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STRUCTION TIMES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0051 邮发代号3－82 每周一、四出版 www.jzsbs.com

中国建筑业产业报 2024年
8月19日
星期一

第4156期 本期8版中 国 建 筑 业 协 会 上海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管主办

本报讯 8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
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旨在健全重大项目后评价制度，规范项目
后评价工作，提高投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建立政
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
效机制，加强政府和企业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办法》明确，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核准或核
报国务院审批、核准的投资项目（不含境外投资、外
商投资项目）后评价，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的中
央预算内投资 （国债） 项目后评价工作，适用本办
法。项目后评价将选取有代表性的项目，在项目竣工
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定时间后，对比分析项目建成后的
实际效果与相关文件的主要内容，找出差距及原因，

提出评价意见和对策建议。
《办法》指出，国家发展改革委每年将聚焦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选取一定数量的项目开展后评
价，包括对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等有重大
支撑和示范意义的项目，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
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以及采用新技术、新工
艺等具有特殊示范意义的项目等。

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工程咨询单位应独立开展
工作，提交合格的项目后评价报告。项目后评价一般
应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包括逻辑框架法、调
查法、对比法等，并制定规范、科学、系统的评价指标。

《办法》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宗禾）

重大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发布

本报讯 近日，自然资源部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联合印发《关于学习运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厦门实践”经验 深入推
进新时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在8月14日自然资源部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生态修复司司长
王磊介绍，《意见》是今后一个时期生态
保护修复的顶层设计，着眼于当前及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生态保护修复的总体制
度性安排和工作布局，学习运用“厦门
实践”经验，分别从规划引领、源头治
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规范治理、
久久为功等方面明确有关政策、举措、
要求，共7个部分20条。

《意见》提出，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
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健全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建设

“大美自然”；建立健全源头保护和全过
程修复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全要素统筹推进
生态保护修复，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推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高水平保护支撑
高质量发展，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

王磊表示，《意见》强调6个方面的
“坚持”，包括强调坚持规划引领，构建
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格局；强调坚持源
头治理，强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全过程
生态保护修复；强调坚持系统治理，全
方位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
复；强调坚持科学治理，提升生态保护
修复基础支撑能力；强调坚持规范治
理，健全生态保护修复长效机制；强调
坚持久久为功，推动生态保护修复不断

迈上新台阶。
《意见》提出要“全方位、全地域、

全过程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对将生
态保护修复工作融入自然资源管理全过
程提出了具体要求。

自然资源部生态修复司副司长卢丽
华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新征程
上，自然资源系统要真正把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理念和行动，牢牢抓住资源使用
这个源头，把生态保护修复措施落实到
位。《意见》在以下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加强建设项目土地复垦全链条
管理。加强建设项目用地全程监管，督
促建设项目用地单位切实履行土地复垦
法定义务，确保“谁损毁、谁复垦”。加
强预防控制，优化能源、交通、水利等
建设项目的建设流程和施工时序，减少

土地损毁和生态破坏。推进土地复垦、
生态修复与项目建设统一设计、统筹实
施，实现“边建设、边复垦”。改进土地
复垦方案编报审查制度，增加生态保护
修复内容和措施，对建设占用导致重要
栖息地碎片化但未明确修建生态廊道等
生态保护修复措施的，不予通过方案审
查。通过上述举措，有效减少发展的资
源代价，使生态保护修复成为重大工程
建设的“标配”，让绿色生产方式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持
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二是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全
流程监管。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
管控，将生态保护修复要求体现在矿业
权出让合同签订、采矿权登记、开采过
程管理、闭坑管理等各环节，压实矿山
企业主体责任，确保“谁破坏、谁治
理”。优化矿山开采方式和开采设计。完

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报审查制度，推
动生态修复方案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矿山开采设计等紧密衔接、统筹实
施、严格落实。加强对矿山企业生态保
护修复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
失信联合惩戒力度。通过上述举措，切
实推动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全
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矿业绿色低
碳转型，助推我国矿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加强项目用海用岛各环节生态
保护修复。严格管控新增围填海和新增
用岛，切实加强用海用岛项目生态修复
事前论证和事中事后监管，督促落实生
态保护修复义务。经依法批准的用海或
用岛项目，应明确有针对性的生态保护
修复措施和促进生态化使用的措施。文
件明确提出，建立大陆自然岸线占用与
修复平衡制度，项目建设单位应修复形
成相应数量的生态恢复岸线，鼓励先修

后占，确保项目所在市 （或省管县） 大
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降低。海岸线修复
措施要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
实施。通过上述举措，最大程度减少涉
海工程对海洋和岸线资源的损伤和代
价，守住我国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提
升近海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拓展
人民群众的亲海近海空间，助推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在相关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推进
方面，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副司长、一
级巡视员邱天朝表示，将进一步稳定政策
预期，继续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
特别国债等渠道，切实加大对生态保护修
复重大工程的直接投入力度，支持各地
统筹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国际金融
组织贷款等渠道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
作，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将在项目审核
过程中予以重点支持。 （本报综合报道）

