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 论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建筑工业化？

一、引述

2019年8月开始着手编写本书的时候,搜索“建筑工业化”,共出现了756万个

条目,说明这是一个热度很高的词。这种热度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6年9月

用62号文的形式确立和引发的。根据此文件的要求,2030年前采用工业化建筑方

式建造的装配式建筑比例要占新建建筑的30%,建筑工业化成为中国建筑产业发展

过程中公认的未来趋势。

以下一些数据可以说明当前建筑工业化的热度:

2018年中国装配式建筑新开工面积约2.9亿m2,占新建筑比例的11%。其中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约1.9亿m2,占比约65%。2019年全国新开工装配式建筑约4.2
亿m2,较2018年增长45%,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约为13.4%。

2018年我国预制混凝土工厂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PC工厂200家

左右。

落地速度最快的为华东区。其中,2018年,上海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超2000万

m2,占新开工面积比重达74%;浙江省新开工装配式建筑5692万 m2,占全市新开

工建筑面积达44%;江苏省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超2000万 m2,占全省新开工面

积比重达15%。

根据中性预测,受益于国家政策推动,2018年我国装配式建筑新开工面积同比

增长81%(占新开工面积13%),预计2019—2021年国内新开工房屋面积分别为

20.1亿m2、19.5亿 m2、19.1亿 m2,假设装配式建筑占比分别为17.5%、20.5%、

23%,则对应装配式建筑新开工面积分别为3.5亿 m2、4.0亿 m2 和4.4亿 m2,按每

平方米造价2300元计算,2019—2021年我国装配式建筑市场规模分别可达8000亿

元、9200亿元和10000亿元(建筑整体建安工程造价,含非装配式建筑部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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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装配式建筑将是一个超万亿的产业。①

目前装配式建筑的实际情况是什么?
最核心的问题是价格高,成本高,市场直接接受的程度非常低,行业需要国家政

策和补贴艰难前行。
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 先简要分析一下,以主流的混凝土PC装配式建筑

和传统建筑成本的增量和减量进行对比。

(一)成本增量

•PC构件制作、运输与吊装产生增量成本;

• 增加PC墙板和楼板的接缝处理及外墙防水缝处理;

• 预制构件代替砌体工程,目前混凝土含量和含钢量略有提高;

• 工厂PC构件需要缴纳增值税,项目施工还要缴纳税金,造成成本增加。

(二)成本的减量部分

• 外墙保温通过构件预制一体化实现,不需单独考虑;

• 梁模板取消,墙柱模板大量减少;

• 外脚手架取消;

• 内外墙面抹灰和天棚抹灰工程取消;

• 施工现场用工大量减少;

• 材料损耗与浪费大幅度减少;

• 因施工周期的缩短带来资金成本、管理成本、人工成本及设备租赁成本的减少。
与传统建筑施工方法相比,目前装配式建筑增量成本还不足以通过减量成本来

弥补。一些工程实例表明,装配式建筑根据预制率的不同,比现浇建筑的成本增量

200~400元/m2 不等。各级政府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中的

鼓励政策及财政补贴,也能从侧面印证装配式建筑成本高的现状。
简单总结一下,现状是两高两低:国家政策高度高,企业进入热情高,市场接受

度低,技术体系成熟度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发展建筑工业化呢?

二、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建筑工业化

2018年,全国建筑业企业年末从业人员5563万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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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道泰和:《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21年1月。



倍,是1980年的8.6倍,1981—2018年年均增长率为5.8%;建筑业年末从业人员占

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7.2%,比1980年提高5.6个百分点。① 可见,建筑业已成为

我国举足轻重的产业。然而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劳动力短缺,劳动成本上升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吸纳农民工行业,农民工在建筑业一线作业人员中数量占到

95%以上。然而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供需矛盾日益明显,自2004年“民工荒”问
题产生以来,影响面逐年扩大,已经蔓延到全国,且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由于我国近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与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我国劳动年龄

人口的增速已经明显放缓,农村可转移输出的剩余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因此,建
筑业不可避免地遭遇招工难,尤其是出现以缺乏技术工人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短

缺”。同时,80、90甚至00后已经成为建筑工人的主要来源,其择业观念与60、70后

有很大不同。新的一代在择业时,除考虑工资待遇外,社会地位等也越来越多地成

为重要的选择因素,而建筑业作为传统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特性,导致其吸

引力正在不断下降。另外,物流、中介、餐饮、文化娱乐等城市新兴服务业也吸引了

原本可能从事建筑业的年轻劳动力。根据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60
后”“70后”从事建筑业比率为29.5%,而80年以后出生者从事建筑业的比率仅为

14.5%,几乎相差一倍。当前,我国建筑工地上从事手工操作的从业人员几乎都是

70后,照这个趋势下去,到2030—2040年,建筑工地将无人可用。所以,使用更集约

型的工业化方式制造生产建筑,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通过简单比较,如我国能

够达到目前德国建筑生产人均年140平方米的水平,则仅需一千多万的从业人员就

能完成目前20亿平方米的年度新建建筑量,从而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用工

压力。

(二)环境自身压力及国家环保要求越来越严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环境面临空前压力,空气、水、土壤等污染问

题日趋严峻,各项环保政策法规日趋严格。
传统建筑业是污染大户,会造成噪声、废水、废气、粉尘、废弃物、光和有毒物质

等污染,其中建筑垃圾、建筑扬尘和建筑噪音是城市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也是目前

国家严格控制的污染源。

3

绪论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建筑工业化?

