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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和环境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主

要问题，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社会与环境发

展相协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

劳动力人口数量占人口比重为62.5%，人口数

量和比重出现双降，60岁及以上人口约2.67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9%，我国开始逐步面

临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的状况。准确把

握人口发展趋势，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

少走“弯路”，另一方面，自我国明确提出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之后，绿

色低碳、节能环保理念也逐渐成为企业关注

的重点。

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不均衡与碳排放

之间逐渐呈现非线性正相关，技术升级、多元

创新是破局的关键。在众多因素叠加背景驱

动下，众多房企纷纷发力探索建筑领域的可

持续发展新路径。众所周知，建筑领域具有能

耗大、劳动力密集等特点，业内人士认为，通

过科技和模式创新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或是

解决行业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问题的有效

途径。值得一提的是，碧桂园旗下广东博智林

机器人有限公司，成立之初业务瞄准的第一

目标就是智能建造机器人，随着建筑领域智

能化建造的不断推进，博智林在智能建造研

发及应用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

如今，建筑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工地，尤

其是在房地产行业“革新”的发展模式下，将

为房企战略升级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

机遇。

挑战与机遇共存

“智能建造”迎风口

传统建筑业是我国的支柱性产业。住建

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29.3

万亿元，同比增长11%，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到7%，为社会提供了超过5000万

个就业岗位。建筑业有力支撑国民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其本身也蕴含着庞大的市场需求。

然而，我国建筑行业大而不优，面临传统

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巨大、劳动人口老龄

化严重等问题。建筑行业急需依靠科技创新

提升核心竞争力，找到新的突破口，提高人

效、降低成本，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劳动

力人口数量占人口比重为62.5%，人口数量和

比重出现双降；60岁及以上人口约2.67亿人，

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

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2%。

另据人社部公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十四五”期间，

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将减少3500万，退休人

数将超过4000万。可以看到，我国开始逐步面

临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招工

难、用工荒”也会逐步成为社会性问题。

尽管建筑行业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但

“十三五”时期，其依旧在吸纳就业、保障民

生、建设基础设施等重要领域做出了重大贡

献。然而，想要从建筑大国迈向建筑强国，传

统建筑行业的转型迫在眉睫。

今年初，住建部发布通知，提出“十四五”

时期是加快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其中

的重要目标是推动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

化协同发展，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如在一些

城市开展试点，建设一批示范项目，培育一批

产业基地；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新建装配式

建筑占比达到30%以上；打造建筑产业互联

网平台等关键基础设施；研发关键技术，编制

相关标准，形成一批标志性建筑机器人产品，

辅助和替代“危、繁、脏、重”的人工作业，提高

工程建设机械化、智能化水平。

今年7月，住建部印发了《关于征集遴选

智能建造试点城市的通知》，决定征集遴选部

分城市开展智能建造试点，推动建筑业向数

字设计、智能施工、建筑机器人等方面转型，

通过打造智能建造产业集群，催生一批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

科技赋能

智能建造“加速度”

当大家讨论起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

词汇的时候，很少人会把它们与看似传统且

“危、繁、脏、重”的建筑业联系起来，但在大多

数人还没有充分了解它时，它已经毫无违和

感地融入到建筑的每一个角落。

搬砖头、扎钢筋、装模板、浇混凝土……将

近40℃度的高温天气，顶着烈日，穿梭在建筑

工地飞扬的尘土中，这个看上去又苦又累的场

景，是大多数建筑工人日复一日的工作缩影。

而在工地上，我们也总能看到：高高悬挂

的塔吊在工地上空挥舞着“手臂”，一些笨重

的施工材料还需要传统手推车人工搬运，几

十米高的爬架上十几个工人同时施工作业。

每一位建筑工人背后就是一个家庭，作为家

里的顶梁柱，他们安全与否，影响的是整个家

庭的幸福。

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以机器人技

术赋能建筑行业，不仅节能减排，而且能够促

进我国智能建造领域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

展。事实上，目前不少建筑工地已经有特殊

“智友”可以独当一面，执行着各种高危任务，

施工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

早在4年前，碧桂园就成立了广东博智林

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智林”），围绕

地产主业开拓了科技智慧建造体系及上下游

产业链等新业务赛道，聚焦建筑机器人、BIM

数字化、新型建筑工业化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与应用，打造并实践新型建筑施工组织方式。