四部门出台生态保护修复顶层设计 加强建设项目用地全程监管

生态保护修复成为工程建设生态保护修复成为工程建设““标配标配””

本报讯 8 月15 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就2024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举行发布会。统计数据显示，1-7 月
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287611亿元，同比增长3.6%，比1-6月
份回落0.3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
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0%。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536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3% ； 第 二 产 业 投 资
98451亿元，增长12.5%；第三产业投资
183793 亿元，下降 0.7%。第三产业中，
基础设施投资 （不含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同比增长4.9%。其
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28.9%，航空
运输业投资增长 25.5%，铁路运输业投
资增长17.2%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
3.2%，中部地区投资增长4.5%，西部地
区投资增长 0.3%，东北地区投资增长
2.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
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在
发布会上介绍，1-7月份，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3.6%，比上半年有所回落，
主要还是受到极端强降水和高温天气制
约建筑施工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大项
目支撑作用依然比较显著，大规模设备

更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继续拉动投资
规模扩大。1-7月份，计划总投资亿元
及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7.6%，设备工
器具购置投资增长17%，制造业技改投
资增长10.9%，都保持了较快增长。

刘爱华表示，目前“两重”“两新”
等重大举措正在加快推进，未来随着超
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以及2023年政府增发国债
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加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将持续释
放。

当天，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2024年
1-7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1-7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60877 亿
元，同比下降 10.2%；其中，住宅投资
46230亿元，下降10.6%。

1-7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
工 面 积 703286 万 平 方 米 ， 同 比 下 降
12.1%。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491532 万
平方米，下降 12.7%。房屋新开工面积
43733万平方米，下降23.2%。其中，住
宅新开工面积 31684 万平方米，下降
23.7%。房屋竣工面积 30017 万平方米，
下降21.8%。其中，住宅竣工面积21867
万平方米，下降21.8%。

（本报综合报道）

国家统计局发布 1-7月经济数据

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9%

本报讯 8 月 15 日，“十四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示范工程——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6号保障性住房
项目完成首件模块吊装，标志着国内
首个在高密度城区建设的混凝土模块
化高层建筑正式进入主体模块施工的
关键阶段。

该项目由深圳安居集团旗下福田
安居公司投资建设，由中国建筑国际
集团旗下中海建筑有限公司和中建海
龙科技有限公司承建。项目总建筑面
积4.45万平方米，地下2层，地上30
层，高度接近百米，包含40平、70平
两种户型，可提供696套保障性租赁
住房，计划于2025年6月竣工。

去年6月，深圳安居集团旗下全
国首个高层混凝土模块化保障性住房
项目——华章新筑，仅用365天建成
交付，创造了“三个全国第一”。梅
林路6号保障性住房项目是深安居保
障性住房模块化建筑的 2.0 版本，采
用“箱模-现浇剪力墙体系”高层混
凝土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率先将墙
模作为剪力墙保护层厚度参与受力计
算，有效减轻建筑自重。

在设计端，该项目将建筑整体拆
分为 800 个模块，1-2 个模块拼成一
套保障房，集成了厨房、客厅、卧
室、卫生间及阳台等功能区；在工厂
端，重点完成模块单元的结构、水

电、装修等大量工序，制造精度达到
毫米级，并运用信息化手段，“一户
一码”，确保各项验收工作流程完
整、信息准确、可追溯；在施工端，
使用多种建筑机器人和智能塔吊操作

系统进行精细化组装，积极探索模块
化建筑技术与智能装备的协同，推动
建筑产品更为标准优质，施工过程更
为绿色低碳，极大程度降低了施工对
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靳承宇）

“ 搭 积 木 ”式 建 房 版 本 升 级

国内首个高密度城区混凝土模块化高层建筑开始吊装

本报讯 8 月14 日，中国政府网发
布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 （2021—2035 年）》（以下简称 《规
划》） 的批复，原则同意自然资源部审
查通过的《规划》。

批复指出，《规划》是天津市空间发
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规
划》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发挥全国先进制造研
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
新运营示范区等功能，建设改革开放先
行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天津篇章。

批复要求，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
础。到2035年，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
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3倍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
使用面积下降不少于40%；除国家重大项
目外，全面禁止围填海。明确自然灾害风
险重点防控区域，划定洪涝、地震等风
险控制线以及绿地系统线、水体保护
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基础设施保护
线，落实战略性矿产资源等安全保障空
间，全面锚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

批复要求，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
国土空间体系。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为战略牵引，建立天津滨海新区与北京城
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协同联动协作机
制，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唱好京津

