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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装配式建筑的分类、特点及国内外发展现状。并从品质、工期、节能环保和建造成本等方面

分析装配式建筑的优势所在，研究装配式建筑未来发展驱动因素的构成。为了实现“碳中和”发展目标

及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装配式建筑势必将在未来建筑行业中发挥巨大作用，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并

且未来装配式建造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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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t home and abroad. It also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from the 
aspects of quality, construction perio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st, and studies the composition of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labor shortage,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is bound to have a larger share in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gradually occupy a leading position, and the cost of prefabr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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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is expected to further declin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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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装配式建筑与传统的建筑施工方式不同，装配式建筑需要预先定制构件，所需的构件由专业的生产

机构、厂商，在工厂预先进行设计、加工、养护完成后，再运输到施工区域，交由现场施工人员使用专

门的链接设备进行搭接和组装，由这种工艺建成的结构性建筑被称为装配式建筑。装配式建筑不需要进

行大量的现场湿作业，转由工厂进行构件的预制工作，节省了大部分的现场施工人员、场地以及管理等

相关费用。相应地，由于需要在工厂预制构件，产生了生产、运输成本，并且对构件质量、产品标准、

运输过程中消耗等各个环节的要求十分严格，需要针对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标准化流程，以保证产品精

度和施工质量。 

2. 装配式建筑分类与特点 

2.1. 装配式建筑分类 

装配式建筑根据建筑形式不同主要分为，砌块建筑、盒式建筑、板材建筑以及骨架板材建筑。砌块

建筑是早期的装配式建筑类型，主要以块状材料作为建筑墙体，施工工艺简单，成本较低，多用于低层

普通建筑；板材建筑是通过预制楼板、预制内外墙板等预制板材进行组装而成的建筑，结构构件自重小、

承载能力强、抗震性能强；盒式建筑是全屋大部分硬装在工厂安装好，在现场直接吊装、安装管线就能

完成的建筑，其现场施工过程非常快；骨架板材建筑的柱、梁、板等承重结构采用预制骨架，搭配其他

的功能性预制构件组装而成的建筑，结构具有低自重、高强度的特点，一般用于中高层建筑[1]。 

2.2. 装配式建筑特点 

装配式建筑主要有以下特点： 
1) 设计标准化：在设计阶段进行标准化，可以确保制作出来的构件协调统一、便于规划，从而达到

工业化生产，故而设计标准化是装配式建筑的基础也是其核心特点。但是基于这种标准化的设计流程以

及大批量的生产，构件规格的统一将会导致所组装出来的建筑有重复化、模式化的特点。 
2) 生产工厂化：装配式建筑所需构件由工厂进行定制，这能够更好控制构件的精度，相比于传统的

现场浇筑方法，工厂化生产能够有效提高施工效率。 
3) 施工装配化：装配式建筑由技术人员在现场使用专业连接工具进行构件的安装工作以及部分现场

浇筑工作，这种工作方式大量地减少了施工人员和现场湿作业。大规模的组装工具将预制好的各种构件

进行搭接，如同搭“积木”的方式进行建筑施工，提高施工效率。 
4) 装修一体化：装配式建筑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后期的水电、暖通、消防甚至装修工序提前进

行，在工厂事先进行装修工作，比如水电线孔洞预埋、房间外墙粉刷等，可以有效避免后期现场施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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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因布置管线而出现的错误打凿、施工交叉作业等情况，导致工期延迟、资源浪费。 
5) 管理信息化：装配式建筑通过信息化采集，将整个施工过程进行可视化管理，比如 BIM5D 云平

台、虚拟建造技术、物联网技术等，便于施工进度的把控和对施工质量和安全的控制。 
6) 运维智能化：智能化运维则是通过标准化及工厂化带来的优势，将装配式建筑与智能化建筑相结

合，协调发展装配式建筑。在设计施工过程中，通过电子器件与计算机，来采集建筑的各种信息，用于

分析并进行反馈。 

3. 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 

3.1. 国外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 

在国外，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比国内更迅速、更先进，并且拥有更加智能的管理手段，比如美国、日

