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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内建筑钢结构行业的发展现状 

鲁  明  岳燕星 

 

【摘  要】建筑钢结构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较长的使用寿命、较高的生产效率以及更加环保节能等，已经被普遍应用于各种建筑建设之中。

同时随着现今社会信息化高度发展，未来的建筑行业必将持续向信息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装配式钢结构建筑也将迎来高速发展，建筑钢

结构行业即将进入产业爆发期。本文研究了建筑钢结构行业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建筑钢结构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发展建筑钢结构的重要意义。 

2016 年工信部依据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制造 2025》和《国务院关于钢铁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编制了《钢铁工业调整升

级规划（2016－2020 年）》，作为未来五年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指导

性文件。中明确指出：“加快钢结构建筑推广应用，支持钢铁企业

主动参与钢结构示范产业基地建设，研发生产与钢结构建筑构件需

求相适应的定制化、个性化钢铁产品，推广 390MPa 及以上高强钢

结构用钢，研发防火、防腐高性能钢结构用钢，探索生产标准化程

度高的钢结构构配件，建立钢结构构配件统一配送中心，力争钢结

构用钢量由目前的 5000 万吨增加到 1 亿吨以上”。将建筑钢结构的

发展作为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今年住建部发布《关

于印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 2019 年工作要点的通

知》，提出要推进建筑业重点领域改革，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其中强调要开展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在试点地区保障性住

房、装配式住宅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中，明确一定

比例的工程项目采用钢结构装配式建造方式，跟踪试点项目推进情

况，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推动建立成熟的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体

系。中国建筑产业经过多年探索实践，进一步明确了要以钢结构为

主的发展方针，强调了大力发展建筑钢结构产业的重要意义。 

二、我国目前建筑钢结构行业的发展现状。 

在世界建筑行业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我

国建筑钢结构行业今年来呈现快速发展势头。2018 年，钢结构产量

0.6874 亿吨，占钢产量的 7.4%，产量增幅 11.84%；钢结构产值 6736

亿元，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2.87％。同时，钢结构企业走出国门，完

成海外出口钢结构产量到达 111.7 万吨。相关标准方面，2018 年度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和住宅技术、产品标准得到了大幅度完善。随着

装配式建筑的技术研究逐渐改善、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也正迎来

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新阶段。根据住建部数据，2012-2018 年中国新

建装配式建筑面积呈高速增长趋势。截至 2018 年底我国新建装配

式建筑房屋面积达到 2.9 亿平米，同比增长 93.3%。 

近年来各大建筑钢结构企业发展迅猛，在满足国内建造需求

外，还积极“走出去”，发展国际项目，如已德国法兰克福空铁、

卡塔尔多哈国际机场等项目，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各行业协

会也正如火如荼开展钢结构方面的研究活动，各区域建筑钢结构行

业大会不断召开。同时作为配套技术的焊接行业，也愈发重视钢结

构焊接技术的发展。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就在今年举办了“2019

年中国技能大赛——首届全国钢结构焊接职业技能竞赛”，培养更

多的钢结构焊接人才。 

然而纵观国际，美国钢结构建筑占比超过 87%，日本超过 70%，

欧洲超过 50%，而我国钢结构建筑占比不足 10%，仍与国际行业发

展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虽然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但仍需持续提升

一系列产业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三、我国建筑钢结构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建筑钢结构行业经历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产业升级的关

键时期。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行业的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1.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由于通货膨胀及经济过热等因素影响，

原材料价格、运输费用、物流成本、仓储费用、市场拓展与维护等

生产成本不断上涨，限制了行业发展能力。 

2.产业规划有待完善。遍地开花式的钢结构产区发展模式，耗

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能源和人力，导致产能过剩，加剧市场竞争，

使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被无限期延伸拉长。由于行业准入门槛不高

导致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不高，市场话语权微弱，缺乏在市

场上一呼百应的领导型企业和品牌。钢结构项目品种与应用领域等

的结构与比例均不够平衡合理，与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外市场的需

求有相当大的差距，与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是不相适应的，必须进行大力调整。 

3.专业人才匮乏。受用工荒的影响，钢结构企业的用工成本不

断上涨，低成本扩展的策略已难以为继。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钢

结构产业的生产作业条件、环境及福利待遇等已越来越得不到年轻

一代用工主体的青睐。其次是国际化管理、营销人才缺乏，特别是

职业经理人、国内、国际营销精英方面的人才，研发创新及产品设

计人才。人才的缺乏不仅关乎钢结构产业的发展脚步和前景，更影

响着钢结构产业转型升级的进度和质量。 

4.创新能力不足。钢结构企业的创新瓶颈体现在：缺乏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使得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弱；科技成

果转化推广体系尚不完善，创新研发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比重偏

低，资金投入结构和分配结构不合理；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

新产品、新材料难以得到推广;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综合利用不到

位，各自为战，相互封闭；缺乏必要的、科学的产业政策和行业规

约，缺乏必要的正确的引导或导向。 

四、我国建筑钢结构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建筑钢结构行业的发展是解决我国建筑业的产业转型和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建筑钢结构行业也势必调

整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可借助建立 B2B 电商交易平台，结合“互联

网+”背景进行产业升级。以一站式、全品类、多品牌等特点提高

采购效率，打破传统采购模式，降低采购成本，在保证产品质量和

交期以及其他基本服务的同时，推出包括大数据服务、TOC 管理咨

询服务和供应链金融等增值服务，创新钢结构企业供应链管理。同

时必须大力培养建筑钢结构方面的专门人才，无论是施工人员亦或

是研发、设计、工艺人员都势必迎来一次职业能力升级，为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血液。相信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及

社会的持续需要，建筑钢结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必将迅速

提升，推动建筑钢结构行业进入国际一流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