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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定位

近年来，钢结构住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备受关

注。然而，其并非新星角色，我国在 20 世纪末就开始

关注并引入了国外先进的钢构住宅体系，并在住宅领域

建设了些许试点工程。但后续由于钢构企业自身发展缓

慢，且加工机械落后，加之传统建筑可解决大量人员就

业问题，导致市场占有率较低，工程数目屈指可数 [1]。 

在国家极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的大环境中，钢构住宅迎来

了新的机遇 , 同时对钢构住宅的技术应用提出了新的要

求。纵观钢结构在我国建筑业中的 30 余年应用实践，

我国钢构企业已具备较为成熟的结构体系以及配套生产

技术水平。特别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

建筑的指导意见》下发后，装配式钢构住宅再次聚集

了建筑业内人士的目光，其必将成为建筑业的主角。 

2 技术优势

1） 钢 构 住 宅 符 合 绿 色 循 环 发 展 的 需 要。 在 建 筑

业中绿色循环发展就是要改变传统混凝土结构表现出

来的不可持续的粗放生产方式，向环保节能的建筑产

业化推进。由于钢构住宅自重轻，减少了土方工程，

且结构构件与墙体板材都在工厂中生产，施工现场只

需完成成品的装配工作，故而施工现场的水电消耗大

大 降 低、 垃 圾 和 扬 尘 等 污 染 问 题 也 得 到 改 观， 施 工

周期明显缩短，能够实现综合节能 1/3 以上的优势。 

2）钢构住宅施工精度高。区别于传统的现浇混凝土结构，

钢构住宅可实现住宅的生产工业化，减少工地施工中不可

避免的质量缺陷，有效提高装配施工质量。住宅结构构件

梁板柱以及墙体实现工厂标准化、通用化制作，制作精度

得以保证，从放样、下料、切割到组装成型、矫正，实现

机械加工，质量精度大幅提升。同时，工业化生产建筑可

与建筑信息化技术有效对接，充分利用现代建筑信息技术，

诸如BIM技术的应用，可实现住宅模块化设计和构件加工，

以及与现场施工组织模拟相结合，向精品住宅的实现迈了

一大步。

3）钢构住宅减少人工成本。完善的工厂机械加工工

艺导致构件工厂加工的人工需求较少，与传统住宅相比现

场安装施工也可大幅度减少人工作业量。在人工费成本增

加的今天，更具有推广优势。

4）钢构住宅承载力高。钢构住宅自重轻，地震作用

较小，结构用钢量减少。与传统住宅相比，钢构住宅在抗

震性能以及抗风性能方面由于钢材具有良好的延性和韧

性，故而结构整体性强、承载力高，抗震抗风性能好。同

时，钢材经过防火以及防腐工艺处理后，其耐火性能与抗

腐蚀性能也将提升。钢构住宅在地震频发区、地震高烈度

区以及风荷载较大地区建筑中更具优势。

5）钢构住宅资源利用率高。钢构住宅可实现设计、

生产、装配以及使用维护于一体的建筑信息化管理模式，

减少不必要的资源以及人员浪费。从设计阶段便对整栋建

筑所有构件加以拆分以及装配，保证工厂合理、精准下料，

机械化切割、流水线生产，减少浪费。同时，钢构住宅回

收再利用率高，据统计，建筑设计使用年限结束后，钢构

住宅中 70% ～ 80% 的构件材料可回收再利用，节约资源；

钢构住宅无需传统住宅施工中的模板工程、脚手架以及砂

浆等辅助材料，减少资源耗用。

3 推广条件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潮流中，中央提出要去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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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要求。就钢结构产业而言，由于经济

有所下滑，国内钢材销售量同比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建筑

业的用钢量下降明显，达到 7.2%。而我国钢材年产量却

逐年递增，处于逆势增长态势。钢构住宅的应用发展满足

国家供给侧改革的要求 [2]。

国务院下发关于装配式建筑的若干意见后，各省积极

响应，分别出台了详细的政策措施以化解产能过剩，装配

式钢构住宅的项目相继落地。同时，为提升住宅产业化水

平，钢构住宅产业化基地建设开始提速。我国现有 51 家

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企业，建筑业内的基地企业由杭萧钢

构一家，增加了山东万斯达、精工钢构、东南网架等 6 家

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百余家钢构企业的年产能在 5 万吨

以上 [3]。关于装配式住宅的技术研发以及设计安装能力大

为提升，墙板部件生产体系逐步配套齐全，钢构住宅具备

了推广的产业基础和产能规模。

4 市场前景

随着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以及绿色节能等方面

投入力度的加大，装配式建筑市场空间将持续扩大。钢构

建筑的应用领域也将会由地标性建筑向民生工程过度，诸

如住宅、学校、医院等领域，钢构住宅也将由城市转向农

村建设，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4]。

要扩大钢构住宅的建筑占比，当前需完善钢构企业的

自身条件，企业需研发生产出适应市场需求、用户满意和

功能完善的住宅，降低成本，提高钢构住宅精细化制造水

平，打造精品住宅。从而改变消费者的居住理念、消费意

愿。同时，为加快钢构住宅产业化进程，国家开展实施了

钢构企业施工总承包试点工作，为钢构住宅的研发、生产

安装的集成化保驾护航，开拓钢构住宅的市场应用前景。

5 发展展望

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发展钢结构住宅的物质基础、政策

基础和技术条件基础，并且具有强大的市场空间。加之钢

构住宅的优良技术性能，稍加推广后必定会成为住宅发展

的主力军，引领建筑业的潮流。在推广发展过程中，仍需

以下几方面的配合。

（1）政策环境的支持。钢构住宅的推广离不开政府

的政策支持，在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今天，钢构住宅能

否推广落实到位的关键便在于政策导向。就现在而言，国

家已发布《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对钢构住

宅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各省市分别已经

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引导装配式建筑的应用，并进行相关

补偿，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

（2）完善标准体系。我国高层钢结构，大跨钢结构

以及轻钢结构的规范规程较为成熟。但钢构住宅的相关标

准并不完整，节点构造，绿色施工等方面的标准欠缺。相

关建设主管部门应抓紧钢结构住宅的标准、规程的编制和

立项。

（3）加强行业协作。加强钢构企业与高校以及其他

绿色墙材企业等的合作，努力推动产学研合作，互补短板，

随时为钢结构住宅注入新鲜的行业信息，推动其向前发展。

（4）降低综合造价，改变传统思维。钢构住宅造价

偏高，这也是制约其推广应用的主要原因，应通过研发与

钢构住宅配套的建筑部件与设备部件等方式，降低建设成

本。同时，开发商与购房者对钢构住宅还存在认识误区，

对轻质板材墙体有所顾虑，有悖于传统的居住理念，因而

需对钢构住宅大力宣传，让民众认识到钢构住宅的优越性。

钢构住宅凭借其优异的性能必定会在建筑业内占领市

场，取得良好的口碑。

参考文献

[1] 蔡玉春 . 钢结构住宅产业化的现状与进展 [J]. 钢结

构 ,2005,(01):79-83.

[2] 卢俊凡 , 王佳 , 李玮蒙 , 郭嘉欣 . 装配式钢结构住

宅体系的发展与应用 [J]. 城市住宅 ,2014,(08):26-29.

[3] 王明贵 , 张莉若 . 住宅产业现代化与钢结构住宅

[J]. 钢结构 ,2001,(06):22-24.

[4] 刘玉姝 . 钢结构住宅技术问题探讨 [J]. 建筑创作

,2003,(02):104-106+108-110+112.

综 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