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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东海行业研究类模板 
◎投资要点： 

装配式建筑的定义与分类。所谓装配式建筑，是通过工业化生产，将建

筑的框架、外墙、楼梯、阳台等构件在工厂进行预制，运输现场拼接安装的建

筑种类。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装配式建筑按照结构体系可分为预装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和木结构体系。 

历史与现状。历史原因导致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缓慢，现在局势正在改

变，2013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累计开工 1200 万平方米，2014 年开工约 1800

万平方米，2015 年开工面积已达到 4000 万平米，再加上钢结构、木结构建筑，

大约占新开工建筑面积的 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我国装配式建筑已具备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条件。通过和美日对比工业

化程度、钢铁产量、城镇化率等关键指标发现，我国装配式建筑已达到大规模

发展的经济环境拐点。 

立场不同导致态度有别。装配式建筑的社会效益、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

得到了政府的青睐，但目前高企的成本使得社会积极性难以提升。 

对比日本经验，政府角色十分关键。如果能够抹去成本劣势，社会就会

和政府齐心协力推广装配式建筑。提供经济补贴、制定规范化标准和完善考核

制定是日本政府的三大法宝。我国顶层设计已经启动，装配式建筑仍然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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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冷落的装配式建筑 

1.1.定义与分类 

现如今，我国粗放型的传统建筑方式的弊端日益显现，比如生产效率低下、环境污染

严重、建设周期长、建筑垃圾难以清理等等，而与之相对应的装配式建筑则是典型的集约

型建筑方式。所谓装配式建筑，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工业化生产，将建筑的框架、外墙、楼

梯、阳台等构件在工厂进行预制，运输现场拼接安装的建筑种类。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装配

式建筑按照结构体系可分为预装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木结构体系。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是以预制混凝土构件为主要构件，经装配、连接，结合部分现

浇而形成的混凝土结构。PC 构件是以构件加工企业工厂化制作而形成的成品混凝土构件，

主要包括：预制梁、预制柱、预制楼梯、预制楼板、外挂墙板等。具有清晰的机构传力路

径，高效的装配效率，而且现场浇湿作业比较少，是最合适的结构形式。目前国内的代表

性企业有万科和远大住工。 

图 1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东海证券研究所 

 

钢结构是指由钢板、型钢、钢管、钢绳、钢束等钢材，用焊、铆、螺栓或胶等连接而

成的结构，建筑搭好钢结构框架后安装上预拼装墙体，包括事先生产好的外墙围护、保温

和窗户等。钢材的特点是强度高、自重轻、刚度大，因此特别适宜用于建造大跨度和超高、

超重型的建筑物；材料匀质性和各向同性好，属理想弹性体，最符合一般工程力学的基本

假定；材料塑性、韧性好，可有较大变形，能很好地承受动力荷载；建筑工期短；其工业

化程度高，可进行机械化程度高的专业化生产等等。A 股市场上的杭萧钢构、富煌钢构、

鸿路钢构等钢结构公司都以这类产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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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钢结构建筑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东海证券研究所 

 

此外还有一种木结构体系，我国自古以来就一直以木质房屋为主，但现在的木结构房

屋与古代已早有不同。在国外，木结构建筑被广泛使用，十分常见，这是由于其价格较低、

材料方便易取，材质上抗震节能、隔热隔声、舒适美观。但我国人口众多，人均森林资源

和木材储备稀缺，该种方式并不适宜在我国大规模推广。但为了迎合一定层面的消费者对

木材的喜爱，中国出现了一些木结构高端住宅，大多为低密度高档次的独立住宅别墅区。 

图 3  预制木结构建筑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东海证券研究所 

 

1.2.装配式建筑在我国的历史与现状 

回顾我国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50-1976 年全面学

习苏联，引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如火如荼；1976 年-1995 年，现

浇体系进入中国，再加上人口红利逐步体现，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基本停滞；1996 年-2015

年，混凝土建筑的问题日益显现，装配式建筑慢慢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家的重视程度

也有所提高；2016 年开始，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发布，地方政府积极响应，装配式建筑有望迎来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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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新中国 13 个五年计划中建筑工业化发展的特点   

 
五年计划 年度区间 主要特点 备注 

建筑工业化初期 

第一个 1953~1957 学习苏联，多层砖混 1956 年提出“三化” 

