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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一体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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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也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城镇化建设，

在建设过程中，建筑行业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在创新观念不断进步的今天，传统的施工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当

前阶段现代建筑已形成多种新型模式，预制装配作为其中一种，通过设计施工一体化不仅能够加快施工速度，还能控制建设成

本，使得传统施工造成的资源浪费等问题得到解决。本文将以预制装配建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特点和意义，并针对这

一新型模式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方案，希望能够保证预制装配式建筑的建设效果，由此来推动我国建筑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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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新一代技术逐渐引入到建筑行业中，我国的

建筑领域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节点。与传统建筑相比，预制

装配式建筑能够有效控制预算成本，且建设速度较快，有较

强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在整体上提高建筑本身的质量，增强

其使用性能。预制装配建筑的出现也恰恰推动了建筑工业化

的发展，为此要不断加强设计施工一体化，做到设计优雅美

观、管理严格精细、流程严谨顺畅，推动其产业化发展。由

此看来，设计施工一体化已然是装配建筑未来发展的趋势，

因此要进一步对此进行分析探讨。

1  预制装配式建筑概述

1.1  预制装配式建筑的概念

预制装配式建筑最初并不是起源于我国，而是在1940年

以后一些发达国家才真正开始重视预制装配式建筑，而我国

大约十年后才真正意识到我国的建筑行业需要创新，需要引

入新鲜血液，因此为了实现建筑工业化，我国引入了预制装

配式建筑。对于之前传统的建筑模式来说，是采用砌体建筑

或现浇筑混凝土，这种方式不仅需要较多的施工工人，且施

工强度大，但是预制装配式这种新型建筑模式是在工程项目

开展之前将其所需要的板、梁、柱等建材经检验合格后，将

其送往施工现场由施工工人对其进行安装，这种方式不仅能

够降低施工强度，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劳动力，并且

预制配置式建筑在预估成本范围内，对于任何建筑需求都能

够得到满足，可谓是应用广泛。

1.2  预制装配式建筑的特点

（1）建设速度快，效率较高。由于在施工之前会和工

厂对接，先对板、梁、柱等建筑材料进行预制，这些提前加

工好的建筑材料经过检验合格后，运往施工现场，由施工人

员对其进行安装，并且在工厂对建筑材料预制期间，施工工

人在现场也能够同步进行其他施工，所以即使在这种既需要

预制件也需要现浇的情况下，同步施工的方式较传统建造模

式来说，加快了施工速度同时缩短了施工工期，提高了施工

效率。（2）建造一体化。预制装配建筑能够实现一体化建

设，也就是在建筑工程开始之前要明确建筑的主要构件，并

提前绘制好主要构件的图稿，要求工厂对主要构件进行预

制，在此过程中，也要对其他与主要构件相配合的构件进行

位置预留，其中包括管线和窗户等，由此来保证主要构件与

其配件的一体化建设，从而保证建筑各构件与配件之间的有

效连接，进而推动工程的实行。（3）可控制成本。预制装配

可以对建设成本进行控制，由于预制建设对于建筑材料成本

能够很快计算得出，例如只需要对每种构件的单个成本以及

所需数量进行分析，就能够简单对预制构件材料成本做出预

估，加之生产所需的劳动力等建设成本以及运输成本等就可

以得出总的预制构件成本。（4）节约社会资源。预制装配建

筑可以有效节约社会资源。对于传统建筑来说，在建筑过程

中由于所需建材的成本波动较大，且所需人力也不能精准估

算，常常出现工人不足或由于工人较多出现裁员的情况。

2  预制装配式建筑的实际意义

自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在建筑行业的

市场趋势也愈加明显，建筑这一领域有了较大的发展，发展

预制装配建筑的意义也日趋凸显出来。首先一方面对于国家

来说，我国整体的发展理念要深入贯彻到建筑行业未来的发

展过程中，为实现建筑的工业化发展，需要不断将现代信息

技术应用在建筑工程当中，促进信息技术与建筑行业的深度

融合。另一方面是对于建筑领域本身来说，随着建筑技术不

断发展，它不仅为建筑企业迎来了机遇，却也带来了不少挑

战，因此为了能够使信息技术与建筑行业完美融合，必须对

建筑行业全面进行改革，促进企业的转型，使其能够与当前

的大数据接轨，与国际社会接轨，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3  预制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3.1  现代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对于我国的建筑行业来说，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受到许多

