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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market, the application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fiel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industrial	chain	has	progressed	slowly,	which	
has affected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mprov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prefabricated building 
industry chain is studied, and the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ustry chain is promoted to promote the long-term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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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分析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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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建筑市场快速进步和发展，在建筑领域中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应用已日益普及，而其产业链的发展却进展缓
慢，已影响到中国建筑行业的发展步伐。为进一步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高建筑质量与施工技术，对当前装配式建筑产
业链发展的现状进行研究，推动产业链的合理构建，以促进建筑业长期稳定发展。因此，论文主要针对装配式建筑产业链进
行深入分析，并对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之处提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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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的发展而言，在实际开发过程中，

包括项目管理、设计、构件生产、施工、验收等环节，其中

构件生产涉及到原材料、配件、生产设备、模具等，而施工

环节则需要专用设备，验收环节则涉及到专用检测设备。因此，

对装配式建筑产业链进行综合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有效规避

产业链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隐患和风险，促进产业链的健康稳

定发展。

2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的结构

整个装配式建筑领域的产业链应以建筑实施的全过程为

主线，即按照按“设计—生产—施工—验收”的流程进行，

如图 1 所示。上游以水泥、钢铁、木材等原材料为主，下游

以建设工业建筑及设施，住宅、学校、酒店及办公楼等为主。

总而言之，装配式建筑产业链是指以装配式建筑为对象，以

各利益相关企业为载体，以风险共担利润共享为导向的上中

下游企业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动态增值链。但是，在实际的

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影

响了装配式建筑产业产业链的发展 [1]。

3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就现阶段而言，装配式建筑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尚未形成，

产业发展一直是以政策堆动为主，表现为发展不成体系，发

展粗放。在整个装配式建筑生命周期中，设计单位、施工企

业、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制构件生产企业等产业链各主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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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信息共享和协作不足，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也不利于产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 [2]。在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中，

具体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图 1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结构

3.1 综合经济效益低下，市场驱动力不足

由于装配式建筑的初期投入成本较高，行业内绝大多数

中、小型预制构件企业也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盈利空间有限，

加之装配式建筑的税率较传统建筑高，只有如中国上海建工

集团具有完整产业链的施工总承包单位才能获得更多话语权，

挤压了周边独立中、小型构件企业的生存空间，形成行业垄断，

中小型企业普遍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毛利率持续下降，目前

产品的毛利率已低于 20%，造成综合经济效益低下，而中小

企业才应该是创新中最活跃的主体，上述情况势必加速装配

式建筑行业洗牌。此外，消费者对装配式建筑的认可程度

也远不及现浇建筑，因此，这对装配式建筑产业的发展和

产业链的应用都极为不利，对整个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3.2 产业技术体系落后，管理方式创新不足

