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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发展进程的加快和可持续绿色建设的需要,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建造方式逐渐成为建筑行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就目前国内的工程实践情况看,采用工业化建造方式的工程造价高于传统现浇方式的工程造价,探讨降低

工业化建造方式工程造价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建安费用的构成出发,用具体案例分析预制装配式混凝

土建筑的各种费用,对预制装配式建筑的整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人、材、机等消耗进行数据分析,提出降低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建

筑成本的方法、途径和措施,以供类似工程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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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阶段成本 

在不同建设方式下,施工以及安装过程中人工费、材料

费、机械使用费的差异是造成施工成本不同的重点。本节以

北京某安置房项目 A 户型为实例分析产业化和现浇方式的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的差异(如图 1所示)。 

 

(a)现浇户型                    (b)拆板方案 

图 1  A 户型图 

1.1 人工费分析 

产业化住宅项目的工种有以下变化：现场工人部分转为

工厂。其中模板工大幅减少,吊装工工人增加。对于 A 户型

建筑工程相关工种人工费用对比见表 1。 

表 1  A户型产业化施工与传统施工各工种人工费对比表 
工种单价

(元/m2)

PC产业化住宅 RC传统

住宅
备注

现场 工厂

钢筋工 55 18 64

1、PC较 RC,人工由现场转移至工厂进行2、PC 工厂

绑扎难度低3、PC现场绑扎人工消耗大 4、PC 结构钢

筋消耗量大。

混凝土工 18 18 25
1、PC结构的混凝土消耗量大 2、工厂中的混凝土产

能受生产线的制约,效率低于现场施工

模板工 120 9 152
1、PC现场模板工待工多,单位面积人工耗费教高 2、

PC工厂钢模板周转次数多,人工摊入的单方造价低

砌筑工 61 0 61

粉刷工 110 0 128

架子工 45 0 65 1、外架采用常规外挑架2、内部支撑PC 用工用量少

吊装工 22 0 0
1、PC 现场增加吊装工2、PC养护、成品保护等人工

较RC 多

其他工种 130 0 130 1、PC塔吊较多,导致人工费增加

小计 561 45 625

合计 606 625
土建工程 PC 较 RC 现场人工费用减少30%,整体人工

费用减少8%

 

由上表看出,由于住宅产业化方式带来的机械生产以及

现场作业的减少,在结构施工过程中,采用产业化施工方式

较传统施工方式,总体人工费用减少 3%。 

1.2 材料费分析 

产业化住宅建设过程中的材料种类以及用量较传统住

宅有所不同,所以材料成本构成也有变化。预制构件和现浇

混凝土生产工艺不同,价格差异较大,具体分析见表 2。 

表 2  产业化住宅和传统住宅工程材料费对比（元/m2） 

单价(元/m2) 产业化住宅 传统住宅 备注

楼板部分 275 99
预制构件2168.58 元/m3 ；传统钢筋混

凝土758.99 元/m3,

脚手架及其他 75 82
工业化住宅不需要搭设满堂脚手架,因此

这部分费用降低

支撑 85 70 产业化需采用可调节支撑,造价高

其他材料 949 949

合计 1384 1200
 

由上表可以得出,产业化住宅与传统住宅材料费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楼板部分的价格上。产业化的预制叠合楼板和现

浇楼板的单价分析详见表 3 和表 4。 

表 3  预制叠合楼板单价分析表 

序

号

采 购 单 价 构

成 明 细
单 位

单

方

工

程

量

损 耗

率 %

单 方 工

程 量 小

计

单 价

( 元 )

合 价 ( 元

/ m 3 )

a b
c = a *

（ 1 + b ）
d e = c * d

1 材 料 费 1 0 1 8 . 5 8

1 . 1 混 凝 土 C 3 0 m 3
1 . 0

0
1 . 5 0 % 1 . 0 2 3 8 0 . 0 0 3 8 5 . 7 0

1 . 2 钢 筋 ( 一 级 ) K g
1 4 .

1 1
2 . 0 0 % 1 4 . 3 9 4 . 6 5 6 6 . 9 2

1 . 3 钢 筋 ( 三 级 ) K g
1 1 3

. 5 6
2 . 0 0 % 1 1 5 . 8 3 3 . 9 8 4 6 1 . 0 1

1 . 4 成 品 线 盒 个
3 . 0

2
3 . 0 0 % 3 . 1 1 3 . 2 0 9 . 9 5

1 . 5 其 他 材 料 费 项
1 . 0

0
0 . 0 0 % 1 . 0 0 0 9 5 . 0 0 9 5 . 0 0

2
构 件 加 工 制

作 费
7 8 5 . 0 0

3 其 他 费 用 1 0 5 0 . 0 0

4
直 接 费 小 计

( 1 + 2 + 3 )
元 2 8 5 3 . 5 8

5
管 理 费 = * ( 直

接 费 ) * 费 率
元 1 9 9 . 7 5

6

利 润 = ( 直 接

费 + 管 理 费 ) *

费 率

元 1 5 2 . 6 7

7 税 金 元 5 1 2 . 9 6

8 综 合 单 价 元 3 7 1 8 .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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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现浇楼板详细价格表 

