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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据中央电视台《2019年用
工调查》系列报道调查显示，在我国三亿
多人的农民工大潮中，有五千多万人从事
建筑行业。然而随着建筑科技的不断融
入，建筑行业已不再是有力气、能搬砖就
能从事了。随着建筑业升级转型，装配式
建筑模式将带来新的用工需求。一方面既
对传统建筑工种中的从业人员带来冲击与
挑战，另一方面，也将提供更多新工作模
式下的全新岗位与机遇。

装配式建筑，是在建模设计的基础
上，在工厂运用标准化预制生产，再运输
到工地进行组装的建造模式。随着国家对
建筑行业提出环保减排的要求、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求以及传
统建筑行业人员成本上升等因素，装配式
建筑成为国家提倡的新型建筑模式。与传
统施工方式相比，将大量的现场作业施工
转移到工厂内进行，将危险的高空作业放
置到地面完成，使建筑的整体质量更可

控，装配更精密。全方位提高建筑的质量
和住户的舒适度与安全感，不仅会减少施
工过程中繁杂的人力劳动，缩短整个房屋
建造周期，还降低了成本、物耗和能耗，
对工人、企业、社会都是有利的。

2019 年以来，我国各地已逐渐将装
配式建筑由“试点”向“普及”的方向深
入推广，在提高效率、保障安全的同时也
对传统建筑行业的施工模式造成一系列冲
击。单就装配式建筑用工的减少一项来
看，随着时间推移，装配式建筑越发成
熟，意味着在建筑工地上的弱技术杂工将
首当其冲地被裁去大量冗余人员：钢筋工
工作将有一半在预制装配工厂实现，减员
率达50%；模板工工厂基本不需要建筑工
人，减员率几乎达100%；混凝土工也将
逐步被预制PC件工厂取代，初步估算减
员率70%；其余像砌筑工将只留下高技术
人员，粉刷工则基本不需要……

虽然既定的一些岗位会被机械化取

代，但是在建筑材料选择、建筑材料配
比、建筑材料使用等各方面必然需要相应
的人才。从前述分析中其实不难看出，并
不是所有工种的人员都被裁去。事实上，
装配式建筑并不是不需要人员。即使是在
日本、美国等装配式建筑模式已发展得相
对完善的国家中，在装配式项目的前、
中、后期都需要建筑工人参与其中。但是
可以明确一点的是，未来，装配式建筑领
域将越来越多地需要更懂技术、懂操作、
懂方法、懂科学的建筑工人。

基于装配式建筑“搭积木”式的特
点，可以预见，未来装配式建筑工人最重
要的工作是定位、就位、安装以及细节处
理。所以在很多传统岗位减少的同时，也
会衍生其他岗位，如对大型机械的调度和
操作，各构件间的焊接、浇筑等岗位一定
会增加。同时，为确保装配的准确性以及
具体项目中个别特殊部分的标准性，相关
领域的专业性人才也是必须保障的，与这

类专业挂钩的岗位势必会增加，当然，相
应岗位对从业人员具备专业知识与素养的
要求也会同时升级。

其实，不只是建筑行业的革命性调整
会带动人才升级，每一个行业的新变动都
存在这一现象。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
级，为了能够“保住饭碗”或者“不掉
队”，人才被动“硬升级”现象将普遍出
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个人的发展和
收入有帮助，同时也带动了这一行业整体
人才水平的提升。装配式建筑已经在加速
发展，传统建筑岗位大幅缩减也是大势所
趋，这就需要建筑工人循序渐进地从传统
的人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同时搭配以
娴熟的技术操作技能。那么从现在开始，
建筑工人们应该多多关注装配式建筑的发
展，在自有基础上进行技能提升，只有这
样才能在挑战中抓好机遇，追随时代的主
流走下去。

（念平生）

装配式建筑带来用工新挑战与新机遇
或将衍生定位、就位、安装、细节处理等新岗位

“这套新房只花了 25 万元，面积有
133平方米，一家四口居住足够了！”3月
14 日，浙江省诸暨市直埠镇姚公埠村村
民姚狄平高兴地说道。

作为浙江省首个装配式农村保障房，
姚公埠的3幢农村保障用房从开工至今，
一直吸引着各方的目光。工厂流水线上生
产部件，运到农村现场搭“积木”，姚公
埠农村保障用房的建造方式就像是现实版
的“玩乐高”。与姚狄平一样，姚公埠村
共60户村民于3月10日拿到了新房钥匙。

