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珂博客   http://www.jiegoublog.cn/ 
 

思考：建筑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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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业化走到 2015 年似乎成为非常时髦的话题，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

动建筑工业化，以前还是少数建筑企业孤星血泪般搞试点工程，到如今许多企业和资本如星

火燎原般地杀了进来，包括很多设计单位也纷纷高举各种专业化的旗帜配合工业化生产方式

进行设计。建筑工业化已经成为建筑行业的未来发展的符号，没有工业化的标签，总觉得是

落伍的样子，提出工业化的口号，就像跟上时代脚步一般！ 

说到工业化口号，最近比较流行的有几个，例如“像搭积木一样建房子”，这个口号的

想法挺好，建房子像搭积木一样简单，只要我们有模块，就可以一直搭下去。不过每个成年

人都经历过搭积木的快感与痛苦，那就是搭起来后将其推倒，倒下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牢固

与安全感，只有倒塌的破坏感，2008 年汶川地震后，东倒西歪的房子里，搭积木用的预制

楼板就像过街老鼠一样被唾弃，只不过是几年功夫预制楼板又成工业化最标准的配置，似乎

把房子先拆成很多积木更先进，真是人未变口号却变了！口号变了没关系，那也要看消费者

是否买账，连老百姓都知道现浇的房子整体性好，你非强调搭积木，这让人家如何买账，现

在的中国已经由稀缺经济转向全面产能过剩经济，消费行为都喜欢先在网络上调查一番，工

业化的优势没看到多少，反倒只剩下搭积木的概念，人家买什么样的房子心里有数。 

还有一个口号是“像造汽车一样建房子”，其本意是指建筑生产的各个部件可以像汽车

零件一样分别生产，再通过生产线方式组装在一起，世界上多数汽车都是按照这种方式生产

的，汽车的品牌可以是大众，轮胎的品牌是米其林是很正常的事情。汽车的部件早就实现社

会化供应，而建筑行业的部件供应中人为因素比重大，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还是有很大不同

的，汽车与房子哪个更重要放在今天已经很明显，汽车属于快速消费品，价格上还是需要消

费者付出很大努力才能买一辆，价格虽贵，但大家在日常使用中还是有个观点的，宁可车撞

坏也不要人有事，轮胎损坏可以换成普利司通牌，汽车照样用。房子作为人和财产的防护载

体，需要长久的安全保证，当房子出问题时，可以随便换个配件解决吗？显然当前建筑问题

是不能按照汽车工业的思路简单对待，喊这样的口号只会淡化建筑工业化难题，无助于市场

真正认识建筑工业化的优势与本质。 

++++++++++++++++++++++++++++++++++++++++++++++++++++++++++++++++++++++++ 

 
图 1 营造法式木作制度图样 

建筑工业化雏形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北宋时期因皇家建筑用材情况不统一，

将作监李诫编修《营造法式》，基本确定各类官式建筑的等级、体系、标准、用材、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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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中国古建筑营造格局影响深远，元、明、清各朝官式建筑虽有所变化如材分制转为斗口

制，但总体上是遵循着各朝定式准则在进行工程管理。《营造法式》的出现，解决很多行业

问题，比如中国古建中的木材在采购后，木材部门加工材料不需要考虑建筑具体情况，依据

材分原则就可以进行木材粗加工后转入仓储晾干，根据建筑中材料分布，按比例粗加工大小

木方，等工程开始前匠人需要何种木材，也是依据材分原则到木材部门选购。又如《营造法

式》中大木作制度图样，给出斗拱这类构件的比例关系和等级尺寸，在制作时将建筑各构件

编号定线，依据材分原则、卷杀要求就可以进行梁、柱等构件加工，然后将成品运送到现场

进行榫卯拼装，形成结构主体。从宋开始到元、明、清各朝的官式建筑工程，营建部门都是

依据这些原则组织生产、管理、监督及结算。《营造法式》在中国木作历史上起到标准化、

模数化的作用，它使工匠可以不依靠设计图纸，依靠古建术语进行工程交流，又做到脱离个

体因素对安全、质量的影响，为明、清时期建造故宫、颐和园、圆明园等大规模皇家工程奠

定社会化生产的基础。 

1956 年 5 月 8 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发展建筑工业的决定》，这是我国最早提出

