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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的经济效益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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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筑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传统粗放式建造模式向机械化、智能化、绿

色节能化发展，也被众多的消费者接受。与传统模式相比，装配式建筑突显出其较大的优势。本文针对装配式建筑的

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从装配式建筑的经济效益的指标分析及如何构建其指标体系，到对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对比分

析，得出装配式建筑的突出点，体现装配式建筑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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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双碳”战略目标下，推动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

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整体上也推动了装配式建筑

的迅速发展。与传统现浇模式的建筑相比，装配式建筑

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主要包括缩短工期、节约能源、

绿色环保等多方面[1]。装配式建筑集标准化、装配化、工

业化、信息化、工厂化和装修一体化的特征，能够将全

生命周期的的成本降低，加快其发展速度，保证可持续

发展，对装配式建筑所产生的降级效益进行全方面的分

析研究，解决其经济效益最大化[2]。*
1 装配式建筑

装配式建筑是根据建筑设计将建筑构件在生产工厂

进行加工，将生产好的构件运输到施工现场进行拼装，

部分区域现场浇筑完成建筑的建造[3]。该过程可节省大量

的劳动力、物力，同时减少施工阶段的成本，施工机械

化、信息化，同时在确保建筑质量的前提下，可缩短施

工工期，装配式建筑是我国建筑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1.1  装配式建筑的特征
装配式建筑相比与传统的现浇建筑可有效的提高建

筑物的质量，主要是装配式建筑的构件在工厂生产相比

传统模式的现场浇筑质量可以更好的控制和管理，保证

了构件的质量，避免了现场浇筑容易出现的混凝土质量

缺陷，可有效的增加建筑使用寿命[4]。

装配式建筑相较于传统建筑更节能环保。装配式建

筑的构件在工厂加工，可降低资源的消耗，构件加工可

减少混凝土模板、水、电的消耗，施工过程中多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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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装，减少了现浇混凝土湿作业，这样有效的降低了施

工现场的粉尘、污水、噪音等环境影响，施工现场更加

机械化、智能化，现场作业人员大幅度减少，构件在加

工厂完成，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可为建筑施工提前做

好准备，提高施工速度，可有效缩短施工工期。

装配式建筑集标准化、装配化、工业化、信息化、

工厂化和装修一体化。设计标准化是装配式建筑要设立

的一套标准，可以使工厂生产构建实现标准化，流程统

一、规模化、机械化发展；装配化是将建筑物的各个预

制好的构件拼装而成，可更好的保证施工质量，改变传

统的现浇方式，实现预制构件的装配化；工业化体现在

将建筑业由传统的手工生产转变为工厂化、机械化，提

高了建筑效率，降低了能耗；信息化是将装配式建筑的

高难度管理简单化，将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的管理信息整合，贯穿始终，实现建筑的全流程信息化

管理；工厂化是将建筑物的拆分成单个的构件，在工厂

进行批量生产，有别于传统模式的现场制作，实现了装配

式建筑的工厂化，提高了建筑效率；装配式建筑将装修一

起设计加工，避免二次装修对建筑物构件破坏，构件在工

厂生产时将后期装修需要留设的孔洞一次性做好，提高

了装配式建筑的质量，也减少了后期装修的工期。

综上所述，装配式建筑将建筑物标准化生产，再通

过信息化、集成化将各预制构件装配，提高建筑的整体

效率，同时结合相关技术措施减少了建筑物施工过程中

的不合理问题，保证了建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资源有效

利用，减少了环境污染，提高建筑物的质量。

1.2  装配式建筑的经济效益
装配式建筑的效益体现在多方面，包括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主要体现在经济效益方面。经

济效益主要从资源和能源方面实现，施工阶段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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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这一阶段的水资源、能源、土地资源和建筑材料消

