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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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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装配式技术在低碳环保和节约工期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预制构件厂生

产规模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和行业标准化的进展需要，装配式建筑在未来发展将引领建筑行业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装配式；套筒；灌浆；部品部件 

DOI：10.33142/ec.v4i10.4602  中图分类号：TU741  文献标识码：A 

 
Brief 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ZHANG Guangzhou 

China Ligh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 Ltd.,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fabricated technology has great advantages in low-carb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aving construction period.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scale and 

management capacity of prefabricated component factory and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will lea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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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目前建筑业还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建筑业仍是一个以劳动力密集型的浇混凝土为主的传统产业，

传统混凝土浇筑方式提供的建筑产品已不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建筑的功能需求，传统粗放式、高耗能的发展模式已不

适应低碳环保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因此，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成为未来建筑的趋势。 

1 发展概述 

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装配式建筑发展比较领先。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北美国

家就已经对装配式建筑开始了研究和应用，并对其进行了长期研究及推广。使其得到更为普遍的应用。在大量的实践

中，装配式建筑的优越性有了充分发挥，其质量好、效益高、经济耐用的优势有了明显的体现。 

在日本，装配式建筑发展已经达到世界及水平，并且有完善的建筑标准和规范。把装配式建筑在地震区的高层及

超高层建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地震突发时，其充分发挥了抗震的优势，使人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的装配式建筑发展，至今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958 年 8 月的《装配式标准构件的设计》（由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起始，基本上是学习前苏联的

建筑工业化而引进相关技术及规范。由于不适应中国地域特点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未能有力消化，导致建筑

成本高，使用效果差，施工进度慢等因素而搁置了装配式建筑的推广。 

第二阶段是从 1979 年 4 月制定 JGJ 行业标准《装配式大板居住建筑设计和施工规程》的制定实施开始，标志着我

国建筑装配化技术应用于居住建筑实现标准化。1983 年 6 月出版的《装配式建筑设计》进一步促进了建筑装配化技术

的发展。但由于建筑工业化体系及技术标准不完善，应用技术相对落后，房屋的整体性欠差。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建

筑施工企业的体制变化，专业技术及施工队伍被解散，城市建筑量大面广，以及建筑工程质量的需求促进了现浇混凝

土技术在建筑中结构体系中应用的发展。（四川省还在 2006 年发文禁止在城镇建筑中使用预制构件）装配式建筑的发

展又一次搁浅。 

第三阶段是随着国家绿色发展政策的提出，要求提高建筑工业化及建筑产业化水平，以及建筑业劳动力短缺和产

业结构转形升级，促使装配式建筑再兴。 



工程建设·2021 第4卷 第10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1,4(10)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2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 号文中强调）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适用、经济、安全、

绿色、美观的要求，推动建造方式创新，大力发展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和钢结构建筑，不断提高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

中的比例。坚持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提高技术水平和工

程质量，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2 发展现状 

现浇混凝土技术在我国发展较好，我国有良好的建设基础，在上世纪 80 年代在矮层住宅常使用预制楼板。钢结构

因钢材的自身的特点，其具有较好好的抗震性、延展性和抗拉强度高等被用于高层、超高层和大跨度建筑。由于我国

钢材产量世界第一，同时对钢材的财政倾斜也较大，弥补了我国钢结构在价格的劣势。装配式建筑在我国目前的局面

是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占比第一，装配式钢结构第二的局面。 

装配式建筑主要有二种技术模式：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二大体系各有优势。 

                  

图 1  德国 Tour Total 大厦建筑效果图                 图 2  帝森克虏伯总部大楼局部 

装配式预制混凝土构件主要是指在工厂中按标准化加工生产的混凝土制品。具有结构性能好、产品质量高、大批

量提前生产的特点，适用于各类工业化建筑，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其主要预制构件包括预制墙板、折叠楼板、

空调板、楼梯和叠合梁等产品。由于与传统应用较广的现浇混凝土结构一脉相承，因此也是目前装配式建筑二大结构

体系中推广最顺利，覆盖面最大的一种。预制混凝土装配式建筑虽然有成本优势，但难以满足抗震、抗风及超高度、

跨度等设计要求。 

装配式混凝土适应于建筑物体量较大的多层、超高层办公楼和住宅等建筑。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在传统框架、框剪

技术基础上侧重于内、外墙板、楼梯、楼板、阳台板等构件，构件部品化率一般较高，如果现场一体化装修，成本可

降至接近传统现浇技术成本，长沙远大装配式建筑楼房并能实现四天建造一层的速度。 

钢结构装配式抗震性、延展性、抗拉性能、抗疲劳性能良好等优点，钢结构可适合高层、超高层装配式建筑。其

主要由型钢和钢板制成的梁、板、柱、桁架等构件组成，其连接形式主要采用焊接、螺栓或铆钉连接。主要在大跨度

的大型厂矿厂房、体育场馆、超高层办公楼等建筑。目前中国钢结构行业市场占有率最高，行业集中度偏低。2020 年

新建 PC（预制混凝土）装配式 4.3亿 m
2
，同比+59.3%，占比 68.3%，较 2019 年提升 2.9pct；PS（钢结构）建筑 1.9

亿 m
2
，同比+46.0%，占比 30.2%，与 2019 年基本持平。 

住建部近日发布《关于 2020年度全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情况的通报》，从总体来看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共计 6.3