中国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中的预制构件企业，主要生产预

制混凝土、钢结构和轻质墙板等部品部件，尽管某些产业化

技术研发在不断进行，但建筑智能化产品、装配式构件生产

装备的研发、制造和检测等相关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距离

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如在装配式构件生产及安装技术方

面，需要有先进的设备作为辅助，以保证生产的部品部件达

到功能及强度要求，安装的部品部件精度及连接强度达到项

目建设设计要求。但中国大多数企业仍保持以前传统的生产

工艺，包括立模、配筋、浇筑、震捣、固化、拆模、养护等

工序，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人力投入较大，机械化和自动化

程度不高，工人工作环境欠佳，构件的生产也不能满足多样

化的需求。国际上的吊装设备与中国的吊装设备在使用上基

本相同，但国内主要是采用通用的起重机完成吊装，其起吊

的精度控制不够增加了吊装难度和施工时间。另外，多数企

业忽略了如互联网 + 的现代化管理制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

管理模式，如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的设计、生产和安装，只

有少数企业能够将这三个阶段的工作统一进行，大多数时候

都是由工程项目的建设方确定工程项目设计方案后发包给专

业设计单位进行部品部件的深化设计，然后交由相应的生产

厂家进行生产制作，最后再将所生产的部品部件交由相应的

施工队伍进行建设安装。对于不同的单位以及企业来讲，自

身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并不同，若是无法做到有效的衔接以及

及时的沟通，那么可能会导致整个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所使用

的产品不符合实际项目建设需要，或者是施工技术运用上的

失误，严重影响整个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建设进度及成本

控制。想要实现构件的现代化生产模式、信息的及时传递和

交互共享还需要革新技术、创新管理体制。

3.3 设计及检测问题频发

在目前的装配式建筑施工中，装配式设计难点多，技术

门槛高，在当前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虽得到广泛推广和应

用，但与之相对应的施工图设计仍然是以传统的施工方法为

主，以装配式建筑施工为基础而进行的设计工作尚未全面展

开，实际工作中设计理念落后，深化设计问题频繁出现。此

外，工程检测技术要求高，需要红外线检测、超声波检测，

目前主要是实验室检测和第三方检测。在装配式建筑工程项

目建设的过程中，有些施工单位及构件生产企业为了工程进

度就降低质量的重视度，导致装配式部品部件在安装完成后，

很多质量问题未被发现，在后期建筑使用过程中存在巨大安

全隐患。

4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发展对策

4.1 构建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体系

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装配式建筑产业链体系的建设是

一个逐步的过程。就政府而言，应针对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并制定扶持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提供法

律依据，以保障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同时应制定鼓励政策，

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强化市场驱动，增强企业信心。就

行业协会和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而言，应尽快制定统一的预制

装配体系下的全国或地方性的建筑设计标准、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以及工程定额和计价规范，以实现施工参数、构件允许

误差标准和功能标准的统一。就建设单位而言，要根据涉及

的利益相关单位，在装配式建筑投入建设前，就要制定各种

营销方案以便设计单位做好设计前置，进一步提高装配式建

筑施工技术以及理念的覆盖范围，最终是吸引消费者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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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整个产业链条。在设计单位方面，需要从顶端进行通盘

考虑，将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企业合理分工、有效融合，减

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在生产企业方面，要充分实现信息共享，

资源有效整合，以降低生产成本 [3]。

4.2 加强技术革新，创新管理模式

国际上的装配式技术如生产设备多采用数字控制的自动

化设备，整体售价较高，虽然中国生产设备水平较往年有所

提高，但实现建筑工业化，仍需加强生产设备及技术研发，

以确保装配式部品部件的生产精度以及生产质量，在施工现

场进行部品部件装配作业时，出于防漏水角度，对构件拼接

安装要求较高，也需要使用效率更高、更安全的作业设备，

确保装配质量以及装配效率。为此，政府应加大政策的扶持

和引导，积极培育、建设新的装配式建筑产业集群，引导相

关配套企业，重点抓好关键技术和产品生产企业的引进，推

动相关企业转型升级。同时，组建装配式建筑产业链联盟，

整合产业链资源，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采用专业生产模式，

原材料集中采购，循环利用生产机器和模具，减少模具摊销

及换模具次数，实现构件的生产模式现代化、信息传递及时

和互动共享，促进装配式建筑产业链发展。

4.3 加强设计和检测方面的工作

对于装配式施工技术而言，相对于传统施工技术而言要

更简单、更便捷，但是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对施工质量的要

求却比传统施工技术更高。因此，在施工设计阶段，就要对

装配式施工所需的部品部件进行强化设计，使所生产的部品

部件能够更加科学合理，既能满足装配式施工建筑的需要，

又能满足工程建设质量要求。同时还应对装配式施工技术的

具体应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管理，因为在工程项目的施工

过程中，会存在许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对工程的质量、进度

会产生影响。因此，应加强监督和管理工作力度，对施工过

程中所使用的施工技术、施工设备、材料等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实现装配式施工全过程管理。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装配式建筑产业链来讲，在当前的建

筑市场环境下，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中国

“十四五”规划建筑行业发展的趋势，但由于受产品辐射半

径不足和建筑规模小等因素的制约，迫切需要形成一整套的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应用产业链。尽管如中国上海、北京等

地区或某些施工单位内部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装配式建筑

产业链，但从整体的大环境来看，其建设还不够完善，这对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的普及和全面覆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

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

和整体市场的发展要求，对其进行完善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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