耗最多，可最大限度的节约使用，在保证建筑质量的前

提下降低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经济成本，确保建筑物整

体的效益[5]。

2 装配式建筑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分析

经济效益理论上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全方

位评估其实施具体成效。建筑业作为我国的重要的产

业，经济效益尤为重要，而装配式建筑作为建筑业的创

新建造模式，但是经济效益评价指标分析还不够完善[6]。

近年来，随着装配式建筑的不断发展，不少学者主要从

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展开研究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主

要分析其建筑成本、建设工期和建筑质量的效益指标。

成本在分析中有不同的分类，其中经济成本、社会

成本和环境成本分析较常见，全寿命周期的装配式建筑

经济成本可分阶段分析，主要包括决策阶段、设计阶

段、建造阶段、运营阶段和拆除阶段，同时在全生命周

期中相较于传统模式建筑业还需分析其节能及其回收利

用减少污染物排放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成本体现在

装配式建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对居民的收入影响

和对其他产业的带动；环境成本体现在装配式建筑全寿

命周期对环境的破坏，其中包括建设中废水、废物、废

气及噪音污染，装配式建筑较传统建筑相比环境污染相

应有所减少，装配式建筑的构配件在工厂生产减少了湿

作业和粉尘的排放，进而减少了废水和废气的排放，装

配式建筑在拆除阶段回收率较高，固体废弃物排放减

少，增加经济效益[7]。

工期主要从建设工期和建设效率两方面体现，装配式

建筑相对于传统建筑建设工期减短，包括不同阶段的工期

和总工期；建设效率从施工和管理效率两方面考虑，装配

式建筑结合BIM技术提高了建筑全寿命周期的管理效率。
质量包含两个评价指标即质量和安全，质量主要体现

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质量和建筑工程质量两者，构件在工厂

施工更全面的能够保证质量；安全是建筑工程重点关注的

问题，蛀牙涉及施工安全和工程安全两大经济指标。

3 构建装配式建筑经济效益指标评价体系

3.1  经济效益指标
装配式建筑经济效益指标主要从经济收益和经济成

本两方面考虑。经济收益选用节能性、节材性和节水

性，装配式建筑采取具一定厚度保温层的墙板，双层玻

璃的窗户等措施，可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其节能性；装配

式建筑的节材性主要体现在建筑材料的使用方面，由于

是工厂生产，生产工厂可“就地取材”同时降低材料的

制作和运输成本，工厂生产构配件精确性较现场制作更

高，减少了材料的浪费，也减少了现场模板和脚手架的

使用，提高了装配式建筑的经济效益；装配式建筑的节

水性体现在对水资源的节省量方面，建筑构件生产过程

重复利用水资源和运营过程对降雨的有效利用，减少了

经济支出。经济成本分析从建筑的全生命周期考虑，每

阶段都需做经济效益。

3.2  环境效益指标
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方向是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因