本、法国等。国外之所以发展装配式建筑的首要原因就是减少人力成本、减少失业人口；其次是他们对

住宅的使用量和需求量都比较大[2]。 
1) 美国。建筑工业化发展早，其装配式起源于 1920 年，主要以低层木结构、轻型钢结构为主，设

计理念更成熟也更新颖，并且当时的美国拥有更先进的机械设备，更高水平的建筑技术，加之政府大力

扶持，组织建立专业的技术团队，装配式建筑在美国得到快速地发展，预制构件的标准化、房屋的装配

率水平提升，直到今天美国的装配式构件生产力仍保持较高水平，并且正朝着更绿色、美观、舒适、个

性化的方向发展。 
2) 日本。早在 70 年代日本就先提出装配式建筑的概念，并且日本政府随之颁布了促进建筑工业发

发展的相关政策；到了 80 年代，日本的传统住宅几乎被装配式建筑取代，预制建筑的生产快速发展，开

始进入高品质住宅时期；现阶段，有超半数以上的装配式建筑占据建筑市场。装配式建筑优秀的减震、

抗震技术非常适合日本这种处在地震高频地带的国家，这也同时促进了装配式建筑的发展。 
3) 法国。法国为改善二战造成的经济影响，法国政府积极开展建筑工业，在全国大力发展装配式，

在 80 年代形成自己的标准化体系，现如今其装配率最多达到 80%，并多以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为主。 

3.2. 国内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 

1) 我国在 50 年代开始发展装配式建筑，由于当时的建筑技术和经济水平不高，过程跨度大、发展

时间长，主要有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8 年)，住宅工业化及技术创建期；开始初步创建工业化住宅，我国向苏联学

习和借鉴预制构件技术，但发展效果不尽如人意，初期仍使用木质模板进行现场浇筑，尚未开始工厂

化生产。 
第二阶段(1978~1990 年)，住宅工业化及技术探索期；此时出现了住宅数量与建筑施工质量的矛盾，

造价和成本较高，得不到社会认可，装配式技术一时难以前进，为解决矛盾、探索住宅工业化技术、提

高建筑施工质量，进行了诸多方面的尝试。 
第三阶段(1999~2016 年)，住宅工业化及技术转变期；国家开始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并且结合国内优

势，转变态度，开始在工厂生产预制构件，从传统住宅产业转向住宅工业化方向发展。 
第四阶段(2016 年至今)，住宅工业化及技术发展期；2016 年国家开始发布装配式建筑扶持政策。《关

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

的比例达到 30%”这一具体目标[3]，装配式建筑开始快速发展。北京、上海、广东以及河北等重点推进

发展装配式地区，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中，上海市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

例为 91.7%位居第一，北京 40.2%第二，天津、浙江、江苏、湖南、海南等地均超过 30%以上。“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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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间，广西新开工建设装配式项目 153 个，其中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项目 74 个，装配式钢结构项目

79 个，截止 2020 年末，全区 14 个设区市有在建装配式建筑项目 118 个，总建筑面积为 779.44 万平方米。 

4. 装配式建筑优势 

装配式建筑有着质量高、施工工期短、节能环保等优势，虽然有着较高的直接成本，但后期各项优

势将使得间接成本大大降低。 
1) 品质：装配式建筑的大部分构件在工厂进行制作和验收，工业化的生产流程及严格的标准化制度

使得产品品质得到保障； 
2) 工期：在工厂还可以提前进行水电铺设、主体安装等工作，运输到现场后即可组织安装工作，整

体施工进度相较于传统施工更快速； 
3) 节能环保：装配式建筑无需木质模板作支撑，构件建材满足国家碳排放要求，绿色环保对人体无

危害，同时相对于传统建筑材料来说，从材料中放射出来的污染也会大大减少[4]；安装操作简单，工人

使用吊装机械，在日间进行施工，以减少夜晚施工噪音产生； 
4) 建造成本：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不仅可以节约建筑原料成本，还使用更少的施工人员进行施工作