第二个 1958~1965 
重视人民需求，开展调查；工业化

启动到停滞 
  

第三个 1966~1970 停滞，标准降低   

第四个 1971~1975 
高层；工业化；框架轻板等不同体

系 
  

建筑工业化起伏

期（20 年） 

第五个 1976~1980 
震后停滞；标准化；工业化；多样

化 
1978 年“四化、三改、两加强” 

第六个 1981~1985 
改善功能；标准化；工业化；多样

化 
新型建材（部品化）诞生 

第七个 1986~1990 高层；研发；工业化；多样化   

第八个 1991~1995 

提高标准；多样化（市场化）；预

制装配式建筑再次停滞；预制工厂

关闭 

1991 年《装配式大板居住建筑

设计和施工规程》JGJ1~91 发

布；1995 年建设部印发《建筑

工业化发展纲要》 

建筑工业化的提

升期（20 年） 

第九个 1996~2000 
提高标准，奔小康；多样化（市场

化）。国家启动康居示范工程 

1996 年首提“迈向住宅产业化

新时代”，72 号文件出台；原

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成

立；《住宅产业现代化试点工作

大纲》出台 

第十个 2001~2005 
研究产业化技术，推广试点项目；

产品、部品发展 

学习日本，吸收引进国外技术；

建立住宅性能认定制度，2005

年出台《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

准》 

第十一个 2006~2010 
企业研发、试点项目启动 ；各类

试点项目 
  

第十二个 2011~2015 
装配式建筑快速发展 ；各地出台

政策和标准规范；企业积极高涨 
  

建筑工业化得大

发展期 
第十三个 2016 年至今 

新突破:“发展新型建造方式。大

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使

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

例达到 30%。积极稳妥推广钢结

构建筑。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倡导

发展现代木结构建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

若干意见》（中发【2016】6 号） 

 资料来源：《浅议“住宅设计及住宅产业现代化”》，东海证券研究所  

 

随着政府的逐步引导以及重点项目的示范作用，部分地区的装配式建筑已出现规模化

发展的态势。2013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累计开工 1200 万平方米，2014 年开工约 1800 万平

方米，2015 年开工面积已达到 4000 万平米，再加上钢结构、木结构建筑，大约占新开工

建筑面积的 5%。显然，增速已有明显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我国装配式建筑已具备快速发展的宏观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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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装配式建筑处于落后地位的缘由错综复杂，但主要原因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使然。

本章以美国和日本作为对标，从宏观经济背景层面讨论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形势。 

2.1.美日装配式建筑的历史 

美国的装配式住宅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是汽车拖车式的、用于野营和便于移

动的房屋，也就是所谓的车房。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随着二战结束，美国人口快速增长，

且伴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美国出现了严重的住房短缺的问题，装配式住宅开始快速发展。

直到 1976 年，美国出台了国家工业化住宅建造及安全法案，同时 HUD 也出台了一系列严

格的行业规范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图 4  美国的汽车拖拉式房屋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东海证券研究所 

 

除了注重质量，现在美国的装配式住宅也更加注重美观、舒适以及个性化选择，同时

绿色节能的优势也逐渐体现，也就是说，美国的装配式住宅发展的特点是在 1960 年左右

完成数量上的大发展，在 1976 年之后开始了质量上的高追求。 

图 5  美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历程图 

 

资料来源：东海证券研究所 

 

日本也是一个较早较快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国家，由于二战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人

口也急剧膨胀，并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住宅供不应求的情况日益严重，并引起了政府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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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在 1960 年，日本政府通过了第一个新住宅建设五年计划，并在此后每五年出具一次

住宅建设计划。1968 年，日本就提出了装配式住宅的概念，并不断完善和进步，此后在

1990 年又推出了中高层住宅生产体系。日本合理运用政策手段，快速高效地发展了自己的

装配式建筑产业，克服了工人不足等种种困难，日本的政策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图 6  日本各类型建筑历年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东海证券研究所 

 

从 1958 年开始，日本的装配式建筑在建筑领域中的占比就不断上升，从最初的 5.6%

发展到 2013 年的 42.4%，现在的比例应该又有提高。与之相对应的是长屋建筑和一户建

筑不断减少，让出的市场份额全部被装配式建筑占去。而仔细分析上图，我们发现日本装

配式建筑的发展速度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图 7  日本装配式建筑占比提升情况 

 

资料来源：东海证券研究所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1958 年到 1973 年期间日本装配式建筑的增长速度为历史高点，

其对建筑领域占比的平均增速达到了 5.63%。随后 1973 年到 1983 年间增速放缓，均为

2.2%。此后又进入了短暂的反弹周期，在 1993 年时一度达到 4.5%。或许是因为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占比已经进入较高水准，自那以后装配式建筑在各类建筑

