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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2013 年 1 月 1 日，国务院发布的

《绿色建筑行动方案》中明确指出，要

以绿色建筑行动来切实转变城乡建

设模式和建筑业发展方式。 这是一个

机遇，千载难逢！ 中阳建设集团立足

自身转型发展， 秉着一份社会责任，

投上亿元巨资，着手研发并投入生产

新型绿色建筑材料———新型建筑塑

料复合模板，不经意间，成为江西、乃

至全国绿色工业的示范企业。

顺势而为，引领行业创新

我国林木资源缺乏，人均森林面

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而

木材消费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

长。 据专家预测，到 2020 年国内木材

供需缺口将达到 3 亿—3.5 亿立方

米。 与此同时，我国塑料年产量超过

2000 多万吨，居世界第二位。 每年产

生的废旧塑料在 240 万吨—480 万吨

左右。 找到一种经济有效、规模化回

收利用废旧塑料的方法，来降低或消

除塑料制品对环境的潜在危害成为

必要。

2005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多

项鼓励发展木材节约和代用及再生

资源回收的政策。 2008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的施行，标

志着我国循环经济进入法制化管理

轨道。 2011 年，国家发改委在《“十二

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中明确

要重点开发和推广废塑料回收再生

制品。

建筑行业是我国工业部门木材

消耗的第一大用户。 据统计，建筑行

业使用的木材总量占工业部门木材

总消耗量的 70%以上。 每年建筑施工

模板消耗木材约为 400 万立方米（相

当于 3.3 亿平方米 12 毫米厚的木胶

合模板木材用量）。 建筑模板工程一

般占混凝土结构工程造价的 20%～

30%，用工量的 30～40%，工期的 50%，

模板技术直接影响工程建设的质量、

造价和效益。

中阳建设集团顺势而为、敢为人

先，认准模板创新主攻方向，与科研

单位通力合作， 在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和资金后，终于研制成功新型建筑

塑料复合模板，成为继木模板、钢模

板和竹木胶合模板三大传统模板之

后的新一代混凝土模板。

2014 年底，中阳建设集团编制的

国家行业标准《建筑塑料复合模板工

程技术规程》通过住建部审查并正式

发布，此举一方面确定了中阳在业内

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产品在全

国范围推广应用打下扎实基础。

经济实用，抢滩绿色蓝海

中阳建筑塑料复合模板以 PVC

废料作为主体材料，利用农作物秸秆

和木屑边角料加工的木质纤维、轻钙

等为填料， 并添加各种助剂改性，共

挤发泡成型，使用效果可以完全替代

传统的木模板和竹、 木胶合模板，达

到国内模板行业顶尖水平，打开了绿

色建材市场一片蓝海。 与其他模板相

比，建筑塑料复合模板集环保、耐用、

成本低廉、易维护、施工简便等功能

于一身，具备诸多创新，包括：自重轻

（密度仅为 0.60 克/立方厘米—0.70

克/立方厘米），可塑性强，表面光滑，

无需脱模剂，脱模效果好。 光面模板

可以做清水墙面， 减少粉刷厚度，同

时，还可通过压纹工艺制成“麻面”，

形成各种使用效果。 其安全性能好、

防火性能优异、绿色环保无污染。 生

产及使用后的废料及边角料可以全

部回收再利用，既大量节约了木材资

源，又充分利用了废弃塑料，生产过

程无污染，能耗低，完全符合我国循

环经济的发展方向，是极好的绿色工

业示范项目。

从使用成本与其他模板对比来

看，以每平方米 12 毫米厚模板为例，

建筑塑料复合模板市场价格为 90 元/

平方米， 周转次数≥25 次， 单次成

本≤3.6元/平方米， 低于全塑木板的

6元/平方米、 竹胶板的 5 元/平方米、

木模板的 4.8 元/平方米、钢模板的 10

元/平方米。 产品综合质量最佳，单次

成本也最低，综合效益最好。

拯救森林，倡导低碳工程

塑料建筑模板在世界各工业发

达国家都进行了很好的应用，并拥有

很好的发展前景，这不仅是因为其产

品本身的优异性能，更重要的是其对

资源可循环利用和对环境保护所作

出的重要贡献。

中阳建设集团对该项目的投资

生产， 按项目一期建设三十条生产

线，年产厚度 15 毫米、540 万平方米

塑料复合建筑模板计算，年产模板为

8.1 万立方米， 按 1 立方米模板可节

约原木 3 立方米计算，即年节约原木

约 24.3 万立方米， 按每公顷森林约

84 立方米原木计算， 可节约 964 公

顷的森林面积，社会效益明显。为此，

江西省住建厅专门召开了全省推广

大会， 要求在江西全省范围进行推

广。

在全国倡导“低碳生活”、“节约

型社会”的今天，推广应用塑料建筑

模板，“以塑代木”、“以塑代钢”，既是

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重要创新力量，

更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

有效的举措，对发展绿色工业具有重

要的示范作用。

张玲

彭彤 何淳勇

“江西建设”品牌已享誉全国，并走向海外。近年

来， 江西省住建厅和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积极为本省

建筑企业巩固和拓展省外、 境外市场提供指导和服

务，支持建筑企业加快“走出去”发展的步伐；同时会

同商务部门明确了鼓励和推动建筑业企业加快“走

出去”发展的工作目标、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建筑

企业申请对外经营资格， 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

合作，努力打造海外“江西建设”品牌，取得良好成

效。

据了解，早在 1993 年，江西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在埃塞俄比亚树立了两座丰碑，分别是“中非合作论