工期快 两年就能住新房

直埠镇姚公埠村农民保障用房位于
03省道东复线旁，交通便利，3幢崭新的

多层住宅一字排开，十分气派。“刚刚交
付的是一期，共有 60 户，从 2017 年 2 月
开工到今年3月交付，只用了两年时间。
能这么快让农民住进新房，离不开装配式
技术的运用。”直埠镇城建办主任朱夏祺
说。

据了解，由于农村建房在用地指标、
用地空间等方面有诸多限制，这些年来，
不少农户出现了住危房、面积小甚至无房
的情形。为解决农民住房困难，直埠镇采
用了拼户叠加方式 （相当于集资建房），
同时改变了传统浇筑建房方式，选择新型
的装配式技术，以便让住房困难的农民以
更快的速度住进新房。

“目前，姚公埠村二期项目也接近完
工。此外，我们镇的桌山村、巨堂村等也
采取装配式技术建造农民保障用房，现在

已进入招标阶段。”朱夏祺说。
与姚公埠村建造的多层住宅不同，同

样采取了装配式技术的诸暨市浬浦镇马郦
村建造的是联排别墅。走进马郦村，14
幢联排别墅坐落于村道两侧，主体已完
工，即将进入场外景观建设。“这个项目
由我们村合作社代建，工期快，2017年7
月动工的，今年下半年就能分房到户。”
马郦村党支书郦校国说。

好处多 建筑品质更有保障

绍兴市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中心工作
人员孙保杰称，早在 2016 年，该市就出
台了《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产业现代化发
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提高装配式建
筑覆盖面。从 2017 年起，保障性住房、
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新建公建项
目，全部实施装配式建造。到 2020 年，
全市实现装配式建筑比例将达到30%。

目前，全市共有3个农村装配式建筑
试点项目，总计建筑42幢，建筑面积3.9
万平方米。除姚公埠村和马郦村外，另一
试点项目位于柯桥区杨汛桥镇竹园童村，
目前主体建筑也已完工。

孙保杰介绍，与传统的农村自建房屋
相比，装配式建筑避免了灰尘、噪音等污
染，有效节约了原材料、水资源等能源。同
时，装配式建造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
监管，专业化程度高，建筑品质有保障。

浬浦镇人大主席马沙说，采用装配式
技术建造的房子，消除了建筑质量参差不
齐的问题，“都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咱
们农民住的房子，质量和城里的排屋一模
一样！”同时，装配式建筑是集约建造，
大大减少了临时用地，从源头上防止了

“非法圈占”现象，进一步盘活农村土
地。“比如马郦村，通过这次拆旧房、装

配式建造，新增土地达到50亩。”

补短板 建好适合农民的房子

目前，绍兴市农村装配式建筑的3个
试点项目基本建成，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开
了先河，为农村住房建设路径探索提供了
经验。“专业化、规范化的建造方式，能
建设一批功能现代、风貌乡土、成本经
济、结构安全、绿色环保的示范农房，改
善农民居住条件。”孙保杰说，装配式建
筑将在农村逐步推广应用。

然而，目前装配式建筑还存在不少短
板。马沙说，相比传统建造方式，装配式
建筑成本要高些，这就需要政府给予更大
的支持。此外，这类建筑的设计师队伍也
要跟上。“就马郦村项目来说，设计师设
计的排屋跟城市一样，但客厅偏小、卫生
间降板等细节，并不符合农民的生活习
惯。”姚公埠村试点项目经理赵文汉告诉
笔者，“相较传统浇筑施工，装配式建筑
每平方米要增加 200 元左右的成本。此
外，装配式施工工艺还不完善，我们在施
工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

绍兴是全国首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
市，目前已培育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 5 个，拥有装配式建筑实施企业 60 余
家，走在全国前列。但不可否认，目前装
配式建筑存在施工成本高、施工工艺有待
完善、产业工人熟练程度低等问题。“装
配式建筑在农村要持续发力、广泛应用，
应优先采用设计、生产、施工一体化的工
程总承包模式，可有效提高各环节之间的
配合效率，避免相互扯皮；同时加大产业
工人的培训力度，加快培育和建立一批既
掌握现代建造技术、又熟悉乡村文化的乡
村工匠队伍。”孙保杰说。

（王晓宏）

浙江省首个农村装配式建筑交付使用
为 农 村 装 配 式 住 房 建 设 提 供 经 验

装配式建筑是先进的生产模式，具
有很多优点，但是根据我国目前推广的
情况来看，经济效果却不容乐观。其中有
行业本身的原因，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
如果装配式建筑能够实现规模生产，经
济效益还是不可估量的，既节约了成本
又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全面提高了经
济效益。

