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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以来,以装配式建筑为代表的新型建筑工业化快速推进,

建造水平和建筑品质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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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the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which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Since the issua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ding Opinions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Vigorously Developing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 buildings represented by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has been 

promoted rapidly, and the construction level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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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内外学者对于装配式建筑管理的

研究已比较深入,本文在对于装配式建筑

的基本情况、国内发展及研究现状、建筑

产业现代化等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进

一步深化对装配式建筑的管理工作,有

助于提升建筑企业的施工效率和质量。 

1 装配式建筑基本情况 

装配式建筑,用预制部品部件在工

地装配而成的建筑。装配式建筑的持续、

合理、完善的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必然需要、对于新型城镇化的覆盖率

的扩大、建造质量的提升也具有重要作

用,属于建造方式的重大变革,装配式建

筑属于建筑业、信息化以及工业化之间

的深层次交叉结合、突破创新,可以有效

的解决过剩产能的持续下降、新产业新

动能的不断涌现,建筑工艺的不断提升,

装配式建筑可以有利于施工污染的减少,

有利于建材等相关建筑资源的重复利用,

装配式建筑属于预制构件的组装,因此

质量安全水平相比现浇式建筑也有较大

的提升,同时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效率也

较高。自《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

指导意见》印发实施后,发展速度明显加

快,新型建筑的工业化建设质量、建设水

平、建设速度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

不断向好发展。 

2 装配式建筑国内发展及研究

现状 

现阶段,现场浇筑还是我国大多数

地区的主要的建造方式,且现浇式建筑

多的地区装配式建筑就会呈现出较低比

例,建造方式也比较落后,与目前我国要

求的绿色建筑、低碳建筑的要求相差较

大。因此,近些年来,为了让装配式建筑

得到较快发展,我国各地区也在积极推

动。2016年9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

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在一些具备相关条件的区域,要引导该

区域推行现代木结构建筑的发展,与此

同时,还要加快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以及

钢结构建筑的发展,让装配式建筑得到

更大的发展和更多的比例,不断改变在

新建建筑的构成比例。要通过设计、生

产、施工、装修等一系列环节提升建筑

质量水平以及技术水平,做到建筑设计

环节的标准化程度、在原料和构件生产

环节实现较高效率的工厂化、在施工环

节具有较大比例的装配程度、在装修环

节也能够与之前各个环节协调一致,通

过新型智能管理、快捷高效的信息系统,

实现建筑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满足日益

绿色、环保、智慧的建筑产业发展。 

《意见》提出,各个城市要根据各自

城市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如何发展装配式

建筑。目前,装配式建筑包括包括混凝

土、现代木、钢等三种结构。争取通过10

年左右,让新建建筑面积中装配式建筑的

占比达到百分之三十。与此同时,要努力

推动形成一批大型的设计、施工、零部件

等于装配式建筑相关的生产企业,形成

完善的技术标准、法律法规以及监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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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还要有一大批具有现代装配施工水