坛”徵标雕塑纪念碑和非盟纪念碑，这两块耸立在亚

的斯亚贝巴市中心的丰碑已成为当地的地标之一。

此后，在房建、水利、铁路、公路建设领域，“江西建

设”的身影越来越多，影响力也与越来越强。

目前，“江西建设”已遍布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

区，在非洲、亚洲、南美等地区有着一批标志性建筑，

品牌效应也在国际市场得到进一步显现。数据显示，

2014 年全省新批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27 家， 目前共

有 103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累

计完成营业额 28.5亿美元, 增长 25.5%， 比 2013年

提升 2.1 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 13 位，增幅居全

国第 6位。 （何淳勇）

江西建筑业的新常态

1 月 20 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14 年全国经济运行情况。 初步核

算，2014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 176713

亿元，同比增长 10.2%，增速自 2010

年以来持续下滑， 较同期增幅下降

5.9个百分点，创近 16年来增速新低。

为避免经济过快放缓，虽然政府已经

实施了一系列微调措施，但业内人士

看到这些数据都不禁忧心忡忡。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审

时度势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新常态

下经济发展速度必然要下降，结构调

整必然有阵痛，建筑业的发展与国家

经济走势变化休戚相关，必然要主动

地适应且积极调整。

新常态下建筑业发展呈现出新

特点，首先是发展增速放慢。 建筑业

依赖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高速

增长已经成为历史，企业追求规模效

益的时代已经结束，产业的供求矛盾

将更加突出；其次，行业无序竞争的

局面正在扭转，市场回归理性，企业

将面临诚信与严管的新考验； 再者，

企业在转型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商业模式与服务内涵将逐步发生变

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占据越来越重

要地位。

建筑业主动适应新常态应在转

型商业模式，扩大服务内涵，增强自

主创新的动力方面做出努力，寻求突

破。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建筑行业的

一次历史机遇，建筑企业应抓住这次

机遇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过去企业

大都是围绕规模跨领域的去调整经

营结构，殊不知在总量减少的情况下

这种做法是徒劳的。 新常态下，企业

要将注意力转向自主创新，跟踪消费

新动向， 寻求建筑服务新的增长点：

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采取 PPP 或

BOT 的模式，提高资源汲取与分配的

效率; 在旧城和房屋改造中提供便捷

的维修改造、功能提升等新的服务项

目; 在项目建设中提供技术咨询与代

建服务等。

新常态下重视建筑物全寿命周

期的管理是一个研究方向。 目前国家

在建筑物资源管理中存在着诸多浪

费，究其原因是不动产的管理体制存

在着一定的问题。 大型建筑企业要将

经营的触角逐步地伸向设计、 维修、

维护、运营、改造等多个环节，向社会

提供更人性化的建筑产品，提供建筑

物管理的增值服务，从而获取增值利

润。 从规模效益向质量效益转变，提

供高品质的服务。 目前好的工程质量

只是表现在部分的优良产品上，仅以

渗漏为例，50%以上的工程都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隐患。 信誉企业的

质量提升就是要提升全部产品的品

质，提升所有工程细部的品质，相信

社会最终会认可“优质优价”的原则。

在新常态下建筑领域资源节约

和节能减排越发重要，作为施工企业

来说， 要更加注重建筑全寿命周期，

注重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的推广

和应用，最大程度的节约资源，减少

能耗，实现节能、节地、节才和环境保

护。 因此在超低能耗绿色建筑、绿色

施工、智能建筑等方面上寻求突破是

未来建筑行业主动适应新常态的重

要方向，建筑企业在绿色建筑与施工

中将有所作为。 绿色施工将考验企业

新的技术进步，节能环保服务将提升

企业新的竞争能力，是主动适应新常

态的积极表现。

建筑业正值发展阵痛期

