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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政策背景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拥有两个支柱：

一个是建筑业，另一个是房地产业。

两个支柱2022年增加值合起来占GDP的13%，把

两根柱子稳住，对稳定经济大盘有重要意义。

第一个要稳住建筑业

因为建筑业量大、面广、用人多。2022年建筑业

总产值31.2万亿，增加值8.3万亿，占GDP的6.9%。

从业人员超过了5200万，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

业岗位。我们要用科技赋能建筑业，推动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让建筑业发挥出“促投资、稳增长、保

就业”的重要作用。

住建部部长倪虹在2023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
答记者问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信部、

生态环境部、能源局等多部门都陆续印发了支持建筑行业

的发展政策和指导意见，包括：

• 《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

• 《“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

• 《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

• 《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的

意见》

• ......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政府管理政策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建筑业目前处于向建筑强国迈进阶段，整体政策主要围绕建筑业信息化、绿色建筑、智能制造等高质量发

展设计和实施。



《“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

1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十四五”

建筑业发展规划》。这部规划主要阐明“十四五”

时期建筑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和主要

任务，是行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规划》明确七大主要任务，包括：

• 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 健全建筑市场运行机制；

• 完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

• 培育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 完善工程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 稳步提升工程抗震防灾能力；

• 加快建筑业“走出去”步伐。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

生活服务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家先关政策，推进基于信息化、数

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接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

补齐居住社区服务短板，推动物业服务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生活服务需求，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七、推动设施设备管理智能化。提高设施设备智能管理水平，实现智能化运行维护、安全管理和节能增效。通

过基于位置的服务（LBS）、声源定位等技术，及时定位问题设备，实现智能派单，快速响应，提高维修管理

效率。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对消防、燃气、变压器、电梯、水泵、窨井盖等设施设备设置合理报警阈值，动

态监测预警情况，有效识别安全隐患，及时防范化解相关风险。监测分析设施设备运行高峰期和低谷期情况，

科学合理制定设备运行时间表，加强节能、节水、节电控制，有效降低能耗。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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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建筑智能化发展阶段



全国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11979.84 亿元

同比增长6.45%。

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建筑业企业143621个，比上年增

加14875个，增速为11.55%。

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8914个，比上年增加1088 个，

占建筑业企业总数的6.21%，比上年增加0.13个百分点。

我国建筑业市场规模



从中国建筑信息化市场规模来看，市场规模逐年上升。据相关

数据统计，2021年中国建筑信息化行业市场规模约为381.0亿

元，预计2025年市场规模达到806.8亿元。

2015-2025年中国建筑信息化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渗透率（建筑信息化投入占建筑总产值比重）方面
我国建筑业工业化、信息化水平仍较低，2021年行业渗透率
约为0.13%，远低于发达国家1%的平均水平，同时低于国际
平均水平0.30%。

2011-2021年中国建筑信息化行业渗透率情况

建筑信息化市场规模



建筑信息模型（BIM）是实现数字建筑的重要手段，从全球

建筑数字化市场规模来看，2020年全球BIM行业市场规模达

到55.8亿美元，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达到133亿美元，

2020-2026年CAGR在15%左右。

2015-2026年全球建筑数字化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

随着渗透率持续提升，市场规模将继续增长，预计2025

年我国市场规模可达670亿元，2020-2025年CAGR达

41.3%。

2016-2025年中国建筑数字化行业市场规模情况

建筑数字化市场规模



建筑设备市场规模

建筑设备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给水、排

水、采暖、通风、空调、电气、电梯、通讯及楼宇智能

化等设施设备。

一直以来，中国在全球建筑设备市场中占据主要地

位之一。数据显示，与欧洲、北美洲、日本、印度相比，

2014年中国以209.76千台的市场规模位居第一。2015

年至2018年，北美洲建筑设备市场规模超过中国，但北

美洲建筑设备市场规模增速下降，中国增速稳步上升，

2019年中国建筑设备市场规模将超过北美洲，达

169.38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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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