据悉，博智林建筑机器人研发聚焦三个

核心要素：保障施工安全、提升施工质量、提

高施工效率，以提升建筑施工综合效益。

例如外墙喷涂机器人通过自主路径规

划，可以实现建筑外墙涂装的全自动、全方位

喷涂。相较于传统人工施工，从根本上杜绝了

工人因高空作业带来的安全风险，有着更稳

定的施工质量和更高的施工效率，并且喷涂

质量完全符合国家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

收标准。

测量机器人根据工程应用测试工效为人

工的2-3倍以上，测量精度在±1mm内，作业

效率与测量准确率优于人工。建筑清扫机器人

产品可长时间持续作业，直接节省清洁的人工

成本，且清扫能实现无积尘，清洁效果比人工

清扫更明显，整体工效为传统人工的3倍。

凝土施工及修整、砌砖抹灰、室内装修装

饰、外墙高空喷涂、地库装修……传统的“搬

砖”工作有了新面貌，过去尘土飞扬的建筑工

地，因为“智友”的到来也大为不同。可以看

到，建筑机器人的应用及普及，在降低劳动强

度、减少职业病的同时提升传统建筑工人的

职业尊严，真正实现科技力赋能传统建造。

赋能于业

万亿智慧建筑市场驶入快车道

2021年底，住建部发布了124个智能建造

新技术典型案例，其中智慧施工管理系统创

新服务案例42项、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创新

服务案例20项、建筑机器人等智能建造设备

创新服务案例13项。

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已有多家房企进

入到智能建造领域，建筑科技也开始逐步落

地。保利发展在此前回复投资者提问中透露，

2021年年报中公司研发费用大增2140.49%

至12.6亿元，这是由于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智

能建造、绿色建造及建筑工业化，研发费用

增加。

此外，碧桂园总裁莫斌在2022年中期业

绩发布会上表示，建筑机器人的发展对公司

主营业务来说，就像“老虎插上翅膀”，将会为

主营业务带来更多的效益，也能为国家、社会

及投资人创造更大的价值。

如今，碧桂园机器人在建筑领域的运用，

也成为地产行业里的独特存在。

据统计，截至2022年9月底，博智林已有

32款建筑机器人投入商业化应用，服务覆盖

30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超600个项目；

累计交付超1600台，累计应用施工面积超

1000万平方米。同时，企业已递交专利有效

申请3700多项，获授权超2100项，其中获授

权发明专利超1000项；相关机器人技术已在

国家科技成果鉴定中获得六项国际领先的综

合评价。

除了房企直接研发，智能建造相关企业

的融资也逐渐增多。根据普钛智库的统计，

2021年至少有14家智慧建筑相关企业完成融

资，其中智鹤科技、小库科技、大界机器人、飞

渡科技融资额度均达到或超过亿元，投资方

包括房企基金如碧桂园创投、保利资本、金地

集团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赛道也吸引了其他

行业巨头的参与。2017年，阿里巴巴官宣进入

智慧建筑领域，高调向生态合作伙伴发出邀

约；2019年，娃哈哈、腾讯亦宣布着手打造建

筑智能平台。不难看出，万亿智慧建筑市场，

迎来了众多“玩家”。

随着科技领域的不断探索，信息技术逐

渐成为发展主流，数字化、智能化推动我国经

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各行各业。

谈及改变，一方面是行业发展的必然，另一方

面则是现实问题叠加后的破局之道。人口老

龄化、“双碳”目标精细化，在“赋能于人、赋能

于业”的模式中，智能化生产将在经济中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也成为碧桂园等企业

保持竞争优势，寻求创新突破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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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造”破题 以科技驱动地产行业“革新”

科技智慧建造将会积极赋能碧桂园主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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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教育能否撬动老年消费
全国性老年教育平台已搭建