与转型机遇期

继 2012 年江西省政府首次召开了全省建筑产

业发展大会，出台了《关于加快建筑产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之后，有官方数据显示，江西全省建筑业总产

值从 2011 年超过 2000 亿元， 到 2013 年超过 3000

亿元，2014 年达到 4122 亿元，增幅连续三年居全国

前列，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

据省建协介绍，2014 年江西省新增特级建筑企

业 2家，一级建筑企业 58 家，二级建筑企业 183家。

全省建筑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稳步上升，达到

6%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建筑业支柱产业地位

得到巩固。 （张玲）

江西建筑业

总产值增幅连续三年居全国前列

自 2013年起，江西全省城镇新建建筑设计阶段

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比例达 100%， 施工阶段执行

节能强制性标准比例达 98%。 同年江西出台了《江

西省发展绿色建筑实施意见》，成立省绿色建筑评价

标识机构，制定完善了《江西省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

理办法（试行）》、《管理细则》、《评价标准》，组建了专

家库。 这一系列举措，让江西建筑业逐步走向绿色、

节能、环保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让“江西建设”的节

能减排成就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新亮点。

据介绍，为推动绿色建筑科技创新，江西加强研

究应用推广工作， 进一步完善符合江西气候特点的

绿色建筑地方规范和标准， 鼓励研发和应用绿色建

筑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努力提高工程技术管理

人员的水平。 同时，还严把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监

理、验收关。 对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设计，但

未取得国家、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绿色建筑备案

的项目，不得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备案，不得办理工

程质量监督手续，不予核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对

应当进行竣工能效测评及检测但结果未能达到相应

标准的项目，不得组织竣工验收。对达不到建筑节能

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建筑， 不允许投入使用并强制进

行整改，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单位和人员进

行严肃查处。 （路俊华）

绿色建筑成为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新亮点

近年来，江西省建设系统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认真落实《关于加快建筑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推动全省建筑产业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

面对新常态、新形势，江西省住建厅提出，以建

筑业“发展升级”为主线，强化“三个服务”，即服务建

筑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发展； 服务建筑企业改革创

新、做强做大；服务建筑企业开拓市场，“走出去”发

展。 努力实现“三个提高”，即提高建筑业科技水平，

提高工程质量管理水平， 提高企业职工队伍水平。

（何淳勇）

江西住建厅强化“三个服务”

实现“三个提高”

一家建筑企业“拯救万顷森林”的战略践行

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抚州市委书记龚建华，抚州市

市长张和平等领导到中阳建设集团考察

建筑业主动适

应新常态应在

转 型 商 业 模

式，扩大服务内涵，

增强自主创新的动

力方面做出努力，

寻求突破。 新型城

镇化建设是建筑行

业的一次历史机

遇， 建筑企业应抓

住这次机遇寻求新

的经济增长点。

“走出去”成江西建筑业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