智能建筑 intelligent building

以建筑物为平台，基于对各类智能化信息的综合

应用，集架构、系统、应用、管理及优化组合为一体，

具有感知、传输、记忆、推理、判断和决策的综合智

慧能力，形成以人、建筑、环境互为协调的整合体，

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便利及可持续发展功能环境

的建筑。

来源：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50314-2015）

智能建筑定义



《 建筑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范》(JGJ/T417-2017)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建设完成后的正

式投入使用的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运行维护。

通用设施和软件系统

智能化集成系统

用户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布线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建筑智能化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

无线对讲系统

信息化应用系统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机房工程

能效监管系统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适用于建筑智能化集成系统的系统运行、系统维护、系统
维修和系统优化。
5.1.2 智能化集成系统运维的对象宜包括系统集成平台软件和被集成
子系统接口。

5.2 系统运行
5.2.1 应监控子系统运行状态。
5.2.2 联动控制命令发出后，应通过系统反馈或其他手段确认相关设
备联动执行情况。可根据系统实际运行情况，添加联动策略。
5.2.3 应统计分析水、电、气、冷热源的使用数据。
5.2.4 应分析出入口控制、视频安防监控信息。
5.2.5 应核查报警事件，分析报警原因，确保被集成子系统对报警事
件正确处理，并记录报警处理过程。
5.2.6 应统计或报表输出被集成子系统的报警事件。
5.2.7 发现故障应及时报修并进入维修排故流程。
5.2.8 应检查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存储状况。

5.3 系统维护
5.3.1 应每月现场核查相关设备联动执行情况，纠正和调整出现的偏
差。
5.3.2 应每月检查网关、链路等硬件装置的状况。
5.3.3 应每月检查被集成子系统接口传输数据的准确性及延时状况。
5.3.4 应每月检查运行数据备份情况，并备份系统配置。

5.4 系统维修

5.4.1 系统集成平台软件崩溃时，应恢复系统及其配置，导入备份数据，
并测试和调整系统参数。
5.4.2 系统集成平台软件报错或出现其他异常，可根据报错信息查阅软件

使用说明书，按其载明的故障处理方法维修。如故障属软件缺陷导致，应

记录故障时间和现象，并通知或协商软件提供商处理。

5.4.3 当子系统数据丢失时，可先检查数据链路和子系统运行状态，再检

查子系统与系统集成平台软件之间数据传输情况。

5.4.4 当数据链路故障时，应维修链路或网关。

5.4.5 当子系统与系统集成平台软件之间数据传输故障时，应重启传输服

务。

5.4.6 当系统故障诊断为子系统故障导致或引发时，应排除子系统故障。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检测智能化集成系统通信接口。
5.4.7 子系统传输的数据错误，可先检查时钟是否统一，再检查是否数据

堵塞或数据包错误，并应根据检查结果调校时钟一致；也可记录故障时间

和现象，重启系统和数据传输，并通知软件提供商作进一步处理。

5.5 系统优化
5.5.1 可逐步增加和调整联动策略。
5.5.2 可调整管理人员权限。
5.5.3 可调整数据的分类展示，美化和重组展示界面。
5.5.4 可调整运行参数，提升安全节能效果。

智能化集成系统 《 建筑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范》(JGJ/T417-2017)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16.1 一般规定
16.1.1 本章适用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系统运行、系统维护、系统维修和
系统优化。
16.1.2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运维的对象宜包括暖通空调监控系统、变配电监
测系统、公共照明监控系统、给水排水监控系统、电梯和自动扶梯监测系
统及能耗监测系统等。
16.1.3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节能及优化运行应能确保环境的舒适度和设备
的正常运行。
16.1.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运维宜包括现场控制设备、软件、现场传感器设
备、执行机构设备等。
16.1.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运维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
管理》GB 25201的规定执行。