中的占比提升速度愈发降低，但总占比已经接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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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探寻美日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影响因子 

早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从苏联学习和引入工业化建筑的生产方式，但猜中了

开头不一定能猜中结局，随后的实践过程中，装配式建筑的防水、冷桥、隔音等问题无法

得到很好的解决，再加上农民工等廉价劳动力大量进入建筑行业，以及现浇施工防水水平

提升，我国的装配式建筑高开低走，发展渐渐放缓。但是从十二五开始，装配式建筑又得

到了各级政府和业界人士的关注，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似乎又回到了人们视野，但在曾经

的经历面前难免会有疑问，现在能发展起来吗？ 

装配式建筑归根结底是建筑的工业化，把现场施工的内容提前到工厂里完成，这就对

一国的工业化水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较高的工业化水平能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产品，也能

降低生产的成本。由于中国缺乏专门的工业化程度指标，我们选择了第一产业总产值占

GDP 总产值的比重作为反向指标。日本的类似数据只能追溯到 1990 年，样本缺乏完整性，

我们主要与美国的同类指标进行比较。 

图 8  美国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从上图可以看出，美国的工业化程度在二战之后经历过一个高速发展期，随后在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之间遇到瓶颈期，此后继续上升。前文曾提到，美国在 1950 年到 1973

年之间经历了装配式建筑数量上的大发展，可见工业化程度的确是重要的影响因子，下面

对比我国的工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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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我国第一产业 GDP 占总 GDP 的比值: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建国初期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化国家，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 50.49%，

随着经济发展，此后我国开始了漫长的工业化进程。除了大跃进运动导致的 1960 年前后

畸形的快速发展，总体上我国工业化进程有序而稳健。2007 年第一产业比重已经下降到

了 10.63%，而根据最新数据，2017 年底这一比值为 8.56%，十年时间降幅仅为 2.07%，

可见我国也已进入瓶颈期，工业化已达到一定水准。 

 

无论是装配式钢结构还是装配式混凝土，钢材都是最基础的需求，也是工业化程度分

析中需要分离出来单独考量的关键指标。美国的粗钢产量在 60到 70年代达到了历史峰值，

这也与其装配式建筑大发展的时点相吻合，而我国的钢铁产量也在 2015 年达到顶峰，2016

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从美国经验来看，我国目前钢铁产能过剩的现状也将给装配式建筑

的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图 10  美国粗钢产量（当周值）  图 11  我国钢铁产量（当月值）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综上，我们认为我国的工业化基础能够支撑起预制装配式建筑的大规模推广，钢铁产

能的走势也与美国装配式建筑高速发展时期的钢铁产能走势趋同，拐点初现端倪。 

 

2.3.城镇化率是硬币的另一面 

过去几十年，我国的装配式建筑之所以无法和现浇混凝土建筑相抗衡，低城镇化率和

人口红利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拉低了现浇混凝土建筑的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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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但现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劳动力成本也今非昔比。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建筑劳

动者由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变也是大势所趋。本节从我国城镇化率的角度与美日相对比，

找寻劳动力因素的拐点是否已出现。 

首先我们仍然与美国相比较，可以发现美国的城市化程度高、底子好。事实上，由于

美国率先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较早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同时自南北战争之后，

美国本土再未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其城市化起步时间可以追溯到 1860 年。根据韦斯的研

究，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由 1860 年的 19.8%上升至 1920 年的 51.2%，标志着城市化基

本完成，也就是说，美国的城市化进程早早领先于装配式建筑发展的进程。 

图 12  美国城镇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相比之下，日本的城市化进程更具有参考意义。在 1920 年，日本的城市化率仅为 18%，

到 1955 年已经超过了 50%，随后速度开始降低，趋势在 1975 年出现了拐点，斜率明显

放缓。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日本的装配式建筑在 1958 年到 1973 年经历了高速发展期，

随后在 1973 年到 1983 年期间增速减慢，与城镇化进度的趋势相吻合。 

图 13  日本城市化率（%）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我国早期的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明显

加速。到 2011 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51.27%，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虽然

由于户籍制度等特殊原因，我国城市化率提升仍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认为，我国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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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程度已经完全达到了美日六七十年代装配式建筑第一次高速发展时期的水准。硬币

的这一面也是有价值的一面。 

图 14  中国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wind，东海证券研究所 

 