定额子目

名称
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工

费
材料费

机

械

费

企业管

理费
利润

人

工

费

材料费

机

械

费

企业管

理费
利润

现浇混凝

土有梁板
m3 1 0 469.61 0 41.7 35.79 0 469.61 0 41.7 35.79

钢筋制作

φ10 以

外

t 0.014 0 4285.28 0 380.53 326.61 0 59.99 0 5.33 4.57

钢筋制作

φ10 以

外

t 0.114 0 4285.28 0 380.53 326.61 0 488.52 0 43.38 37.23

有梁板复

合模板
m2 1 0 27.05 0 2.41 2.07 0 27.05 0 2.41 2.07

人工单价 小计 0 1045.17 0 92.82 79.66  

对比预制叠合楼板和现浇楼板的价格不难发现,预制叠

合楼板的价格主要高在构件加工制作费和其他费用上,这些

费用都是现浇楼板没有的。 

1.3 机械使用费 

在住宅产业化施工过程中,塔吊的使用次数和频率都比

传统施工增多。对于产业化施工和传统施工的机械使用费分

析见表 5。 

表 5  产业化住宅与传统住宅工程机械使用费对比 

单价(元

/m2)

产业化

住宅

传统

住宅
备注

塔吊 65 60
产业化住宅塔吊型号、使用率比

传统塔吊型号增加,使用率增加。

其他机械费 40 40

合计 105 100

 

在住宅产业化施工过程中,起吊预制构件难度比较大,

且需在施工现场布置塔吊的密度加大,所以塔吊使用费较传

统施工增多。传统建筑模式下,混凝土浇筑体量较大,机械运

转效率高,在产业化模式下,现场搅拌混凝土的体量较小,且

时间间隔较长,机械运转效率也就较低,相对于传统施工方

式,产业化住宅在混凝土浇筑方面的机械使用费较高。 

1.4 其他费用分析 

其他费用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管理费、利润、税金

等。根据行业内资料,预估该住宅楼在产业化模式下的其他

费用为 410 元/m2,在传统模式下为 439 元/m2。 

通过对上述施工成本各项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分别

在产业化住宅和传统住宅两种模式下的施工总成本： 

产业化住宅费用=606+1384+105+410=2505 元/m2 

传统住宅费用=625+1200+100+439=2364 元/m2 

经综合比较,产业化住宅较传统住宅总费用高141元/m2。 

2 降低成本的措施 

2.1 商业层面 

降低构件出厂价格。建议：与几家大型构件厂厂家形成

战略联盟,提前订货、提前下单,大规模订货,大批量生产,

降低构件价格。 

2.2 技术层面 

2.2.1 影响构件成本的因素——生产因素 

①构件设计的标准化程度：预制构件总类越多,形式越

复杂,模具成本就越高,统一尺寸参数和技术标准,减少构件

的种类和规格,可提高构件的互换性、通用性、提高模板周

转次数,减少单个构件的生产成本,还能提高安装效率,降低

吊装成本。 

②构件厂规模及生产能力：预制构件厂产能越大,模板的

周转次数越高,工厂大批量生产才能降低成本。同时,还能合理

控制单个构件重量,提髙安装效率,降低吊装成本。实现预制构

件的专业化分工也是控制成本的重要方面。因扩大的生产线不

仅不利于降低成本,还加大管理难度,易造成质量问题。 

③构件厂人员的技术水平：装配式结构的容错能力小,若

技术和管理跟不上,会出现费时返工、增加成本等各种问题。 

④作业人员机械利用率：产业化住宅建造所需要的机械

主要是塔吊。由于构件的重量大及数量多,导致吊装强度大

且效率下降,机械使用成本大幅升高。工业化构件需要从工

厂运输到项目建设地,而目前由于构建生产工厂的集中度低,

运输距离普遍较长；加之构件都比普通的货物更重更大,从

而降低了运输效率。 

⑤预制率：预制率越高,造价越高。建筑高度越高,由于

大型机械的使用,也会增加成本。 

2.2.2 影响构件成本的因素——运输因素 

①运输距离：建议选用运输距离小于 90 公里的厂家。 

②车辆类型：采用 13m 挂板车,额定 30t,构件尺寸满足

车辆要求。 

③运输方式：水平构件采用叠放运输,竖向构件采用立

体运输,(构件宽度 2.6m 以内、高度 3.5m 以内)。 

④装载方案：叠合板一垛 6 块高度不超过 1.5m,一车可

运输三垛。 

⑤车辆装载率：装载率越高,越能节约造价。 

序

号
项目 单位 构件运输距离

1
单程

运距
km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
运费

单价
元/车 1000 1500 1900 2300 2650 2950 3250

3
运费

占比
% 3% 5% 6% 8% 9% 10% 11%

 

2.2.3 影响构件成本的因素——安装因素 

①人工费：安装工人技术不熟练导致构件受损,会增加

成本等各种问题。要加强对操作工人的技术培训,使建筑工

人快速成长为熟练的产业技术工人,满足工业化对产业工人

的要求,充分发挥装配式建筑人工费减少的优势,若施工单

位不能够实现快速、准确的预制构件安装,就会因返工、拖

延等问题而大大增加装配式建筑的安装成本。 

②项目管理者与施工人员的水平：管理水平也会间接影

响造价。 

③施工现场的机械化程度：合理考虑塔吊的使用,合理

使用塔吊会减少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