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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0 ～ 21 日，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五届七次常务理事会议、五届

四次理事会议在北京中工大厦召开。期间，套开了《中国建设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2017年度总结暨2018年度编写工作会议和《中国建设教育》编委会工作会议，

并安排了 3场学术报告。共有 113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4 月 20 日召开五届七次常务理事会，刘杰理事长主持会议，10 个专业委

员会汇报了 2017 年工作和 2018 年工作设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王凤君副理事

长兼代理秘书长向常务理事会所作的《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2017 年工作总结及

2018 年工作要点》的报告。在讨论审议环节，与会代表提出了很多关系协会未

来发展的比较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会上通报了各专业委员会的人事任免情况，介绍了新任秘书长、常务理事

的相关情况，通过了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有关会费标准调整等方面的意见。

刘杰理事长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首先就由于主要领导调整不到位所

造成的近两年协会年会一再推迟向常务理事致歉，对地方建设教育协会、各专

业委员会和秘书处人员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说，目前驻会班子人员已经配

齐，从这次会议开始，协会工作将进入正常运转状态。接着他指出，“十九大”

提出的各项改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宏伟蓝图，新机遇和新挑战给了我们很好

的发展机会，我们要主动思考和被动应付的事情很多。我们现在碰到了思路和

落地的矛盾、事多和事少的矛盾、人多和人少的矛盾。因此，我们要统筹考虑，

量力而行，逐步将我们的协会建设成为资源共享的国内和国际一流协会。我们

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既要保证有人去做事，去开拓，又要保证不人浮于事。

我们要发挥各位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和各个专业委员会的作用，更好地

发挥专家委员会、杂志编委会、发展报告编委会的作用。继之，他对作为协会

的门面、协会的运转中枢—秘书处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加强制度建

设。今年要抓紧建立工作制度、人事薪酬制度等，体现多劳多得，调动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二是要做好信息平台，利用新科技手段，提高协会各项工作质量，

减少失误。同时也要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协会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第三是搞好

秘书处文化建设，进而推动整个协会系统的文化建设。

4 月 21 日召开五届四次理事会，会议分别由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凤

君和副理事长李平主持。刘杰理事长向理事会作了《聚焦建设领域改革和发展

新趋势，全力打造行业教育工作一流平台》的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协会 2017

年工作，同时部署了 2018 年工作。王凤君秘书长作了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

并就有关情况向大会作了说明。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王凤君任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秘书长，储敏、冯

国会、王春萱、崔征、张泽玲、宁先圣、岳岚、罗小毛、徐辉等 9 名同志任中

国建设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的提案。

为贯彻住建部部长的有关指示，会议还安排了中国建筑文化中心相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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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介绍了年内即将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城市博览会”的相关事宜。

参加常务理事和理事会议的部分代表担任着《中国建设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书）和《中国建设教育》（刊）的编委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充分利用时间，

在两个会议中间，套开了“一书一刊”编委工作会议。

《中国建设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写工作会议由刘杰理事长主持，副秘书

长傅钰总结了 2017 年工作，提出了 2018 年工作设想。编委会副主任、主编王

要武教授就《发展报告》2017年的编写工作和2018年编写方案作了介绍和说明。

会上，编委们就编写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一些思考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讨

论，从编写内容和体例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想法和建议。在对本次会议总

结时，刘杰理事长要求在做好编写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发展报告》的宣

传工作，把报告充分利用起来，扩大它的影响，发挥它的作用。

《中国建设教育发展年度报告》编写工作自 2015 年创编以来，已经出版

了 2 本，2017 年度报告目前已完稿交付印刷。为了不断完善编写工作，每年编

写工作完成后均组织召开编委工作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研究部署来年的

编写任务。

会刊《中国建设教育》编委会工作会议由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编王凤君

主持。社长沈元勤向编委会作了会刊近 5 年的工作报告。执行副主编傅钰解读

了《<中国建设教育 >杂志管理办法》，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个管理办法。

会上，刘杰理事长为编委会成员颁发了聘任证书，这标志着新一届编委会

开始履行职责。在对本次会议进行总结时，兼任编委会主任的刘杰理事长就如

何有效发挥编委的作用，对编辑部和编委们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

学术报告会由副理事长李守林主持。代表们聆听了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广斌的题为《建筑业的变革与创新思考—基

于 VDC/BIM 技术理论和实践》的报告；北京中科创大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院长

夏昌祥的题为《机遇与挑战—在加快双创教育融入专业建设中抢先发展的研

究与思考》的报告；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建设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王要武教授的题为《解读如何使用 <中国建设教育发展年

度报告>》的报告。

在四个会议结束后，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凤君发表总结讲话。他说，

本次会议内容丰富，时间安排紧凑，顺利完成了所有议题。他要求各位理事、

常务理事会后按照刘杰理事长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各方齐心

协力完成好2018年的各项工作。��������（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研究部   王惠琴）

整合  创新  跨界  共享

第二届全国建筑信息化教育论坛在上海举行���

� � � 2018 年3月17日，第二届全国建筑信息化教育论坛在同济大学一二九礼堂

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建设教育协会联合同济大学共同主办。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区）的 500 余位建筑信息化负责人和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

�� �论坛围绕“整合、创新、跨界、共享”的主题，以“BIM和装配建造”为讨论切入点，

聚焦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阐述了新时代建筑业改革发展主线，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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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关智能建造的范式特征，共同探究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人才培养路径，着力

从企业与院校的双角度回答在信息化与产业化双进程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构筑建

筑业转型升级新模型的问题。

����本届论坛由主旨演讲、表彰优秀、签约和对话四个环节组成。

���论坛上，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王铁宏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当前，建筑

业正处在产业现代化全面提升过程当中，我们要密切关注建筑业的国际化发展，

也要关注建筑业的资本化发展。王会长梳理了建筑业改革的发展主线，深入阐

述了装配式建筑发展、市场模式变革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他与会嘉宾也围绕

主题作了精彩的报告。

����为了激励先进，发挥榜样的强大推动力，中国建设教育协会根据平时表现，

评选出 2017 年度论坛优秀工作者 10 名、优秀合作单位 13 家、特别贡献获奖

者 1位，在论坛上举行了颁奖仪式，进行隆重表彰。

���论坛上，与会同志还见证了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与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社

就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举行的签约仪式，与加拿大木业协会就装配式木结构

职业教育战略合作举行的启动仪式。

���在主题对话环节，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广斌、中建科技总建

筑师樊则森等 5 位代表，对 BIM 与装配式建筑人员培养的路径进行了面对面的

深入交流。专家们面对热点，碰撞思想，气氛热烈。

���全国建筑信息化教育论坛是全国教育技术创新合作组织，是中国建设教育

协会举办的又一个特色服务平台。论坛将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化工作者凝聚在一

起，以引领和推动全国 BIM 技术人才培养为工作目标。在以后的工作中，论坛

将牢牢把握和践行协会的服务宗旨，为我国建设教育事业贡献新的力量。�������������������������������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远教部   崔占杰）

湖南省举行 2018 年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2018年1月15～17日，湖南省2018年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高职建筑工程识图、
高职建筑装饰技术应用、高职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BIM）、中职建筑 CAD

等四个赛项的比赛在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校区举行。72 所中高职院校的

219 名选手参赛。比赛由湖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湖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湖

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在闭幕式上，湖南省住建厅副厅长高东山到会讲话，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

院院长王运政对赛点赛事进行总结，各组裁判长分别对各赛项的竞赛情况进行

分析、总结和点评。

�����（作者：湖南城建职院  彭艳芳   编辑整理：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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