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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对装配式建筑国内发展现状进行阐述，通过对大量文献阅读和总结并结合实际分析阻碍装配式建筑发

展的问题，简述相关学者在各个问题导向上的研究成果，分析未来在该问题上的研究重点，最后结合文献以及国外发达国

家发展现状对我国装配式建筑未来发展方向作出预测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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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

我国装配式建筑的起步和发展都相对较晚，直至“十三

五”时期，装配式建筑才成为一种流行的建筑形式，目前

我国建筑业仍是集约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技术含量低、

劳动力投入多、能源耗费多、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是目前

我国建筑行业的严重问题。装配式建筑以其绿色节能，易

于施工等优点，已成为建筑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1]。将装

配式建筑与传统建筑相对比，在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工程

质量，缩短施工工期，减少劳动力，减少能源消耗方面均

表现优秀。因此国家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随着相关文件

的颁布我国将由粗放型建筑模式转变为新型工业化建筑模

式，由此装配式建筑推广工作正式迈上崭新台阶。

2  装配式建筑相关研究

2.1  行业发展趋势

上世纪初期，德国学者沃尔特首次提出了装配式建筑这

一全新理念，随着该领域研究的蓬勃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

学者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此[2]。从发展角度来看，Xu[3]等认

为装配式建筑是建筑行业的未来。虽然发展迅速，但仍有障

碍需要克服。应与政府紧密合作，推进该领域的发展。Li[4]

等认为装配式建筑较传统建筑生产力高，带来的环境和社

会不利影响小，且多种先进技术在该领域得到有效应用，而

受到青睐。尽管装配式建筑发展势头强劲，Khaled[5]等认为

装配式建筑优势诸多，但其市场占有率仍有大幅度的提升空

间。韩言虎等[6]则从政策、技术、社会、经济以及管理五个

维度出发，对装配式建筑发展过程当中所存在的各项问题展

开剖析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理对策；上述研究表明，装配

式建筑处于稳步发展中，且由于其自身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中

仍将得到大力的支持和推广。

2.2  成本控制研究

目前，我国装配式建筑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7]，装配式

建筑的造价普遍高于传统现浇模式，严重制约其在我国的

发展普及。如何控制成本，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要

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刘瑶[8]等构建涵盖设计、生产、运

输及安装全过程的成本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对这些因素

进行深入剖析，旨在明确各阶段中决定成本的关键驱动因

素。鹿乘[9]等认为强化装配式项目成本风险的管理具有深远

意义。故构建成本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赋

予各风险因素相应的权重，明确成本风险等级。柯燕燕[10]

等认为深入分析装配式建筑的额外成本与附加利益，对于

推动装配式建筑的普及具有关键性意义。于此同时为有效

降低装配式建筑成本提供了参考。上述研究表明，我国装

配式建筑领域仍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成本控制模式，成

本高的弊端也无法彻底解决。要想发展装配式建筑，必须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展其研究领域，并从实际

出发，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2.3  质量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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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装配式建筑项目由于质量问题阻碍其发展的现

象不容忽视，问题主要源于构件制造精度差、安装不达标

以及施工质量管理混乱。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产品标准和

规范，且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同样导致了装配式建筑质量

问题。针对预制构件的质量控制，瞿富强等人[11]对装配式

建筑预制构件的质量风险的六个维度进行了综合评估，得

出，改善管理和技术方面的风险，能够直接推动预制构件

质量的提升。除对构件质量进行控制外，在装配过程中质

量问题的控制也至关重要。要对构件的质量进行实时检测

Pang等[12]认为要对构件的质量进行实时检测，构件会由于

运输而受损，从而影响其实际使用，因此在生产阶段记录

构件的质量数据及潜在问题。抵达施工现场后进行检验，

以迅速定位并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而避免工程质量问

题的发生。而针对装配式建筑整体的质量控制孙玉芳等[13]

以“建筑信息模型+物联网”技术为依托，将其系统化应用

于装配式建筑的质量管理体系当中，此技术的引入，能够

有效促进质量管理水平的全方位提升；闵锐等[14]在弄清人

员、材料、技术、组织和环境这五大核心影响因素的范畴

的基础上提出了EPC模式下装配式建筑质量管理策略。上述

研究表明，在未来的发展中对质量控制的研究必不可少无

论是构件的质量控制还是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或是全过程

的质量管理都是未来研究的必要内容。

2.4  低碳环保研究

装配式建筑作为建筑行业实现绿色化及产业化发展

的必然选择。它能有效降低建筑行业的碳排放，对于达

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极为深远的社会性意

义。Luo[17]等认为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渐变暖，对建筑碳排

放的研究势在必行。Gholamreza等[15]对其施工生产期间

能耗情况和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展开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显

示，准时制、价值流程图、全员生产维护等指标对绿色环

保相关问题有重要影响。Ali等研究者[16]以生命周期评价

法为主要研究手段，将预制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的建筑进

行对比后发现，二者都具有绿色环保的优势，钢结构对环

境更为友好。还有许多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绿色建

筑项目上，发现预制构件被广泛应用于建筑改建，并且取

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18][19]，可有效降低能耗，同时降

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现有研究结合我国实

际来看，固有的现浇体系尽管对城乡建设贡献显著，但起

所引发的污染问题及资源浪费问题亦不容小觑。而具有绿

色环保优势的装配式建筑的问世，便可有效避免上述情况

的发生，对助力我国生态建设迈上可持续发展新台阶具有

极为深远的意义。

3  未来研究及发展方向

   从上述情况来看，国内外研究人员已从多个维度对装配

式建筑领域进行了探讨，研究内容涉及行业发展趋势、项

目管理及成本控制能、建筑质量优化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

在此研究基础上分析认为我国装配式建筑的未来发展

有望朝着以下两个主要趋势迈进，以智慧建造管理体系为

核心[20]，运用BIM技术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减少设计变

更，提升设计精度，从而为构件精准制造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追求多样性是关键[21]，当前装配式建筑主要应用于

住宅项目，但众多公共设施具备高度标准化的特点，显示

出极高的装配化应用潜力，应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随着

装配式建筑技术的持续提升，其发展趋势无可避免地趋向

于多元化与智能化。日后随着我国建筑业的持续发展，装

配式建筑的优势将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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