3.中国装配式建筑的未来：拐点已至，痛点渐消 

对于推动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政府意愿和社会意愿似乎并不统一，前者有明显的动力，

后者却缺乏积极性，这是为什么呢？ 

3.1.综合效益显著，获得政府青睐 

随着雾霾等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国民的环保意识和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与传统现浇建

造方式相比，装配式建筑不仅在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建筑垃圾方面有很多帮助，其建设期

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也有诸多优势。 

基于住建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的科研成果可以看出，装配式建筑对钢筋和混凝土

的消耗量无太大不同，这决定了房屋本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但在其他材料方面，建造阶

段可以节省 55%的木材、52%的保温材料、55%的水泥砂浆、24%的施工用水、18%的施

工用电以及减少 69%的建筑垃圾排放。 

表 2  建筑材料的用量比较 

项目 传统现浇式 预制装配式 节省量 节省率 

钢筋（kg/㎡） 55.9 58.3 -1.4 -3.29% 

混凝土（m³/㎡） 0.4667 0.4775 -0.0108 -1.31% 

木材（m³/㎡） 1.85 0.83 1.02 55.40% 

保温材料（m³/㎡） 1.27 0.6115 0.6585 51.85% 

水泥砂浆（m³/㎡） 0.06658 0.03 0.0366 55.03% 

水资源（m³/㎡） 0.086 0.065 0.021 23.33% 

电力（kWh/㎡） 9.0009 7.360909 1.64 18.22% 

建筑垃圾（kg/㎡） 23.764 7.345 16.42 69.09% 

资料来源：《建筑产业现代化工程项目成本效益和节能减排效益实证分析研究》，东海证券研究所 

 

面对我国过剩的钢铁产能，发展钢结构建筑显然是比去产能更优的解决方案。除此之

外，在处理烂尾楼、拆迁工程时，装配式建筑尤其是钢结构建筑的优势体现的更加淋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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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拆旧回收的钢材可以回炉再冶炼，循环使用的特性给其贴上了绿色环保的标签。而且

钢产量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也是军事基础，俗话说打仗打的就是钢铁，推广钢结

构建筑对于国家而言还有重要的军事意义。综上所述，政府对推广装配式建筑具备较强的

动力。 

图 15  城市的伤疤——烂尾楼  图 16  环保难题——建筑垃圾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东海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东海证券研究所 

 

3.2.成本高企降低社会积极性 

对于企业来说经济效益是首要考量指标，目前推广装配式建筑最主要的瓶颈就在于其

成本高于传统的现浇建筑方式。由于两种建筑方式的工序有较大不同，成本方面各有增减。

下表展现了装配式建筑相比传统现浇方式在建安方面的成本比较。 

表 3  增量成本分项 

减少部分 经济增速 

钢筋工程和混凝土工程 预制构件生产和运输费用 

砌筑工程 预制构件吊装费用 

措施费 机械费 

抹灰工程 墙板和楼板拼缝处理及相关材料费用 

资料来源：《住宅产业化与传统建筑方式成本比较研究》，东海证券研究所 

 

两者相抵之后，装配式建筑的成本劣势有所体现，以抗震等级 6-8 级、预制率 30%以

上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为例，其每平米的建安成本增加了 200-500 元。除此之外，由于装

配式建筑普及率低，其设计费、造价咨询费、工程监理费也有所增加。 

表 4  建安成本比较 

阶段 经济增速 装配式建筑方式 

1 预制率 52.44% 42.25% 12.72% 

2 预制构件种类 
外墙板（带保温）、内墙板、

叠合板、空调板、楼梯 

外墙板（带保温）、

内墙板 

叠合板、空调板、

楼梯 

3 
标准层建安部

分增量成本 
388 元/平米 333.96 元/平米 57.56 元/平米 

资料来源：《住宅产业化与传统建筑方式成本比较研究》，东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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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成本是制约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最主要痛点。除了钢材等主体材料之外，相关配套

设施在我国的产量和性能也暂时无法满足需求，例如高端的防火隔热墙体材料经常不得不

从国外进口，所产生的成本侵蚀了建筑商的利益。再加上装配式建筑会对传统建筑的产业

链重新洗牌，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打破原有的业态，有一定的抵触心理。但是在商言商，高

成本的痛点一旦被消除，开发商的积极性必将大幅提升，下一节我们将参考日本经验，对

如何消除这一痛点进行研究。 

4.以日本为对标，师夷长技以自强 

一旦能够抹去成本劣势，社会就会和政府齐心协力，用新的建筑方式替代传统现浇的

建造方法。我们认为，鉴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环境，政府应该动用有形的手，合理引导