“双城记”。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港口网络体系建设，加强与山东半岛城
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协调联动，更好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批复要求，系统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统筹安排公共服务设施布
局，完善城乡生活圈，促进职住平衡；
合理布局与生活、生产空间相融合的蓝
绿开放空间系统，创造优良人居环境，
营造更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人民城
市。加快建设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和机
场群，完善多向联通、多式联运的对外
对内通道，提升中心城区绿色交通出行
比例，建设安全便捷、绿色低碳的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积极稳步推进“平急两
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防灾减灾
救灾设施区域布局，提高国土空间安全
韧性。统筹水利、能源、环境、通信、
国防等基础设施空间，加强各类空间复
合利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严
格开发强度管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统筹地上地下空间利用，有序实施城市
有机更新和土地综合整治。塑造城市特
色风貌，加强对城市建筑高度、体量、
色彩等空间要素的管控引导，构建文化
资源、自然资源、景观资源整体保护的
空间体系。

（本报综合报道）

服 务 京 津 冀 协 同 发 展 和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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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峰 王冬银 王传武 王 旭
王纪洪 王志鹏 王 丽 王丽源
王 钊 王 杰 王 昊 王 畅
王建刚 王宇征 王晓蕾 王 祥
王逸辰 王 维 王 琳 王超峰
王 腾 王 镕 牛 鑫 仇承敏
方存进 方向农 方国俊 方 征
方雯蕾 方 舒 计孝龙 邓爱冬

左光云 石帅虎 石治荣 卢冬生
叶增姝 史中吏 史鹏飞 白海舰
乐昱廷 冯小刚 冯彩丽 宁叶子
皮 华 毕婧婧 吕青青 朱亚鹏
朱晓伟 朱钰萍 朱彩红 朱滨华
朱嘉琦 朱慧洁 任芝翠 向延昆
向欢欢 庄艺炜 刘小锋 刘 凡
刘立基 刘权华 刘宇太 刘 欢
刘志彬 刘 枭 刘春华 刘 恋
刘祥胜 刘满慧 刘 毅 闫 翔
许玉玲 许 洋 孙明峰 严中曾
苏志红 苏苗苗 李 瑛 李月玲
李玉兰 李丛笑 李志强 李学斌
李宗珊 李响伟 李桂芬 李晓丹
李黄英 李舒萍 李瑞超 李 鹏
李新滨 李 静 李霞欣 杨 帆
杨传运 杨江华 杨明俊 杨 贺
杨艳芳 杨益婷 杨海蓉 杨 梅
杨喜喜 肖淑娜 肖 瑶 吴文瑜
吴兴贵 吴 娜 何力杰 何 旭
何思雨 何祖强 何 清 何 赟

余志伟 谷 樱 汪小雄 汪杜娟
汪海涛 汪德云 汪德利 沈 云
沈文杰 沈永维 沈 玮 迟云飞
张 伟 张 婷 张 薇 张小鹏
张广军 张 文 张亚东 张 帆
张华先 张丽君 张诗曼 张玲玲
张勋桂 张秋雨 张振光 张恩泽
张 峰 张悦翠 张婷婷 张 震
张 墨 张璐璐 张耀元 陆云玮
陆陈红 陆盼盼 陆敏锋 陈巧云
陈 争 陈 利 陈苗苗 陈贤强
陈宗虎 陈晓东 陈玺龙 陈基民
陈情情 陈博林 陈 景 陈富娇
陈嘉伦 邵海莲 邵萱婷 武新才
林 洁 易 晓 罗初建 金 伟
金 锋 周宇翔 周 娟 周 晗
周 旋 郑传海 郑建军 郑恩梅
屈丹妮 孟 娜 孟海朝 孟 静
赵成颖 赵洪虎 赵娴颖 赵 燕
胡 伟 胡 杰 胡晓曼 胡 清
胡新锋 柳长兵 侯仕良 侯礼进

俞晨怡 俞 雷 施 洋 姜玉峰
秦 陈 聂亚平 贾天阳 贾 娟
夏玉梅 夏 亮 顾明敏 顾继萍
钱传健 钱胜君 倪修龙 徐 干
徐迎华 殷小龙 高东城 高仕红
高 杰 高 炼 高晓飞 高钰婷
高盛唯 高攀飞 郭 健 郭文强
郭初雄 郭 辉 唐小刚 陶俊芳
桑胜文 黄士勇 黄 岩 黄美玲
曹旎琼 曹 寅 曹 斌 崔 宏
康家圣 章云峰 彭 鹏 彭光淑
彭 阳 彭 晶 葛李威治 董伟康
董彦辰 蒋 波 蒋晓丽 蒋徐娟
韩 哲 韩锡涛 程 仟 程姣姣
程 艳 程 露 焦红旗 焦 洋
焦爱丽 舒立功 鲁 琳 游启涛
谢 艺 谢树立 谢敬军 谢 鹏
虞 舒 路文凯 鲍桂喜 解梦晓
蔡叶鸣 蔡旭红 蔡朝阳 蔡 蕾
蔺进士 滕 凌 潘思名 燕贵明
薛亚良 戴莉琳 魏金尧 魏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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