16.3 系统维护

16.3.1 宜每月检查控制器工作状况，检查内置电池。

16.3.2 宜每月检查系统通信状态。

16.3.3 宜每季度验证控制逻辑或算法。

16.3.4 宜每季度测试系统联动。

16.3.5 宜每季度测检校正传感器和执行器。。

16.2 系统运行
16.2.1 应监控系统运行状态数据及建筑环境参数。
16.2.2 应实时检测系统设定目标的实现情况，人工调整纠正偏差。
16.2.3 应根据季节、气候、临时安排及特殊要求调整系统。
16.2.4 应根据系统数据、趋势曲线、能耗监测系统的分析结果，提出运行
优化需求。
16.2.5 交接班记录应包括临时调整要求、报警记录、故障记录等内容。
16.2.6 能耗监测系统应对历史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当出现数据波动时应及
时提交维护申请。
16.2.7 应管理和记录操作人员权限的变更。
16.2.8 应每月备份系统运行记录一次。

16.4 系统维修

16.4.1 维修控制器、传感器、执行器，应将相关设备改为手动控制状态。

控制强电的设备应将控制电路与主回路进行隔离。

16.4.2 修复完成后，应恢复系统数据、设置及原有监控功能。

16.4.3 故障由第三方设备引起的，应及时向相关方提供故障报告及分析

结果。

16.5 系统优化

16.5.1 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增加和调整系统联动功能。

16.5.2 可根据运行情况和使用要求，调整工作模式、界面、显示模式。

16.5.3 可根据运行主体提出的要求调整系统。

16.5.4 可根据需求调整系统运行报表的类型和数量。

16.5.5 可根据系统运行状况调整系统运行参数。

16.5.6 可根据系统运行环境和需求的变化完善系统。

《 建筑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范》(JGJ/T417-2017)



能效监管系统

19.1 一般规定

19.1.1 本章适用于能效监管系统的系统运行、系统维护、系统维修

和系统优化。

19.1.2 能效监管系统运维的对象宜包括对建筑能耗的采集、计量、

监测、分析、调控的硬件和软件。

19.3 系统维护

19.3.1 应每月检测、维护和校对能效监管系统的前端设备。采用远动或

现场手动启/停设备，应观察中央站数据显示和系统及设备工作情况。

19.3.2 应每季检测通信链路。

19.3.3 季节转换前应对系统做试运行监测。

19.3.4 应每月分析统计数据，对比找出数据变化原因。

19.2 系统运行

19.2.1 应根据能耗使用计划检测能耗情况，并应及时分析。

19.2.2 应分类计量和统计各类能源的消费，每月比较各项能耗数据，

并形成能耗分析表。

19.2.3 应分不同的业态、不同的实管面积，按月度、季度、年度进

行纵向比对，同类物业项目应横向比对。

19.2.4 应监视每一耗能点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功率

因数、启动电压、启动电流、运行时间、运行频率等基本参数。

19.2.5 对季节变换或特殊活动，应适应性调整照明、空调、电梯、

通/排风、水景等主要能耗项目的工况。

19.4 系统维修

19.4.1 系统维修时应协同机电、暖通等专业配合工作。

19.4.2 维修控制系统时，应断电、停机。

19.4.3 计量表应由国家授权的计量鉴定机构认证的企业维修。

19.5 系统优化

19.5.1 运维主体宜对高能耗设备提出改造建议。

19.5.2 宜在能耗分析报告的基础上，提出合理可控的改进措施，并制定

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

19.5.3 宜制定能耗使用月度计划，按计划监测控制能耗。

《 建筑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技术规范》(JGJ/T417-2017)



《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第3部分：物业管理》

3.1
设施设备数字化管理 the facility and equipment digitization 

management
将建筑及居住区内设施设备运行监控集成在管理平台上，实施对设

施设备的运行状态与故障报警的监测与控制
3.2
BIM运维系统 th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ystem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信等技术，集成实时输入及

原始导入的数据，并实时加载到BIM模型中，实现基于BIM模
型的智慧化运维管理。



01.