线上化教学是当下不少老年大学解决

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问题的首选。在众多

开展在线学习服务的老年大学之中，开放

大学体系举办老年大学的经验值得借鉴。

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作为我国开办老年

大学的主体之一，开放大学体系老年大学

的线上注册用户已达630万人，线下服务超

过573万人次。

国家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老年大学校

长刘臣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介

绍，目前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已搭建起了

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汇聚了

33.9万条老年教育课程资源，约317万分钟。

同时，截至目前，国家开放大学还在30所分部

成立了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

层设立超过4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

“2015年起，我们先后在北京市社区、养

老机构、国家开放大学魏公村校区开设了线

下班，服务学员近万人次。”据刘臣透露，国家

开放大学启动了“乐学防疫”联合行动，联合

体系免费向全国老年学习者开放了31个学习

平台、4.1万门公益课程、25期“乐学直播”，整

个联合行动期间，各学习平台总访问量达到

900万人次。

智能手机升级需求涌现

学习平台总访问量达900万人次、老年大

学线上注册用户达630万人……庞大的在线

学习老龄人口数据背后，是待挖掘的老年产

业蓝海。

据了解，目前在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

进行线上学习的老人主要通过“直播课+录播

课”的形式上网课，来源分为手机端、电脑端、

大屏端。其中，部分社区和养老机构会在线下

使用大屏设备，组织老人集中观看课程。

数据显示，近七成老人通过智能手机访

问国家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仅

1.37%的老人通过PC端访问。该公众号不仅

每日更新，每周二还提供“微课堂”课程，是不

少老年人获取课程内容的重要途径。

“在开办网课之初，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说服老年人更换手机。有的老年人还在

用老年机或者被子女淘汰的手机，手机跟不

上网课。”曾有老年大学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不少老人上网课的第一步不是学会

用手机，而是换手机。

“老年人的学习包括获得和使用资讯，这

些都要依赖智能设备。”素履咨询创始人郁苗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从设备角度来看，当下即

使是在非一线城市，普通的智能手机也已经

普及。但老年人却很少拥有或不太会使用电

脑及大屏幕去学习。“长期来看，手机并不是

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设备。设备对老年人来说

也是一个小关卡，内容及界面的友好程度对

他们很重要。”

由此，适配老年人的智能手机及智能设

备需求或将在未来持续涌现。《2021智慧助老

模式观察报告》指出，在60岁以上的受访老人

中，有54.92%的老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App

在3-5小时，近八成老年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

App超过3小时。在使用手机这件事上，老年

人的兴趣并不亚于年轻人。

此外，《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也显示，

2014-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

从4万亿元左右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

GDP比例将从8%左右增长到33%左右。面向

老年人的消费市场呈现蓝海趋势。

谁来带动老年衍生产业

国家卫健委数据测算显示，“十四五”时

期，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

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

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

重度老龄化阶段。

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管加深，整个老

年产业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会，在带动老年

产业发展和消费的过程中，老年教育扮演起

串联者的角色。“老年教育不仅仅是教育，也

是一种牵引，能够带动健康、养老、文化、旅游

等老年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刘臣谈道。在

这一背景下，未来“老年教育+文化”“老年教

育+旅游”的发展值得期待。

在刘臣看来，游学对老年教育来说是很

好的抓手和载体。“一方面可以通过体系联

合，通过各地开放大学优化配置当地的健康、

养老、文化、旅游等资源。另一方面也能引入

市场化运作机制，激发各方面的组织活力，合

作推动老年游学活动。”

“老年教育市场刚刚兴起，从目前趋势来

看将会上升发展。”郁苗直言，“老年教育可以

和社区活动、文化活动相结合，在一些社区或

综合体举办活动，如果企业愿意参与，也可以

通过这些活动加入老年教育生态。”

北京商报记者赵博宇

630万！这是北京商报记者近日从相关机构拿到的老年人通过网课平台注册学习的用户量，这

背后，虽然从老年大学创新在线教学，到互联网企业入局老年赛道，老年人上网课已非新鲜事。但

与小朋友上网课主要依赖iPad或者电脑等设备不同的是，有近七成老年人通过智能手机来实现登

录上课。一部能够满足网课需求的手机，正成为老年人的刚需。与此同时，在带动健康、养老、文化、

旅游等老年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老年教育扮演起“产业鲶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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