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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效果总结

在安全方面，智慧工地全方位的人员安全监测，智能化、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使项目作业安全性
大大提升。在绿色施工方面，利用BIM技术，可以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在效率方面，
BIM图纸审查、工艺模拟、施工模拟等手段提高了作业人员工作效率。在节能方面，利用BIM碰撞检
查、管线综合优化，施工模拟等手段使项目减少了10%的建筑材料。

（2）运用广西建工轨道装配预制混凝土PCERP系统，对预制构件生产进行全过程管控，以BIM模
型为数据提取、生产基地构件生产信息与BIM联动。形成每个预制构件从原材料采购到安装前的所有记
录，形成唯一的二维码标识，每个环节的数据记录均可追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保障工程质量。

（3）材料管理。借助BIM技术，根据工厂加工及安装需要，对预制构件进行深化，解决构件内部和
构件之间的碰撞，以及吊装吊点洞口预留等，并出预制加工图，为施工现场和预制构件厂生产提供翔
实可靠的支撑，减少错漏，提高工程质量和精控成本。

（4）质量安全巡检。公司质量技术处将季度检、月检、周检、日检、巡检、专项检等检查内容录
入巡检系统对分公司及项目进行考核。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通过质量巡检系统，将每日巡检发现的缺
陷、隐患问题进行拍照和录入，同时平台将信息发送到整改责任人手机端，提醒责任人进行整改。

（5）二维码应用。在项目现场，设立二维码信息栏，制作现场关键构件等相关信息的二维码，通
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显示项目施工方案、构件尺寸、混凝土强度、钢筋型号、房屋的结构信息等一系
列相关信息，方便现场进行实测实量，提高质量检测效率。

（6）智慧工地平台应用。通过与门禁系统相结合，对现场作业人员的身份信息、教育消息、劳动
考勤、工资发放等信息进行采集和动态管理，建立个人用工档案，实行持证上岗。加强现场人员动态
管理，规范作业人员综合信息，提高项目信息化管理水平。

智慧工地协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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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存在点多面广、任务重、融资难、后续运
营管理难等问题。小区改造需要财政率先发力，也需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广西各地积极
探索改造融资做法，南宁市大胆创新，采取PPP模式，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形成中央及自治区财政补助、市本级财政支持和社会资本方出资等多渠道资金筹
措机制，有效破解了改造融资和长效管理难题，形成了独特的“南宁经验”。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普遍面临“人”“地”“钱”的难题，而投融资问题是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的关键。

一边是基础设施落后、财政资金不宽裕的困难现状；一边是开展城市更新工作、提升
市民生活品质的殷切期望。矛盾夹击下，在实施2020年第三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时，
南宁市引入社会资本，将短期建设支出转化为合作期内每年的可用性服务费和运营维护
费的PPP模式，加速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首个PPP模式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于
2021年9月底全面开工，目前改造已基本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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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齐出力   持续推动PPP模式创新发展

南宁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获得中央、自治区补助资金约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投资的50%～80%，此外，还采用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方，解决了项目资金缺口问
题。截至目前，南宁市采用PPP模式推进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涉及307个小区、
50325户，涉及居民约15万人。总投资15.27亿元，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解决缺口
资金5.19亿元。但对于社会资本来说，如何融资、能否盈利，是其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

南宁市PPP模式实行BOT（建设—运营—移交）的运作模式，由项目公司通过自筹、
融资等方式解决资金缺口问题。据介绍，项目回报机制有使用者付费和可行性缺口补助
两种。当使用者付费收入不足以覆盖项目公司建设投资和运营成本时，由政府给予项目
公司一定的补助。待公司资金回笼后，政府可以省去这项工作开支。这也是“居民受
益、企业获利、政府减压”的多方共赢模式。

改造初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要让改造资金转起来，得算一本细水长流的账。葛
麻小区改造项目的改造“账期”共有20年。在这20年运营管理期内，公司核心收入来
自小区闲置空间的利用，即通过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物流快递设施、车辆和行人出入
口道闸广告栏等公共基础设施配套运营取得收入。未来引入养老、托幼、家政等便民服
务，将增加长期稳定收益，加快收回投资成本，实现盈利。

“改造前乌烟瘴气、臭气熏天，改造后道
路整洁，焕然一新，感到幸福感满满。”南宁
市青秀区葛麻小区居民对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赞
不绝口。

葛麻小区是南宁市2020年第三批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PPP项目青秀区第二片区中的一个。
改造前，葛麻小区存在居民和商铺共用排水
管、污水冒溢、化粪池损坏、道路坑坑洼洼等
问题，居民强烈要求改造排水系统。2021年9月
底，葛麻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手术”，但
把这一整套改造“手术”做下来，需要不少经
费。南宁市青秀区、江南区、西乡塘区等多地
亟须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点多、面广，面临资
金匮乏难题。

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广西进一步加快推进PPP工作促进经济
平稳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自治区住房城乡
建设厅指导南宁市采取PPP模式，多渠道筹措资
金，有效缓解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压力大等
问题。同时，按片区划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区
域，以“大片区”模式进行打包，整合资源，统
筹推进各片区改造项目前期工作。“大片区”
模式有效避免了传统模式下易导致的前期工作
进度不一、投资规模小、难以融资等问题。

资金有保障   PPP模式激活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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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南宁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PPP项目的乳品厂居民小区，同样焕发了新活力。小区改
造前无物业管理、无居民组织，设施老旧，墙灰脱落、屋面漏水，小区大门未安装防盗门，
安全没有保障。小区改造后，每户每月收取物业费0.35元/平方米。小区环境好了，居民爱
家、爱社区的归属感日益强烈，经常自发清扫小区公共区域的卫生。

无独有偶。南宁市兴隆园小区改造后引入物业公司。经过物业公司几个月的规范化管
理，小区告别了“脏乱差”，卫生、安保、绿化、停车等各方面得到明显改善。

据悉，南宁市绝大多数老旧小区是“三无”小区，因长期缺少维护导致越来越破旧。
广西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PPP项目时，要求社会资本方（项目公司）除了具有专业能力
和资本实力外，还要具备一定的物业管理能力，确保项目形成投、改、管、运一体化，以解
决老旧小区缺乏物业管理的问题。南宁市大多老旧小区改造期间，组建了“老友议事会”，
老友议事代表通过召开老旧小区改造专题议事协商会议，采取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居民自管
等方式进行管理，实现老旧小区面貌“一次改造，长期保持”。截至目前，南宁市已同步推
动12个老旧小区成功引入物业管理公司，居民有强烈意向、正在推进物业服务进驻的老旧
小区有78个，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三无”老旧小区物业服务覆盖率正不断提高。

在传统的融资模式中，无论是政府通过向银行贷款、发放债券等实现融资，还是实行
BOT模式，业主只有政府一方。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负责人表示：“南宁市采
取的PPP模式有效缓解了以往主要依靠政府直接投资导致财政出资压力过大的问题，形成了
多渠道资金筹措机制，统筹政府、社会、居民等合力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时从机制上
解决了城镇老旧小区融资难、后续管理难的问题，这个经验可推广借鉴。”

改管一体化   实现“一次改造、长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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