筑面积超过2000多万平方米，今
年计划新开工面积有望超过3000
万平方米，实现了每年增加千万平
方米的发展速度。

同时，加强科技创新，推广成
熟可靠的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
健全相关标准规范，探索工程总
承包模式，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
质量追溯体系。

种种迹象显示，在我国加快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住宅产业
化无疑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
期。未来，从最初设计、建筑施工
到内部装修的全流程工业化和产
业化新技术和新理念的不断发
展，必将让更多居民住上低能耗、
高品质、更长寿的宜居住宅。

“搭积木盖房”将如何改变你我居住
■新华社记者 韩洁 王镜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