本文结合太原市某工程案例，对比
分析了装配式建筑与传统式建筑施工图
的预算造价并探讨了降低装配式建筑工
程造价的对策。该工程系山西省太原市
某住宅楼外挂板施工项目，其基地南侧
为吴家堡北街，西侧为大井峪路，北侧为
长兴南街。该项目细分为地下2层，地上
29层，采取的传统式与装配式总建筑面
积分别为 24944 平方米以及 25659 平方
米，总建筑高度为99.3米。在假定设计标
准和质量要求相同的前提下，分别采用
装配式和传统式施工方式下施工图预算
的造价对比如下表所示。

装配式建筑与传统式建筑施工图预算造价对比表

通过对该项目两种施工模式下施工
图预算造价的比较，可以从上表中的数
据看出：装配式建筑与传统式建筑最主
要的价格劣势就在土建工程上面，且每
平方米高出664.6元；在其余的各个分项
中，在造价成本上，装配式建筑都有着一
定的优势。下图展示了两种模式下土建
工程预算数据的拆解对比。

土建工程造价对比表

根据上表对数据进行的整理与分析
可以得知：采用装配式建筑工程在实
际造价的对比当中，仅仅是由于混凝
土预制构件 （即 PC 构件） 加工安装一
项产生了较高的成本，拉大了装配式
建筑与现浇建筑之间的成本差异，对
比其他的施工项目，可以发现，装配
式建筑成本均具有较大的优势，可以
对成本进行节约。因此，如何降低装
配式建筑的成本，就很明确了，就是
要针对 PC 构件加工与安装一项进行研
究与分析，采取措施进行成本节约。

想要降低施工的成本，首先就要考
虑直接成本，因为直接成本是与工程建
设项目本身息息相关的。在构成直接成
本的因素当中，人力成本与设备、材料
的费用基本上都是市场价格，因此调整
这些因素降低造价的做法显得极为有
限。所以，可以看出，想要降低工程的
施工成本，需要从企业管理与利润两个
方面进行考虑，但是如果盲目地降低企
业管理的费用，可能会影响到工程的质
量以及施工安全，最终得不偿失。所以
不能够盲目考虑费用的节约，造成不可
挽回的后果。

与传统建筑成本进行比较，在装
配式建筑的成本当中，增加了 PC 构件
的制作、运输以及现场安装的费用。
其余的费用经过对比与分析可以不加
以考虑，所以如何能够从 PC 构件的制

作运输以及安装环节上，进行节约就
成了节约装配式建筑成本的关键。通
过对几个 PC 构件生产厂家进行研究与
分析，PC 构件的生产费用主要是由材
料、人工、水费、电费、模板使用费
用、设备的摊销、运费以及二次运
费、现场的安装费用等组成。通过对
这些费用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些费用
的来源都是根据市场价，很难再有节
约的空间，因此想要从这些方面入手
节约成本基本上是不可行的。那么装
配式建筑要想取得价格方面的优势，
剩余可节约成本的地方就只剩下如下
的两个方面：

在企业方面可以采取的手段中，
具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进行成本管
控：

在规划方面，企业的生产可以尽
量考虑规模经济，因为企业进行装配
式建筑生产的构件必须要进行规模生
产才能够较大地削弱生产成本，无论
是从建筑的生产也好，设计也好，都
必须形成大量的规模，才能够节约生
产成本，降低生产单价，实现经济效
益的提高。

在设计方面，可以对构件的设计
进行优化，提高构件的重复使用率以
及制作的效率。如果在设计中，设计
的构件重复使用率高，就不需要对现
场的模板进行重复调整，而是可以直

接进行使用，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构
件以制作的效率，减少模具种类，提
高周转次数，减少返工浪费。因此设
计人员应当尽量避免设计形态独特的
构件增加制作的难度，而是要设计一
些使用性比较普遍的构件，从而提高
生产效率。特别是预制构件与现浇连
接部位的详细构造更应合理设计，这
样便于降低生产及施工难度。还有提
高 PC 构件的制作精细度，使安装简
便，这样可减少后期装饰修补的费
用。