平的总承包企业以及相应的专业技能、

专业能力的技术人员队伍。目前,国内的

发展和研究以主要以国家政策指导为研

究方向,不断推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 

第一,不断规范标准要求、规范体

系。包括企业、团体、地方、行业准、

国家等标准。不断完善工程方面的相关

标准、不断优化相关部品部件的设计文

件要求、不断规范有关建筑材料方面的

要求。在建筑工程定额的评价方法和方

案制定方面,进一步研究和优化；另外,

要进一步修订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满

足生产和工艺的发展需求,对于抗震、防

灾、防火等相关规范也要不断推进。第

二,较为完善的装配式建筑设计,发展逐

步以全装修为主。装配式建筑的整体协

调融入式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室内外

的装饰装修的协调性、施工的装配化水

平、相关建筑部品以及部件的磨合一致

性、安装的机电暖通等设备符合性以及

建筑整体构造情况等多部分的环节。基

于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增强整合协调

的技术水平,满足全方位、全维度、全流

程的指导以及服务情况。通过建筑结构、

安装设备、室内外装修等施工,逐步实现

装配式建筑的标准化、集成化、模块化,

实现最佳的集约化应用。第三,较为先进

的部品部件生产水平和装配式建筑施工

水平。通过对有关部品、部件制造单位

的引导,加大产业聚集度,丰富部品、部

件的种类。让部品部件的制造设备一步

步实现柔性生产方式。装配式施工的技

术、设备和机具发展较好,装配施工能够

达到较高的安全性能、质量性能、绿色

性能。在装配式建筑中,逐步提升应用绿

色建材的比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方面,

不断健全装配式建筑工程相关规定。 

3 建筑产业现代化 

建筑产业现代化,就是在整个建筑

产业中,普遍应用现代管理方法以及科

学技术,基于产业化、信息化、工业化的

深度融合,实现更新、改造和全面提升建

筑全产业链,培育新产业新动能;不断发

展绿色建筑,通过新型建筑工业化生产

方式的方法手段,把住宅产业现代化作为

重要项目,这种高级的产业运营形态,实

现建筑产业的过程就是建筑产品现代化。 

近几年,2003年住宅建设主管部门,

发布《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推动了建筑

产业化标准的初期发展。国家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2015年10月发布《工业化建筑

评价标准》,确定如“建筑部品”、“预制

率”、“装配率”等概念。2017年该《标

准》进行了调整,变为《装配式建筑评价

标准》,通过调整,对于装配式建筑的评价

变得更为准确、清晰。2020年7月,住建部,

人社部,科学部,工信部,国家税务总局,

水利部,国家发改委会,交通运输部,生态

环境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铁路局等12部委联

合发布《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

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对于装配式建

筑的发展要不断推行,加快形成的基于

标准部品的生产生态场景,满足数字信

息、产业规模、专业技术的要求。加快

建筑产业化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协

同发展,不断推进大数据、物联网、建筑

信息模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建筑全

过程的融合,大范围提升智能建筑工地、

智能设备的研发水平、制造能力,升级施

工机具。基于各种信息传感器、射频识

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

激光扫描器等技术,不断增快建筑物的

物物相连水平,使得信息交互性、数据的

敏感性、资源的价值感获得提高。 

2020年8月,住建部,教育部,生态环

境部,科学技术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委联合发布《关

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要统筹建筑升级的要求,加快城乡建设的

低碳、绿色发展,从新型建筑工业化作为

切入点来促进建筑产业的全面转型升级

发展,形成国际竞争力显著的“中国建造”

的世界品牌。新型建筑工业化就是基于

信息技术的发展,把生产环节施工过程的

持续优化改善、建筑工程的整个寿命期的

综合整合作为核心手段,将建筑工程的持

续创新、整体产业等进行有效集成,达到

建造的更高质量、低碳排放、更有价值的

特点。《意见》提出,对于预制楼板、楼梯

板、内隔墙,有条件的省市要鼓励推广,积

极推行装配式建筑,尤其是商品住宅、保

障性住房建造时。要对装配式支撑技术,

例如钢筋、混凝土、预应力等技术进行升

级改造,统筹综合应用,不断持续的完善

装配式混凝土的结构体系工作。 

4 建筑的工业化的国外发展情况 

20世纪初,欧洲最先具有建筑的工

业化的相关政策。第一,因为第一次、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人民对工业化

技术、建筑工业化的需求增加,建筑行业

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转变升级为建筑工

业化。战争结束后,各国需要快速地建造

大量的房屋、工厂等。为了满足人们的

基本生活、生产要求,欧洲国家率先出台

大量建筑工业化建设相关政策,促进生

产、建造的工业化,这也是装配式建筑产

业化最早的模式。 

国外其他学者也对建筑工业化进行

了研究。基于BIM的模块化和工业化建设

研究,对基于BIM的工业化建造方式与传

统建造方式分别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

对最新的建造技术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

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分析了建筑工业化的

关键因素,如约束和政策激励机制等。 

5 总结 

随着建筑业的不断发展,装配式建

筑将成为主要建造方式,装配式建筑产

业的相关配套也将更加齐全。通过推进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实行装配式建筑主

体结构、机电设备和装饰装修协作共同

施工等多种方式,推动装配式建筑企业

的施工质量水平、施工效率水平,带动建

筑业全面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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