① 曹珊:《“新基建”背景下,建筑行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载《中国勘察设计》,2021(1)。



2017年5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建筑业未来5年的总体发展目标,其中到2020年,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将从

2012年的2%提升至50%,新开工全装修成品住宅面积达到30%,绿色建材应用比

例达到40%,装配式建筑面积达到15%。这些都要求传统建筑企业走建筑工业化

之路。跟传统施工相比,建筑工业化工厂生产的建造方式,可大大减少噪声和扬尘,
减少浪费,提高建筑垃圾回收率。

同时,建筑业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占比巨大,达全球年碳排放的35%,其中

一半左右是由于新建筑的原材料输入,另外一半则是建筑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产

生的,而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生存的一个巨大挑战。2018年,中国水

泥生产排放二氧化碳7亿吨,其中超过一半的水泥用于建筑,如果通过集约化工业

化方式生产建筑,例如通过最简单的预制技术,使用干硬性混凝土,一平方米装配式

建筑可减少5公斤水泥使用,30%的新建装配式建筑一年便能减排100多万吨二氧

化碳,再通过提高制造精度、合理计划来减少工程浪费,并进一步使用工业废弃物等

替代品,都能够大量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

(三)能源压力和资源节约的迫切需要

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资源储量与世界人均拥有量有较大差距,其中人

均煤炭储量仅为世界人均储量的50%,原油为12%,天然气为6%,水资源为25%,
森林资源为16.7%。而众所周知,建筑业的资源消耗特别严重。据统计,我国建筑

业用水占淡水供应量的17%,建筑的建造和使用过程用水占城市用水的47%;城市

建成区用地的30%用于住宅建设。
此外,建筑业不仅资源消耗严重,能源消耗也很大。建筑耗能已与工业耗能、交通

耗能并列为我国的三大“耗能大户”。随着建筑舒适度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建筑业能耗

将日益严重,给社会、能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据统计,建筑直接能耗已从20世纪

70年代末的10%,上升到近年的30%左右。我国每年城乡新建房屋建筑面积近20亿

平方米,其中95%以上为高耗能建筑。2015年中国建筑能源消费总量为8.57亿吨标

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耗总量20%,单位建筑面积耗能是发达国家的2~3倍。
近30年的快速发展中,建筑使用了大量的砂石料、钢材、水泥及装饰装修材料,

造成资源的日益短缺。对水、电、煤炭的高消耗,使得水资源严重不足,大部分地区

供水极度紧张,石油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
当前,国家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并希望通过可持续的绿色建筑工业化着手解

决。在建筑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可使用节水型卫生洁具和节水技术,节约水资源;可
选择符合区域地理、气候特征的住宅建筑体系,研制推广新型砌块、轻质板材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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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材料,减少能耗,限制在城市住宅建设中使用黏土砖作为墙体材料等。

(四)传统建筑方式质量通病严重

建筑产品的质量事关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而目前,我国建筑的工程质量并不

十分乐观,各参与方质量责任意识不强,完全没有做到从施工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

方面落实质量安全责任,施工过程质量控制也不够有效。所以,我国建筑工程目前

质量通病严重。
常见的质量问题包括:住宅施工前期混凝土施工不达标、住宅建筑完成后出现各种

渗漏(包括屋顶漏水、地面渗漏、墙体渗漏等)、墙体裂缝、墙体移位甚至轻微的塌陷等。
这些质量通病,有的缩短了建筑物的使用年限,有的直接影响了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在生

活质量不断提升、对住宅工程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成了质量投诉的热点。
传统建筑业造成的质量问题,最主要原因是设计和施工分离,而建筑工业化必

须对建筑产品的使用作统一考虑,将整个建造工程作为一个产品看待,能够有效改

善传统建造方式设计和施工脱节的状况,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设备控制,可
极大提高产品的精度和质量。

(五)传统建造模式的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业取得了迅猛发展。截至2018年年末,全国建筑业总

产值22.58万亿元。但与建筑业的高度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建筑业的劳动

生产率依然很低,尤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一方面,从根据建筑业增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来看,美国建筑业年劳动生产

率从1997年的6.8万美元/人增长到了2002年的7.8万美元/人,按照同期汇率折

算分别为56.43万元/人和64.56万元/人,而我国1997年与2002年按建筑业增加

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4万元/人和1.8万元/人,显然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
另一方面,从人均竣工面积看,2018年我国人均年生产建筑35.9m2,而对比

2018年的德国,全年生产建筑5千万m2,从业人员35.7万,平均每人约生产140平

方米,人均效率是中国的4倍之多,其中建筑工业化对效率提升的作用巨大;造成这

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建筑行业过多使用人工操作,而发达国家则大量使用机

械设备和预制构件。可见,传统建筑生产方式的劳动生产率不高,难以适应建筑行

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亟待一种新的、先进的建筑生产方式来改变这种现状,而建筑工

业化正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
简单来说,建筑工业化是未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十九大报告

中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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