走建筑工业化的文件。这个时期建筑工业化主要解决建筑业以手工为主的生产方式不能适应

建设需求问题，手工建设速度完全落后于工业生产需要，鉴于当时的建设重点是工业建筑，

在标准柱网下很多构件可以预制生产，同时可以实现机械化吊装，加快建设速度，为此全国

建立 70 多家预制生产厂，专门生产各种预制构件，供建设工地使用。遗憾的是受长期政治

运动影响，建筑业预制装配研究工作进展缓慢，预制生产水平和现场安装技术徘徊不前，只

能满足早期建筑市场低水平需求， 

1978 年，国家建委在建筑工业化规划会议上要求到 1985 年，全国大中城市要基本实现

建筑工业化，到 2000 年，全面实现建筑工业的现代化。这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

各行各业都在重新规划发展方向，提出这个目标仍然沿袭传统思维，以跃进式口号表达愿望，

实际上在长期计划经济思维指导下，建筑业没有创新动力，专业人才匮乏，企业资金紧张，

行业发展仍处于低水平、沿袭旧生产方式的状态。 

1995 年，建设部发布《建筑工业化发展纲要》，提出建筑工业化是指建筑业要从传统的

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小生产方式逐步向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过渡，即以技术为先导，采用先进、

适用的技术和装备，在建筑标准化的基础上，发展建筑构配件、制品和设备的生产，培育技

术服务体系和市场的中介机构，使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逐步走上专业化、社会化道路。  

在 20 年后再看这部纲要，里面提到的小生产方式在当今中国仍然大行其道，而专业化、

社会化建筑工业化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 20 年间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迅猛，房地产是逐利行

业，在追求施工速度快、土建造价省的目标下，在中国建筑低人力成本的优越环境下，选择

人海战术、现场浇筑方式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同时也规避预制生产的技术难点。纵观

国内外各类建筑工地，现浇方式仍然是首选，预制成本高是重要的原因，例如预制构件生产

需要场地厂房，材料需运到工厂，然后把成品运到工地，工地再组织安装，这些生产环节都

会增加时间和成本，需要出资方来承担，在没有外部强制要求时，房地产商是不会接受额外

成本支出的。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如果预制生产能比现浇生产更节约成本，这 20 年间各路

房地产商的在土建成本选择上是错误的？ 

++++++++++++++++++++++++++++++++++++++++++++++++++++++++++++++++++++++++ 

走在房地产行业前列的万科，从 2003 年就开始住宅产业化研发工作，在 2007 年第一次

交付产业化性质项目，至 2014 年预制部品化也仅达到 27%，可见工业化道路走得很艰难。

从万科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可以看出，经过多年摸索，万科对于建筑工业化有深刻的理解，因

此将住宅产业化体系分为三大类，预制部品是三者之一。另两项中的装配式内墙，在其它建

设工地上也很常见，区别在于内墙产品是否针对项目进行定制设计和加工，现场施工是否需

要再加工程序。而免抹灰技术在本质上是施工精度管理及技术问题，理论上墙都是一条直线，

外国人干咋样不清楚，中国人能干出什么样不说，你想一想以往买房子为啥要把墙粉刷、顶

板加吊顶跟必须程序一样，跟有钱没地扔必须贴上去一样，其实是因为表面情况达不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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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要求不得不花钱抹平它，对于万科这样的企业就意味着本来花一笔钱能解决，如果不采

取措施的话就要花三四笔钱来摆平，20 年前的万科不懂，20 年间的万科不懂，20 年后的万

科不懂？ 

 

图 2 万科近年住宅产业化的数据 

中国建筑业在这 20 年有长足的进步，比如混凝土在主要城市里实现了商品化，这就是

工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当商品混凝土由社会化企业提供时，在概率上就意味着所有被提供

服务的混凝土质量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各施工单位自配混凝土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采用商

