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建部公布第二批装配式建筑范例城市和产业基地名单，

装配式建筑大有可为

自 2017 年 11 月 9 日，住建部发布《关于认定第一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

基地的函》后， 2020 年 9 月 10 日，住建部再次发布《关于认定第二批装配式

建筑范例城市和产业基地的通知》，认定重庆市等 18 个城市为第二批装配式建

筑范例城市，天津市现代建筑产业园区等 12 个园区、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 121 家企业为第二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相较于第一批公布的名单，此次公布的名单新增重庆、武汉、福州、西安、大连

等 18 个城市。装配式建筑作为新型建筑工业化的代表，相信伴随着其技术的不

断成熟、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动，未来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根据住建部统

计数据显示，2016-2019 年中国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呈高速增长趋势，近 4年年

均增长率为 55%。回想抗疫大战中，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先后拔地而起，它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速度"，还让我们充分的认识到装配式建筑的效率与优势，

而它与 BIM 技术的完美结合更是对建筑产业转型、行业重塑性、创新发展新模式

带来无限机遇。所谓装配式建筑，就是把传统建造方式中的大量现场作业工作转

移到工厂进行，在工厂加工制作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如楼板、墙板、楼梯、阳



台等)，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靠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而成的建筑。

相较传统的施工方式，装配式建筑方式可使每平米建筑面积用水可节约 65%，能

源节约 37%，钢材节约 2%，木材节约 85%，垃圾减少 59%，污水排放减少 65%，

生产施工过程中基本消除了粉尘和噪音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实现绿色、低碳、节

能、环保施工。据第三方机构预测，到 2020 年，我国装配式建筑市场空间约 2

万亿元，到 2025 年将超 6.8 万亿元。住建部此前下发的《"十三五"装配式建筑

行动方案》要求，到 2020 年培育 5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200 个以上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500 个以上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建设 30 个以上装配式建

筑科技创新基地，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无论是从其节能减排的优势还

是从目前市场的发展现状，装配式建筑都将成为现代建筑业发展的主流方向。而

此次住建部公布的范例城市名单，不仅是对一个城市装配式建筑发展水平的综合

评价，也必将是引领建筑业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工业革命，为城乡建设

领域绿色发展、低碳循环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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