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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预测》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
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
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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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对于如何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大报告提出首先是要“推进绿色
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
产业、清洁能源产业。 

绿色建筑也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十届国际绿色
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曾指出，普及绿色建筑的捷径是发展装配式住宅。 
         一、装配式建筑在能耗和废弃物生产量上较传统建筑有明显优势 

装配式建筑是指部分或全部构件在工厂预制完成，然后运输到施工现场，并将构件通
过可靠的连接方式组装而建成的建筑。装配式建筑主要包括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现
代木结构三大结构体系。因为具备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
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等特点，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代表。与传统建筑相比，从设计、
加工、安装、装修都更加强调标准化、模块化，因此效率更高。
 

在建筑的建材生产、建筑施工、建筑运营和维护、建筑拆除等阶段，运行使用阶段的
碳排放量比例最大，达到 77.81%，其次是建材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占到 17.72%，其
余几个环节仅占到 4.47%。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PC）结构由于与传统应用较广的现浇混凝土结构一脉相承，因此
也是目前装配式建筑三大结构体系中推广得最快和最为顺利的。 

从材料消耗角度，第一，预制装配式住宅措施钢筋用量偏少，但构件预埋件偏高。综
合计算，预制装配式住宅钢材用量略有节省。预制装配式住宅总钢材加工能耗节约优势不明
显。若提高构配件标准化水平和构件厂钢模板周转次数，可有效降低预制装配式住宅钢材消
耗量。第二，预制装配式住宅比现浇住宅外墙增加 50mm 的混凝土保护层，导致预制装配
式住宅单位平方米混凝土用量较现浇住宅高。第三，预制装配式住宅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周转
次数高的钢模板替代木模板，同时叠合板起到模板作用，较大程度节约了木模版。如提高构
件预制率会更大幅度地节省木材。第四，预制装配式住宅采用蒸汽养护，水用量控制严谨，
比现浇模式节约水资源。第五，砂浆消耗。预制装配式住宅不需要砂浆及粘结材料。若提高
外墙预制率，可进一步节省此类材料用量。第六，保温材料消耗。预制装配式住宅夹心保温
材料寿命远高于现浇住宅；同时，外保温板材较薄，可有效节约保温板用量。 
表：钢筋工程、混凝土工程、模板工程、外装修工程、运输工程资源能源消耗，施工废弃物
数据表

从能源消耗角度，第一，场内运输方面，电耗差异最主要来源为运输工程的塔吊使用
。预制装配式住宅多是大型构件吊装，而现浇住宅是将钢筋、混凝土等各类材料分多次吊装
，现浇住宅塔吊用电量偏多。第二，在装修工程方面，预制装配式住宅预制外墙采用夹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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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不需要使用电动吊篮。第三，现浇住宅木模板使用量大，加工能耗增加。第四，混凝土
工程中预制装配式住宅混凝土消耗量较大，空压机振捣器工作量较大，耗电量增加。所以，
现浇住宅比预制装配住宅耗电量增加较大。 

从油耗和煤耗方面，现浇住宅混凝土浇筑使用泵车进行垂直向上浇筑，需要消耗大量
柴油。而预制装配式住宅现场吊装主要是消耗电能。预制装配式住宅预制构件蒸汽养护中锅
炉运行消耗煤，现浇住宅采用自来水养护，不消耗煤。 

重点针对碳排放，将现浇住宅和预制装配式住宅单位面积物资能源消耗，统一折算为
碳排放指标。 
表：碳排放数据表

总之，从资源消耗水平上看，预制装配式住宅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砂浆、木材、保温板
及其他材料用量上，而在钢材、混凝土等主材消耗方面相比现浇住宅尚无优势。从能源消耗
和废弃物产生量方面看，预制装配式住宅较现浇住宅具有明显优势。 

随着我国预制装配式住宅面积总量的增长，装配式建筑的标准化、规模化将逐步加强
，预制装配式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和模式的完善、专业的装配式施工队伍的成熟化，会进一步
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建设工期缩短、成本降低以及运营管理效率提高，更加充分地释放节能减
排综合效益。 
         二、装配式建筑或迎来爆发式增长 

2016 年在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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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据住建部的《建

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到 2020 年，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到 20%以上，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 30%以上，保障性安居工程采取装配式建造的比例达到 40%以上。
新开工全装修成品住宅面积比率 30%以上。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保障性住房的
全装修成品房面积比率达到 50%以上。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的比例大约在 3%-5%，2015 年，我国房
屋建筑业产值约为 11.6 万亿，如果到 2020 年，装配式建筑比例要到 20%，则装配式建筑
产值将超过 2.3 万亿（不考虑行业增长），增涨约 300%。 
图：装配式建筑比例   
图：装配式建筑产值 观研天下发布的《2018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分析报告-市场深度
调研与投资前景预测》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
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
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
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内企
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
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
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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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
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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