在运输方面，生产厂家可以提前
对构件进行编号，量清楚构件的尺
寸，计算出装车量，这样可以直接进
行有效率的运输，减少车辆使用的次
数，提高经济效益。厂家对运输次数
与需要运输的构件进行调整，找出最
经济的运输方案，降低构件运输的成
本。还有生产厂家在运输前应事先与
施工现场进行沟通，现场堆置顺序应
与施工吊装顺序相符，构件堆放位置
还需要保证处于对应的塔吊工作范围
内，减少场内短驳费用，提高构件的
吊装效率。

在现场安装方面，可以进行流水
施工，提前进行好施工方案与工序的
安排，确保吊装时各机械都在合理的
工作范围内，根据塔吊的参数性能、
位置、堆放位置、预制构件的质量等

进行分析，尽可能选择低费用吊装机
械，缩短施工空闲的时间，尽量减少
现场停工的次数，提高施工的效率，
降低安装成本。还有从事混凝土构件
连接灌浆的作业人员应经专业机构培
训，从而保证施工质量，减少返工，
这样也便于降低安装成本。

在行业方面可以采取的策略里，
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和相关的法律法
规，对构件的制作、运输与安装一套
流程进行设计与规范，尽量形成流水
化施工，实现整个行业的成本节约，
解决目前施工间隔长、流水化效率低
下、技术复杂的问题。大面积推广装
配式结构，大投入需要大产量才能降
低投资分摊。还可以提高建筑的预制
率，发挥装配式的优势，这样可以提
高生产效率，降低施工模具的摊销成
本，来降低生产成本。

我 国 目 前 装 配 式 建 筑 经 济 性 较
差，是由于行业刚刚开始发展，还在
摸索当中，另外是由于行业法规不健
全，不能实现规模经济，如果各地政
府部门能够介入，实现规模经济化，
还是可以实现装配式建筑大规模发展
的。总之，目前我国装配式建筑经济
性较差，还需加强装配式的深化设
计。但同时它也是我国建筑行业发展
的趋势，如何进行把握，需要所有人
的共同努力。

从工程实例看装配式建筑的成本管控
□武长青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产业强
则经济强。”3月7日，湖南建工五建
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在湖南省株洲市
荷塘区金山工业园竣工投产，成为株
洲市首个建成投产的现代化建筑产业
基地，为株洲市产业转型升级、大力
发展建筑工业化积聚了新动能，为湖
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产业多元发展
增添了新动力。

据介绍，五建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由株洲市唯一一家建筑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企业——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
公司投资新建。基地占地 152 亩，总建
筑面积约5.7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0亿
元。此次竣工投产的项目一期，自2018
年7月6日开工建设以来，累计投入资
金约3亿元，建成1栋PC生产线厂房、
1个搅拌区、1个原材料堆场、2个预制
构件堆场、1栋职工之家和相关配套辅
助设施，引进国内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

术，具备年产 20 万立方米 PC 预制构
件、3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10万立方
米预拌砂浆、10万平方轻质墙板、1万
米预制叠合式管廊的生产能力，年产值
预计6亿元，解决就业岗位400多个，实
现利税 6000 万元以上。项目二期将启
动钢结构生产，以及科技研发和配套服
务的建设。未来，将全力将产业基地打
造成株洲市建筑工业化新平台和国家
级装配式建筑示范产业基地，引领株洲
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

据悉，湖南建工五建建筑工业化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注册资
本金5亿元，是集设计研发、预制构件
生产、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智慧物
流、装配式建筑施工、新材料研发生产
和培训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建筑工业化
综合企业，将着力于提高全产业链的
效率和管理水平，为企业转型升级提
供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颜渊）

湖南株洲首个现代化装配式
建筑产业基地竣工投产

为推进贵州省装配式建筑发展，
保障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该省
住建厅日前下发了《关于印发贵州省
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暂行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的通
知，自2019年5月1日起实施。

《暂行办法》要求，装配式建筑工
程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
质量安全责任主体，以及施工图审
查、预制构件及建筑部品部件生产等
与工程质量安全相关的单位，应建立
健全质量安全保证体系，依法对工程
质量安全负责，其中，施工单位应对
预制构件的场内运输、存放、安装，
以及外围护接缝处密封防水、机电管
线安装、装配式内墙板安装、集成式
卫生间安装、装修施工、穿插流水施
工工序等关键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
案，按程序审批，并严格按照施工图
和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

装配式专项施工方案应制定有针
对性的质量安全控制措施。质量控制
措施应包括构件进场检查、吊装、定
位校准、节点连接、防水、混凝土现
浇、机具设备配置、首件样板验收等
方面的要求；安全控制措施应包括预
制构件堆放、吊装、高处作业的安全
防护、作业辅助设施的搭设、构件安
装临时支撑体系的搭设等方面的要求。