BIM运维系统设计

BIM运维模型

BIM运维应用

BIM运维系统

物联网系统

数据库系统设计

数据范围

数据存储

数据处理

数据共享交换

数据库

应用系统

物业管理数字化技术应用集成要求



01.

物业管理与服务数字化管理软件应与数字化设施监控

管理、综合安防管理、业主信息服务数据库实现数据

交互。

功能模块应包括综合管理、安全管理、客户与公共服

务、环境维护管理、运维服务管理等，模块间数据应

支持信息交互和联动。

系统应具备自定义功能，应包括数据库结构自定义、

报表的自定义、查询条件的自定义、操作界面的自定

义。

Content 
6.1.1

Content 6.1.2

Content 
6.1.3

房产信息、业主信息等基础数据可根据需求和相关文

件与其他软件对接。

Content 6.1.4

综合管理：
OA管理、人员管理、资产管理、品质管理、
供应商管理

安全管理：
秩序维护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电梯安全管理、
安防管理、应急管理

客户与公共服务：
信息发布、报事维修、生活缴费、投诉建议、
居家养老、商业服务

环境维护管理：
环境监测、生活垃圾分类监测与收集设施、
绿化灌溉设施、

运维服务管理：
维修管理、巡检管理、保养管理、档案管理

物业管理与服务数字化技术应用要求



设施设备数字化管理要求01.

出入口控制系统、秩序电子巡查
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停车库
（场）管理系统、家庭智慧报警
求助系统、公共广播系统、视频
监控系统

安防设施管理

供配电系统、公共照明系统、给
排水系统、二次供水水压、水箱
及水质智能监测系统、井盖智能
检测系统、通风空调、地下管网、
充电桩、可再生能源设施设备、
物联感知设备

其他公共设施设备管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控制室、
消防灭火设施、消防疏散设施、
消防违规监测系统、第三方联动

消防设施管理

能耗监测



04
发展趋势



建筑业技术应用.

实现对大量数据的高效处理和管理，同时也

可以提供各种软件和服务，如智能家居控制

系统、智能安防系统等。

云计算技术

实现对各种设备和使用情况的智能控制和

管理，如智能照明、智能门禁等，从而提

高建筑的智能化程度和舒适度。

人工智能技术

实现对各种设备的远程控制和监控，如灯光、

空调、窗帘等，同时也可以实现对人员、物

品、安全等方面的监测和管理。

物联网技术

实现对各种设备和使用情况的数据收集和

分析，如人员行为、能源消耗、安全事件

等，从而实现对建筑的精细管理和优化。

大数据技术



建筑业发展方向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建筑业主和管理方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数据
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如加强密码保护、建立数据备
份和恢复机制等。

系统的维护和管理

智能化建筑的系统需要定期进行维护和管理，以确保
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稳定性。建筑业主和管理方需要建
立专业的技术团队和管理团队，负责智能化系统的维
护和管理。

技术标准和互通性

智能化建筑的不同设备之间需要实现互通性和兼容
性，否则将会导致资源浪费和复杂性增加。因此，
需要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接口规范，确保不同设
备之间的互通性和兼容性。

市场需求和创新能力

智能化建筑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开发，以满足市场的需
求和变化。建筑业主和管理方需要加强对智能化建筑
的研究和开发，推出更加智能化、高效化、可持续化
的解决方案，提高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建筑业数字化发展趋势

趋势二：技术体系融合创新，构建建筑业智能建
造发展新范式

趋势一：数字引领，行业迈入增量发展空间

趋势三：数字驱动业务融合，构建面向建筑业的
沉浸式互联网体系



国家标准编制计划

标准性质：国家标准
标准进度：在编
发布时间：预计2025年

标准性质：国家标准
标准进度：立项
发布时间：预计2025年

标准性质：国家标准
标准进度：立项
发布时间：预计2025年

标准性质：国家标准
标准进度：在编
发布时间：预计2025年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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