此环境效益指标应从多面考虑。“双碳”战略目标下，

空气质量指标尤为重要，装配式建筑较传统建筑节约电

能，一定程度的降低了碳排放和大气污染，降低了空气

污染，提高了环境效益的方式就是提高空气质量；空气

污染将影响建筑物的寿命，空气中的污染物对建筑材料

有一定的侵蚀，增加维护费用且会缩短使用寿命，因此

建筑物的寿命也是环境效益的一项重要指标；建筑噪声

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一项环境效益指标，装配式建筑

通过不同措施降噪，保证噪声等级符合相关要求；良好

的采光和通风率可降低能源的消耗，绿色环保，装配式

建筑在设计阶段多方面考虑保证其环境指标；固体废弃

物的排放取决于建筑物在建造过程中建筑材料的利用，

装配式建筑大部分构件由工厂生产，减少了建筑材料的

浪费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后是对居住者考虑，装

配式建筑在构件制造过程中已经结合了装修，对管线的

配置已经优化处理，因此对人体的有害的物质排放减

少，因此在环境效益指标中也需要多方面考虑。

3.3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主要体现在经济影响和社会环境

的影响两方面，可从多个指标考虑。装配式建筑更注重

生活环境的品质，据调查优质的居住环境可提高居住者

的工作效率，因此装配式建筑提供优质的生活环境在一

定程度上可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进而提高社会效益指

标；装配式建筑虽减少了现场作业人员，但是新增了预

制构件的拼装和安装作业，也就增加了建筑业新一类的

建筑工种，提升了劳动就业率；装配式建筑更适应现在

快速发展的建筑业，节约能源，提升建筑工艺，更适合

城市的发展；装配式建筑提升了建筑安全性，我国建筑

业安全事故主要是施工人员的不安全行为，装配式建筑

减少了施工作业人员，因而提高了建筑工地现场的安全

性和效率；装配式建筑在一定程度上节水，减少了建筑

排污费，增加了社会效益；装配式建筑在建筑物拆除时

材料的回收率较高，提高了建筑物的经济效益。

4 经济效益对比分析

4.1  成本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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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与传统现浇建筑相比，全生命周期内的

成本偏差较大，主要从建造成本、使用成本和处置成本

三方面分别进行对比。建造成本分为三阶段，决策阶段

的成本基本一致，设计阶段的成本装配式建筑要增加构

件设计费用，相应高于现浇混凝土建筑的设计成本，建

设安装阶段也相对增加，主要是建筑构件的生产和运输

成本相比现浇混凝土建筑较高，但随着装配式建筑技术

的进一步完善，其成本会逐渐降低；使用成本相较与传

统现浇混凝土建筑一定程度降低，主要体现在能源消耗

降低，后期维护成本会降低；处置成本相较于传统现浇

混凝土建筑更低，由于装配式建筑采用预制构件，拆除

是构件重复利用率高，且拆除方便。总体分析从建筑物

全寿命周期相比装配式建筑前期成本投入较多，后期运

营和处置成本较低，从绿色、节能和环保角度考虑装配

式建筑更有优势，随着BIM技术的发展，结合装配式建筑
的优势，会突破建筑的建造成本。

4.2  工期对比分析
装配式建筑与传统现浇建筑相比，施工效率高，工

期显著缩短，主要体现在建筑构件生产方式的不同，装

配式建筑的建筑构件大部分在工厂提前生产加工，运输

到现场直接拼装，不需要现场浇筑，很大程度缩短了施

工工期，即增加了时间成本效益。

4.3  质量对比分析
装配式建筑与传统现浇建筑相比，质量保证更突

出，主要体现在建筑构件工厂机械化加工精度更高，减

少了现场作业人员的人工误差，且装配式建筑构建在工

厂加工可实现全过程全方位的检测，有效避免现场浇筑

构建混凝土出现裂缝、空鼓等通病，较少后期施工质量

的维护。

4.4  宏观评价对比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可持续、绿色、节能、环

保等是推动建筑业转型的必然结果。宏观评价主要从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两方面考虑，装配式建筑机械化发

展代替了传统建筑繁重的劳动，减少了体力劳动，且减

少了现场施工人员，进而减少了安全事故，机械化更加

精细，建筑构件质量可控性高，提高了建筑的安全性；

装配式建筑相较于传统建筑更节省材料、节约能源、节

水，较少固体建筑垃圾的排放，促进建筑业的绿色、节

能、环保发展。

5 结语

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我国建筑业由传统粗放建造

模式逐渐进入到机械化建造模式，装配式建筑由于其自

身突出的优势，从多方面因素考虑，超越了众多建筑模

式，成为了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的重要关注点。本文就装

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下分析其经济指标，根据各经济指

标的分析，构建经济效益指标体系，再分析装配式建筑

全寿命周期的经济效益，从成本、工期、质量和宏观评

价分析都具有显著的优势，装配式建筑具有节约成本、

缩短工期、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缩短施工工期，提

高质量安全等良好的经济效益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中可

通过国家政策推动、注重培养创新型人才，突破技术等

多方面因素促进装配式建筑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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