此外，施工单位应对预制构件安
装、灌浆、预埋等作业人员经施工单
位培训后上岗，应安排质检员对安

装、灌浆、后浇筑作业进行旁站监
管，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并形成可
追溯的文档记录及影像记录资料；施
工单位应对关键工序、关键部位进行
全程摄像，影像资料应进行统一编
号、存档。

《暂行办法》提出，当遇到下列情
形之一时，要对装配式建筑进行第三
方检测：涉及主体结构工程质量的材
料、构件以及连接的检验数量不足；
材料与部品部件的驻厂检验或进场检
验缺失，或对其检验结果存在争议；
对施工质量的抽样检测结果达不到设
计要求或施工验收规范要求；对施工
质量有争议；发生工程质量事故，需
要分析事故原因；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标准、合同规定需进行第三方检测。

《暂行办法》 推荐采用 BIM 技术
对装配式建筑工程进行辅助设计及施
工模拟。此外，建设单位应根据装配
式建筑施工特点，单列装配式建筑安
装措施费，保障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措
施费用；装配式建筑采用的新材料、
新技术、新工艺缺乏定额等计价依据
时，建设单位在招投标、合同清单中
应根据实际情况确保合理的费用。当
预制构件生产单位与装配式建筑工程
项目在不同地区时，预制构件生产单
位可就近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
材料送检和预制构件性能试验，但工
程项目质量安全监督按属地管理原
则，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宗合）

细分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内容

贵州五月起实施装配式工程新规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分项工程

建筑工程

装饰工程

给排水工程

采暖工程

电气工程

人防工程

装配式

造价/元

47289542.7

12210358.2

1103361.1

1579089.3

3246960.7

228113.5

65657425.5

平方米造价
元/平米
1843.0

475.9

43.0

61.5

126.5

8.9

2558.8

传统式

造价/元

29392839.0

15403209.6

1128220.1

1579208.8

3895514.6

228238.2

51627230.3

平方米造价
元/平米
1178.4

617.5

45.2

63.3

156.2

9.2

2069.8

装配式与
传统式
平米差价

664.6

-141.6

-2.2

-1.8

-29.7

-0.3

489.0

项目名称

地
下
建
筑
工
程

小记

地
上
建
筑
工
程

小记

装
修
工
程

小记
土建部分合计

土方工程

地基处理工程

砌筑工程

钢筋混凝土工程

地下防水工程

其他工程

脚手架

模板

砌筑工程

钢筋混凝土工程

PC构件

大型机械

脚手架

模板

楼地面工程

踢脚线工程

墙柱面工程

天棚工程

门窗工程

屋面工程

其他工程

外装工程

大型机械

脚手架

工程量合计
传统式

1283629.1

3768591.2

100245.2

2783985.1

396909.4

6100.2

132763.5

575972.2

9048195.9

1784573.9

12334601.9

0.0

144790.3

1204847.3

4875752.7

20344566.1

3488231.3

44074.8

3772706.2

126530.3

2753149.0

310155.8

2105516.7

2409005.8

25680.6

368168.7

15403219.2

44795981.2

装配式
1283629.1

4332395.4

97277.0

3176704.2

396909.4

6100.2

132763.5

564009.5

9989788.3

1484948.5

11072472.2

18277344.3

144790.3

1274686.1

5045473.6

37299715.0

3505950.4

44074.8

1598205.3

124286.4

2717984.3

310155.8

2105516.7

1707357.1

25682.6

71213.7

12210427.1

59499930.4

平方米单价
传统式
51.5

151.1

4.0

111.6

15.9

0.2

5.3

23.1

362.7

71.5

494.5

0.0

5.8

48.3

195.5

815.6

139.8

1.8

151.3

5.1

110.4

12.4

84.4

96.6

1.0

14.8

617.6

1795.9

装配式
50.0

168.8

3.8

123.8

15.5

0.2

5.2

22.0

389.3

57.9

431.5

712.3

5.6

49.7

196.6

1453.6

136.6

1.7

62.3

4.8

105.9

12.1

82.1

66.5

1.0

2.8

475.8

2318.7

平方米差价
传统 - 装配

1.5

-17.7

0.2

-12.2

0.4

0.0

0.1

1.1

-26.6
13.6

63.0

-712.3

0.2

-1.4

-1.1

-638.0
3.2

0.1

89.0

0.3

4.5

0.3

2.3

30.1

0.0

12.0

141.8
-5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