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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位院士齐聚 2017 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 

共同探寻我国钢结构产业未来发展之路 

2017.02.18 

 

      25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16位国家部委、学协会领导 

      35位国内顶级技术专家 

      20位企业家代表 

      齐聚堪称中国钢结构领域的“达沃斯论坛”— 

      2017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 

      共同探寻我国钢结构产业未来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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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8 日，由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中国钢结构协会主办，重

庆大学、清华大学、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的“2017中国钢结构发展

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高峰论坛堪称中国钢结构领域的“达沃斯论坛”，

汇聚了业界顶尖人物和中坚精英，来自国内相关领域的 25位中国工程院院院士，

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建部、交通部等政府相关部门领

导，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及知名钢铁企业、建筑企业代表，共聚一堂共同探寻我国

钢结构产业未来发展之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教授周绪红作主题发言 

 

  



 
 

2017 年中国钢结构发展 

高峰论坛成绩 

在成功举办“2016 年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取得丰硕成果及中国工程院提

出“关于在结构工程中大力推广应用钢结构的院士建议”，并对我国钢结构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基础上，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学部，中国钢结构

协会再次隆重主办“2017年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共同探讨解决钢结构装

配式建筑和钢桥梁应用发展中最关键的落实和深化问题，研讨政府、行业及上下

游企业如何尽快进入角色，推动装配式建筑向纵深发展。本次高峰论坛主要围绕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钢结构桥梁建设与推广、中国钢结构发展基金设立及框架

协议签署”等议题展开研讨，通过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联合广大业

界同仁及钢结构用钢生产与使用企业，与政府主管机构共同致力于钢结构技术的

推广，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行业发展方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聂建国作主题发言 

 

与会院士专家学者围绕本次论坛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达成了

论坛共识： 

 

一、 发展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思路和措施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

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的目标，装配式钢结构和组合结构建

筑作为最有利于发展装配式建筑的主要结构体系，争取占装配式建筑比例 1/3，

使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建筑的占比从目前不足 1%，提高到 10% 。 

 

但是，目前在发展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特别是住宅建筑方面，存在着体系、部品部

件、产业化等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提出以下倡议： 

 



 
 

1、建立钢结构建筑体系认证制度和研发与成果转化平台。对现有的装配式钢结

构建筑特别是钢结构住宅体系进行梳理和评估，由政府和行业协会进行权威认证，

并颁发认证标志，对于获得认证的体系，按照成果转让方式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 

 

2、建立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部品部件认证制度和产品配送网。对现有的装配式建

筑部品部件，包括通用钢构件、预制围护构件、减隔震构件、整体厨卫、水电管

道系统、防护体系等由政府和行业协会进行权威认证，并颁发认证标志，纳入国

家级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网，实现网上配送服务。 

 

3、编制与强制性国家标准衔接的团体标准和图集。在现有国家标准基础上，结

合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的特点，由行业协会组织编制与强制性国家标准相配套的系

列团体标准和图集，以满足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发展的市场需求。 

 

4、成立中国钢结构发展基金会奖励设计和创新人才。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由中

国钢结构协会联合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重

庆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发起成立“中国钢结构发展基金”，重点奖励和资助对

我国钢结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及团队，特别是设计人员、科研人员、高校

师生、钢结构大师以及钢结构工匠等，促进钢结构持续人才队伍的建设。 

 

二、 发展钢结构及组合结构桥梁的思路和措施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钢结构及组合结构桥梁的应用比例不高，特别是在中小跨

径桥梁中，钢结构及组合结构桥梁占比不足 1%。为此，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大力

推进钢结构及组合结构桥梁建设，提出“到‘十三五’时期末，公路行业钢结构

桥梁设计、制造、施工、养护技术成熟，技术标准体系完备，专业化队伍和技术

装备满足钢结构桥梁建设养护需要。新建大跨、特大跨径桥梁以钢结构为主，新

改建其他桥梁钢结构比例明显提高。”的总体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钢结构桥梁已暴露出钢材用量偏大、造价偏高、现场焊缝量偏多、

连接构造复杂、现场施工难度偏大、施工维护费用偏高、耐久性不足等一系列问



 
 

题，亟需深入剖析原因，集中力量突破制约我国钢结构桥梁推广应用的机制体制

与关键技术难题。为此，提出以下倡议： 

 

 

1、建立国家层面推广钢结构及组合结构桥梁的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由交通运输

部牵头，发改委、住建部、工信部、铁道总公司以及相关行业协会参与的钢结构

及组合结构桥梁推广应用工作协调机制，协调组织开展与钢结构及组合结构桥梁

相关的科技攻关、标准制定、政策引导以及示范工程建设，全面提升我国钢结构

及组合结构桥梁的技术水平与应用水平。 

 

 

2、形成标准化钢结构及组合结构桥梁体系并建立认证制度。大跨径桥梁优先选

用钢结构或组合结构体系，量大面广的中小跨径桥梁优先选用组合结构体系。对

于成熟的体系由政府和行业协会进行权威认证，并通过标准图集方式进行推广应

用，力争到 2020年，我国新建桥梁中钢结构及组合结构桥梁占比不低于 10%。 

 

 

3、健全桥梁结构方案的论证决策机制，加紧推进“设计-施工-维护”一体化总

承包。推行真正的顾问制度，加强桥梁结构方案阶段的科学论证，实现桥梁结构

的“优化设计”。通过加速推进“设计-施工-维护”总承包等先进制度建设，使

方案阶段全生命周期桥梁结构方案的综合性能比选成为可能，为钢结构及组合结

构桥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4、加强钢结构与组合结构桥梁技术的原始创新，建立新理念、新成果、新技术、

新材料转化应用的激励保障机制。钢结构及组合结构桥梁的技术创新应以充分发

挥其独有优势、克服其固有缺陷为核心目标，建立创新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从

而推动钢结构桥梁技术不断创新，提高工程质量，降低能耗和工程费用，加快建

造速度。 

 



 
 

 

门庭东风千里传，广厦诚颂千秋欢。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关键所在，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未来，相信在国家

建筑技术政策指引下，在广大业界同仁的努力下，中国钢结构事业的发展将迎来

蓬勃发展及跨越式飞跃的辉煌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