业，节省人力资源，从而降低了日常产生的水、电的损耗，由于装配式建筑结构由工厂预制机械化生产，

无须现场加工，有效减少工程现场施工量，降低建筑施工间接成本[5]。 

5. 装配式建筑可持续发展驱动因素分析 

5.1. 装配式建筑符合“碳中和”发展目标 

我国力争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发展目标，在低碳发展的大环境下，建筑行业朝着绿色建筑方向

转型势在必行。传统建筑行业能源消耗量大、人力资源缺乏、管理制度不完善，这使得建筑业发展受到

制约。我国的建筑能源消耗从 2012 年的 7 亿 tce 上涨至 2019 年的 10 亿 tce，占全国能源总消耗量的 20%
以上，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 35%。装配式建筑构件由于在工厂进行统一生产，减少了

大部分现场施工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约 20%能源消耗。在整个建造过程中，装配式建筑及其配套

材料具有更强的节能、保温、防腐蚀功能，减少运营维护成本及电力消耗，预计总体碳排放减少量达到

40%以上。传统建筑的碳排放发生在整个建筑周期中，而装配式建筑主要集中于构件的生产和组装阶段，

针对这两个阶段进行低碳技术升级，可以更有效发挥节能减排效果、降低装配式建筑成本。装配式建筑

是我国建筑行业向“碳中和”目标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和必经之路。 

5.2. 人力成本刺激建筑行业转型 

2010 年~2020 年间建筑农民工人数不断减少，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缺失将迫使建筑行

业谋求转型升级。这种行业内因或将替代外部因素刺激行业转型。 
1) 工人数量减少。从 2014 年开始，工人数量逐年减少，建筑业工人数量呈现更显著的下降趋势，

多数建筑工人选择转向物流、快递、外卖等行业。 
2) 人口老龄化。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年轻人多数不愿意进入工地工作，工人整体年龄也在上

升，以 40 岁为分界点，40 岁以下的青壮年工人数量所占比例减少，2020 年 40 岁以下工人比重少于 50%，

意味着今年我国有一半以上的工人超过四十岁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详见表 1)。 
3) 人力成本高。近年来，建筑业工人工资持续上涨，并且他们的整体工资普遍高于普通工人工资，

但却低于物流、快递、外卖等行业人员，这也是目前年轻工人不愿从事建筑行业的重要原因，未来建筑

业工人数量仍会持续减少(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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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roportion of workers under 40 from 2015 to 2020 
表 1. 2015~2020 年 40 岁以下工人比重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比重 58% 55% 54% 52% 51% 49% 
 
Table 2. Comparison of workers’ wages from 2015 to 2020 
表 2. 2015~2020 年工人工资对比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普通工人 3100 3300 3500 3700 4000 4100 

建筑工人 3600 3800 3950 4200 4600 4800 

快递外卖 4000 4200 4300 4700 5000 5100 

5.3. 装配式建筑成本有较大下降空间 

目前，装配式建筑直接成本较高，依然是阻碍我国建筑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随着装配率提高，

其直接成本必定随之升高，但是装配式建筑所带来的间接社会效益必然会使得总体成本得到降低。自 2016
年起，各地政府先后出台了装配式建筑相关补贴政策和方案，从强化项目落地、加强经济扶持、加强环

保政策支持、加强科技推广支持、加大评奖评优政策支持等方面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各地区也积极

引入装配式技术。笔者认为未来随着装配式产业配套齐全，装配式建筑技术研发，未来装配式建造成本

有望进一步下降。 

6. 结语 

装配式建筑虽然尚未普及，但是装配式建筑势必将在未来建筑行业中拥有更大份额，并逐步占据主

导地位。随着政府在政策上对装配式建筑的扶持力度加大、现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未来装配式建筑在建

筑工业化发展中必然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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