准入制度的限制，若是公司想要承包一个工程项目的设计施

工一体化业务，会受到很多准入制度的限制，甚至在少部分

地区的相关政策不支持这一业务，这无疑会对我国建筑施工

一体化造成影响。同时就我国目前建筑发展状况而言，设计

施工尚且还不是一体化发展，不是由一个单位，大多数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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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是由多个不同的单位对其承包，因此这会导致承包设计

的一方与承包施工的一方这二者不会及时有效的进行交流，

甚至会产生分歧和争执，从而导致建筑项目无法顺利进行。

3.2  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不适应

由于我国之前实行过计划分工体制，对于建筑公司来

说，被分为设计公司和施工公司两个两位，也正是由于这一

体制，导致每一公司所擅长的领域有所不同，这就导致某些

公司并不具备承包施工设计一体化业务的能力，这种内部管

理体制的问题属于根本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得到有效

解决。

3.3  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所谓设计施工一体化，其中既包括对于建筑图纸等方面

的设计，也包括对于建筑的具体施工工作，因此这种一体化

方式的进行对于人才的要求比较高，不仅要求工作人员要有

一定的建筑设计领域的专业知识，还要对工地施工的具体操

作流程等方面进行详细的了解。同时，作为建筑公司的一个

专业的工作人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管理能力，要掌握

一定的管理知识，这是对于建筑公司来说所需要的复合型人

才，但是正是由于对人才的要求过高，导致许多企业不能招

收到合适的人才。因此很多企业会适当的降低门槛，派遣工

作人员前往国外交流学习先进的知识，但是这种情况导致他

们只是对书面上的知识有所了解，但是对于技术的借鉴以及

具体的实践能力还有所欠缺，因此我国的建筑企业仍然缺乏

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4  实现预制装配式建筑设计施工一体化的具体措施

4.1  全力推行工程全包

工程总包包括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建筑工程项目前期的设

计、建筑材料的选择、具体的施工操作流程等多方面，也就是

整个建筑工程，承包方听过对工程总包，对于委托方来说，能

够有效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让工程设计与施工有效融合，使

其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当建筑工程与施工所属为一个单

位，会使得工程最初的设计方案得到有效的落实，并能够在质

量上得到进一步保障希望目前我国国内的企业能够促进自身设

计与施工的多层面发展，促进自身的发展。

4.2  树立设计施工一体化理念

在工程建设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其分为设计和施

工两个独立的单位，迄今为止，这一观念仍然在人们心中根深

蒂固。现阶段我国虽然致力于推进工程总包，但是效果并不

显著。因此，首先要更新企业的传统观念，从思想上肯定工程

总包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树立企业的全局观念，对

建筑进行优化设计，同时要有设计师的不断更近，并致力于将

设计服务工作不断向工程施工工作延伸，努力提升设计师的地

位，从而使得设计与施工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4.3  实施建筑师负责制

在建筑施工过程中，要发挥建筑师在设计与施工过程的

主体作用并且在竣工后负责相应的质保问题，及时解决委托

方所提出的问题，力求达到委托方的标准，这就是所谓的建

筑师负责制。让建筑师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不仅能够使设

计的图纸方案有所保障，还能够负责对施工人员的管理工作

以及后续的质保问题，这样一来，建筑师的作用贯穿建筑项

目工程始终，使得建筑理念从一而终的体现，发挥着规划设

计、指导监管等工作，促进设计施工一体化的推进。

5  结束语

经过本文的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对于预制装配式

建筑来说，建筑设计施工一体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它需要多方面多部门的不懈努力。由于设计施工一体化对于

建筑企业的要求较高，较目前来说发展难度较大，我国目前

在此方面还存在较多缺陷，但是在未来建筑企业的发展过程

中，建筑设计一体化已然是必然趋势，它需要设计部门与施

工部门紧密配合，遇到问题及时沟通交流，力求寻找最优方

案解决困难，同时企业要转变发展观念，与时俱进，适应时

代发展，致力于推进设计施工一体化，提高工程建设速度，

控制施工建设成本，缩短工期，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由此

推动建筑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促进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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