行业的走向。前文提到，日本的政府在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本节以日本为对标，探讨政府引导的有效方法。 

4.1.日本政府出色的主导作用 

与中国具有共性的是，日本也是一个善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政府在推行工业化、城市化、乃至军事化等方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装配式建筑

领域也不例外。日本经验主要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提供经济补贴；大力推动标准化工作；

建立住宅性能认定制度。 

图 17  日本政府使用的三大法宝 

 

资料来源：东海证券研究所 

 

首先是补助机制，日本通产省和建设省相继建立了“住宅体系生产技术开发补助金制

度”及“住宅生产工业化促进补贴制度”。对于在建设中使用了产业化、装配式的企业，政

府的金融机构给予长期的低息贷款。此外，还建立了“试验研究费减税制度”、“研究开发

用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等等，通过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引导企业，使其经济活动与政府目

标相一致。 

在技术方面，1969 年的《推动住宅产业标准化五年计划》就已开展生产标准、性能标

准、安全标准等方面的筹备工作，随后的 1971 到 1975 年间，日本在制品业的工业标准就

制定了 115 本。其中 1971 年 2 月通产省和建设省联合提出的“住宅生产和优先尺寸的建

议”，完成了产品尺寸的标准化，我们认为这是核心要素之一。建筑工业化的核心优势在于

规模化生产，可大幅提升效率，同时降低成本。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缺失极大程度地制约

了产业规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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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工业化住宅的性能和质量，建设省在 7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官方的工业化住

宅性能认定，制定有《工业化住宅性能认定规程》。我国的住宅验收标准较为单一，制定之

初就是以针对现浇式建筑为主，用同样标准衡量装配式建筑有失公正，也不够客观。除此

之外，日本还于 1974 年 7 月建立了优良部品认定制度，对产品的综合性能进行官方评定，

合格的贴上标签，这一权威制度形成了优胜劣汰的机制，提高了行业水准。 

4.2.我国顶层设计逐渐起步 

2015 年开始，我国政府逐步加速了对装配式建筑自上而下的推动。2015 年 11 月，住

建部发布《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提出到 2020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20%

以上，到 2025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筑的比例 50%以上。2016 年 3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要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提高建筑工程标准和质量。2016 年 9 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明确提及要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随后国务院

在政策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现代木结构等

装配式建筑，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 30%。 

表 5  时钟投资理论 

时间 文件或会议 主要内容 

2015 年末 《工业化建筑评价标准》 
决定 2016 年全国全面推广装配式建筑，并取得突

破性进展。 

2015 年 11 月 《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 

到 2020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20%以

上，到 2025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筑的比例 50%以

上。 

2016 年 2 月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建设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生

产基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

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

积极稳妥推广钢结构建筑。 

关于装配式建筑发展规模，《建筑产业化发展纲

要》中指出，到 2020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的比例达到 20%，到 2025 年，比例达到 50%以上。 

2016 年 3 月 政府工作报告 
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

配式建筑，提高建筑工程标准和质量。 

2016 年 7 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6 年科

学技术项目计划——装配式

建筑科技示范项目》 

公布了2016年科学技术项目计划装配式建筑科技

示范项目名单 

2016 年 9 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2016 年 9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

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 

对大力发展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和钢结构建筑重点

区域、未来装配式建筑占比新建建筑面积目标、

重点发展城市进行了明确。 

2016 年 11 月 装配式建筑现场会 

住建部长陈政高提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促进

建筑业转型升级"，并明确了发展装配式建筑必须

抓好的七项工作。 

资料来源：《住宅产业化与传统建筑方式成本比较研究》，东海证券研究所 

 

随后各省市纷纷响应，目前已有 30 多个省市出台装配式建筑专门的指导意见和相关

的配套措施，虽然大多是提要求、谈比例，但从日本经验的三大法宝来看，我国也已出现

进一步的动作。住建部发布的《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技术标准》、《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标

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已经正式实施，产品标准的出台已做到了日本三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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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

发布，明确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持，“鼓励省内金融机构对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生产基地和装

配式建筑开发项目给予综合金融支持，对购买已认定为装配式建筑项目的消费者优先给予

信贷支持。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已认定为装配式建筑项目的商品住房，公积金贷款额

度最高可上浮 20%，具体比例由各地政府确定。”广东省的率先尝试将给全国提供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