品混凝土减少了建筑企业的管理长度，出现质量问题时很容易厘清是施工问题还是材料问题。

这种进步是建立在工业化框架下才出现的，每个工程的项目经理都清楚，自配混凝土造价远

低于商品混凝土，那为什么采用商品混凝土？一是质量可控，二是国家强制要求。从这个角

度去看，目前众多杀入预制化生产的企业，并没有走专业化、社会化道路，从很多企业资料

就可以发现，宣传的重点都是自身的专利、独特技术等内容，无不是向各方表明，这事只能

这个企业干，工业化好像只能依靠这个企业技术一样！ 

专业化、社会化在社会需求上就是放弃接口独特性，如果万科开始生产汽车，它需要的

汽车部件一定比建筑部件多，但是市场上的汽车部件供给一定更多，同时万科不担心采购的

多种汽车部件间存在不匹配问题，因为汽车市场不接收非标产品，部件生产企业在标准框架

下提升质量优越性和技术先进性才是市场真正需求，汽车的轮胎可以选择米其林也可以选择

普利司通，这些品牌一定可以套在同一个轮毂上，区别在于轮胎花纹上的技术分歧，君不见

汽车论坛上消费者为部件品牌聊得天翻地覆，当产品好的时候连用户都来替你宣传，甚至比

你更清楚技术参数。反观建筑预制生产，两个厂商间不能互换，甚至同品牌下的产品都不能

互换，工业化体现在何处？有些工程因为预制化生产，便联系上“百年建筑、未来建筑”的

理念，产品都没有通用性，未来如何接纳？ 

++++++++++++++++++++++++++++++++++++++++++++++++++++++++++++++++++++++++ 

从建筑构成来看，当需要一根混凝土柱时，现浇还是预制对建筑组成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预制只是建筑行业的一种生产方式，与现浇生产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建筑工业化也不

是以预制还是现浇作为区分点，这方面万科已经给出很好的解释。国家层面的要求和生产实

际需要才是现浇与预制的区分点，比如各地要求预制化率，建筑企业不执行就意味着不能承

接这类项目。项目现场没有施工场地，不采用预制方式就干不下去，还有一些构件如钢结构，

不在工厂里加工预制还想在哪折腾？ 

工业化的本质有两点，一是减少人为因素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二是实现大规模生产降低

成本。工业发展到今天，产品是以管理制度保证质量，以数量规模降低成本。因此从汽车之

类大件消费品到矿泉水之类日常消费品，工厂里的员工就是按照制度规定完成并检验每一个

细化工作，可以在流程上记录生产质量以及责任人，最终形成统一质量标准的商品。在市场

上消费者购买的是品牌而不需要选择产地、生产商，工业化的约束力量可以使生产商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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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产而向社会提供相同质量的产品，这就是社会化属性。观察建筑业的现状，大部分的

工作是依靠人工完成，所做的工作只有口头上的描述，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量化的指针方

法、逐项检查机制，这就出现工作方法大家都懂，做出来的结果千差万别，建筑质量也就难

以统一，才会出现样板间是天堂，走进自己的房间是地狱！ 

社会化的属性是建立在标准化的基础之上，没有标准化就难以建立起行业沟通和联合的

平台。标准化主要解决行业的不同参与者在面对工程时说的是同样事情，也会促使行业参与

者思考在建筑工业化生产线上处于什么角色，发掘自身能动作用。建筑产业没有标准化是因

为中国近二十年高速发展的结果，一方面反映产品独特性可以被巨大市场接受，另一方面反

映行业间协作非常薄弱，谁都可以定标准占山头，自己搞标准为的是贴金，有人接受好，没

人接受也没啥，于是设计单位还在搞稀奇古怪的建筑，施工企业还在醉心于样板间，政府满

足于数据达标，开发商精算好成本，用户只想房子涨价！ 

最后以两张瑞士建筑彼得·卒姆托的作品来体验一下什么是建筑标准化，即建筑的变化

是建立在标准化构件的组合基础上。图 3 中的标准墙体变化，图 4 每 15cm 都是由 31、47、

63mm 宽的石材不同组合而成。 

  

图 3 2000 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瑞士展览馆 

 

图 4 瑞士瓦尔斯温泉浴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