亿 m
2
，较 2019 年高增 50%；装配式结构渗透率提升至 20.5%，同比增加 7.1pts，超额完成“十三五”既定 15%渗透率

目标，实现低位快增，装配式建筑行业保持高景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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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配式建筑的优缺点 

3.1 优点方面 

（1）装配式建筑可以提高工程质量。传统现浇建设方式仍然依赖大量的手工绑扎钢筋、支拆模板、抹灰铺贴，施

工偏差大，质量通病多，人为因素影响明显。而装配式建筑将大量的部品部件在工厂流水线上施工，操作规范，机械

化程度高，产品质量好。现场部品部件的安装和连接由产业工人专职施工操作，建筑品质显著高于现浇方式。 

（2）装配式建筑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工厂生产不受恶劣天气等自然环境影响，施工机械化和自动控制程度高，构

件加工工期更为可控。现场主体结构施工方面，装配式钢结构同传统钢结构时间相当，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较现浇

方式时间略长，但结合穿插施工等工艺，尤其是结合装配式内装修等工业化技术，可以实现较传统现浇方式缩短综合

工期 25%～30%。 

（3）装配式建筑可以大幅降低建造过程的资源消耗，减少施工现场粉尘污染。相对于传统的现浇混凝土建筑方式，

无论在节水、节材、节能、降噪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效果。 

（4）装配式建筑可以减轻劳动力资源压力。以工业化的方式减少大量手工作业，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减少

了约 30%的现场用工数量，更便于施工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起稳定的、高素质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图 3  德国 Tour Total大厦细节 

3.2 缺点方面 

（1）装配式建筑因预制构件规模化效益不足和，造成造价高。 

（2）浆锚搭接连接、套筒灌浆连接技术。由于工人的技术水平不能保证，并且灌浆工艺由于现场缺乏有效检测手

段，灌浆节点质量根本无法保证。 

（3）钢筋混凝土结构里面的钢筋连接位于受力最小处，然而，装配式建筑的特点就决定了 PC 构件连接正好是受

力最大处。在受力最大的地方到处是施工缝，严重降低结构安全性。 

（4）装配式建筑整体抗震性还有待于论证。 

（5）装配式的致命弱点是缺少个性化，所有建筑设备、管道、电气安装、预埋件都必须事先设计完成，因此装配

式建筑较适合大量重复建造的标准单元。由于标准化的组件导致个性化设计降低。 

4 展望 

《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以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为重点，推动建筑工业

化升级。发展装配式建筑是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有利于促进建筑业与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 

近年来，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态势良好，在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

存在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偏低等问题，与先进建造方式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此要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还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建立健全标准规范体系。加快编制装配式建筑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逐步建立完善覆盖设计、生

产、施工和使用维护全过程的装配式建筑标准规范体系，加大装配式建筑创新设计，统筹建筑结构、机电设备、部品

部件、装配施工、装饰装修，推行装配式建筑一体化集成设计。积极应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BIM）、互联网、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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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域链等新技术应用到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提高建筑领域各专业协同设

计能力。 

 

图 4  装配式模块化项目 

二是推进建筑一体化装修。实行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与主体结构、机电设备协同施工。积极推广标准化、集成化、

模块化的装修模式，提高装配化装修水平。推广绿色建材，提高绿色建材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比例，推广应用高性

能节能门窗，强制淘汰不符合节能环保要求和质量性能差的建筑材料。 

三是改进优化部品部件生产。引导建筑行业部品部件生产企业合理布局，提高产业聚集度，培育一批技术先进、

专业配套、管理规范的骨干企业和生产基地。加快部品部件生产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广应用数字化技术、系统集

成技术、智能化装备和建筑机器人，推进工艺流程数字化和建筑机器人与智能控制制造等一体化施工设备的应用。 

四是加大推进建筑工程总承包。装配式建筑原则上应采用工程总承包（EPC）模式，支持大型设计单位、施工企业

和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向工程总承包企业转型。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完善装配式建筑工程安全质量管理制度，健全安全

质量责任体系，落实各方主体对应的责任。建立全过程工程追溯制度。 

5 结语 

发展装配式建筑符合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

需求。在全国和各省市政策的大力推广与带动下，也正在逐步实现各阶段的发展目标。作为建筑企业，只有积极因应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趋势，深入研发和打造符合装配式理念要求、带有企业特色、具备核心竞争力、兼顾成本优势的优

秀产品，才能在今后的市场中更加游刃有余。 

 

图 5  装配式质量控制 6方面 

同时装配式健康发展还需要意向几方面完善与保障： 

（1）设计、生产及施工一体化经营模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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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配式技术管理人才短缺，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 

（3）装配式建筑市场上没有全国统一的施工定额参考； 

（4）装配式构件厂税收按照 17%的增值税，其他建筑材料只征收 4%的税收； 

（5）验收程序有待改进，根据我国传统施工规定，工程封顶完成之后才整体验收，这样的规定就使装配式建筑发

挥不出建设周期短的优势； 

（6）政策奖励不合理，片面追求装配率现象普遍存在。 

（7）基于 BIM 的装配式建筑信息化集成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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