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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有条不紊地进行，乡村住宅

质量提升工作也得到了有效推进，对于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起

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花费大量精力和财

力紧抓住宅改造与修建工程，显著成效的背后同时也折射出

了一系列长久存在且亟待解决的问题。结构设计等安全隐患

很难在简单的改建扩建中得到较好解决，装配式建筑等新兴

建造技术需要与乡村住宅建设一贯采用的传统现浇技术进

行有效结合或是替代。同时，乡村住宅的受众是广大农民群

众，新兴建造技术和施工理念的引入应当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其价值所在。对当前存在问题所采取的策略，需要对问题本

身进行准确梳理并结合受众体验和实际情况加以实施，探求

其长久有效机制。如此乡村住宅在质量方面将会得到进一步

提升，乡村振兴成果也将更上一层楼。

2 乡村住宅建设现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建设正

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在乡村振兴 20 字总要求中，生态

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乡村发展质量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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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房屋建筑作为见证农村变迁的重要一员，关乎着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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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1]。但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农村住房在质量安

全隐患和经济效益等诸多问题上依旧需要更加有效的解决

措施。

2.1 设计规划不够合理
调查数据显示，以安徽省为例，在建筑形式上，皖南

地区因山地地形影响，村庄多是依山而建，布局较为集中；

而皖北等平原地区农村住房在建造特点上则较为规整，分布

相对散落。但是在乡村住宅建设方面，乡村居民根据自己的

意愿及个人情感随意进行住宅的新建，改建及扩建等现象一

直延续，加之存在盲目攀比的错误心理，这势必会导致乡村

住宅在住房质量，空间分布，结构设计等方面的问题愈加突

出。很多农村住宅都因设计规划不合理等原因存在着较大的

安全隐患。

2.2 施工质量把控不严
中国农村大多地区在住宅修建方面还停留在只要取得

有关部门许可就可以自行设计施工的阶段。农村住宅的施工

队伍几乎是当地或者周边未经培训的建造人员，他们缺乏专

业的施工技术，往往根据自身的经验进行建造，不能严格把

控工程质量。无论是造价和材料使用，还是在结构抗震安全

方面，都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加强管理力度，监管体系的不完

善直接关系到住房质量。例如，当前农村住宅在施工时，建

筑施工人员多依照城镇住房配筋系数，沙石料配合比等数据

并结合自身经验进行施工，多出现多筋少筋和材料配比不准

确等质量问题。

2.3 新型技术缺乏引入
从中国农村建筑行业的发展情况和施工来看，中国农

村住房 90% 以上都是由烧制黏土砖（红砖、灰砂砖）、混

凝土空心砌块材料建成，没有抗震和节能的意识和措施 [2]。

农村住房建筑材料类型较多，但用量较少，致使购买价格偏

高，还会经常出现房子建成后材料大量剩余，产生额外浪费。

受到施工建设队伍专业技能不足的影响以及农村居民的认

知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的限制，新型环保的建筑材料

和技术又很难引入到乡村建设之中，传统的建设方式依旧占

据主流地位。

3 装配式建筑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

在绿色环保施工的价值理念背景下，为了解决传统现

浇的建造方式所产生的在经济和生态效益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装配式建筑以其绿色高效无污染等特点迅速成为建筑业

的发展趋势，针对于乡村住宅在建造过程中存在的诸如材料

浪费，环境污染，结构不安全等问题，装配式建筑无疑成为

解决系列问题，加速乡村振兴的选择。

3.1 积极作用

3.1.1 环保节能
乡村住宅建设采取的传统的建筑模式受到诸多限制因

素的影响，无论是建筑材料的利用率，还是建筑现场的废物，

噪音及粉尘，都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装配式建筑

采取工厂预制构件，施工现场组装的方式可有效解决现场拌

合等产生的粉尘污染，噪音污染及材料浪费。

3.1.2 质量优化
装配式建筑构件采取在工厂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精

确生产，混泥土配合比，砂石料配合比，钢筋配比等相较于

农村现场拌合现浇方式都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数据控制。同

时标准化构件通过流程化安装可减少墙体不合格以及搭接

点渗水的可能性。

3.1.3 效率提高
预制构件以其秩序化产业化的生产模式结合严格的质

量把控，有效的保证了构件产出和供求速度，现场仅需对构

件搭接节点浇筑，大幅减少现场施工时间，同时相较于传

统的现浇方式，装配式建筑降低了对环境和季节等方面的 

要求。

3.2 问题挑战

3.2.1 工程造价相对较高
首先装配式建筑对吊装设备的需求量大，运费高；同

时装配式构件的采购和施工进度的有效结合不易把控，装配

式建筑的安装整合具有一定难度，任何的操作不当都会导致

建筑成本的增加。据统计，装配式建筑每平米造价比传统现

浇式高出 700~800 元。由于预制构件工厂建设一次性投入大，

构件产量低，没有形成生产规模，导致构件的摊销费用高 [3]。 

而乡村建设中，其规模小导致的构件摊销费，地理偏僻进一

步导致构件运费的大幅增加都是巨大挑战。

3.2.2 技术系统有待完善
装配式建筑在中国起步较晚，无论是相关的法律规范，

还是政府的扶持力度，都有待加强完善；中国现阶段的建筑

工程领域并没有关于装配式构件的培养机制与培养渠道，工

厂缺少完备的生产体制与规模，工人缺乏丰富的施工经验。

同时由于工厂多采取既有的制造模式，构件的规格及形状都

较为统一，制约了住宅设计的多样性，而且目前的预制构件

厂大多不具有预制构件深化设计制造能力，缺少稳定可靠的

模块化构件。

3.2.3 乡村居民认识不足
乡村装配式建筑的受众是广大农民，解决居民对于建

筑的认识误区，加强居民对装配式建筑等新兴建造技术的了

解，加深居民对绿色施工的环保理念是当务之急。然而装配

式建筑作为建筑业的新型建造方式，许多居民对之还处于闻

所未闻的阶段。对于农村居民来讲，住宅建设是一项巨大的

投资，他们很难迅速去接受一项新技术，更多的是怀疑和否

定的态度，装配式建筑相对于传统现浇更高的造价，无疑增

大了农村居民和装配式建筑的距离。装配式单一化的结构构

件，很难满足不同居民因当地风俗及个性审美等原因对于住

宅的多样化设计要求。同时，受限于装配式建筑的起步较晚

等原因使得其相关政策规定更多集中在城镇大规模建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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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规模过小的多以个体住户进行修建的农村住宅的关

注度偏低。

3.3 解决方案

3.3.1 降低造价
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乡村居民的的经济来源较少，收

入较低，对于一项新兴建造技术，较高的资金投入会让居民

难以接受，他们更会偏向选择传统的现浇技术和相对较低的

资金投入。经济效益是让百姓认识和接受的有效途径，如何

最大化降低装配式建筑的造价，凸显装配式建筑在经济等各

方面的效益，是让装配式建筑在农村住宅中遍地开花的关键

所在。

减少构件摊销费用：装配式建筑构件如同商品零件一

样，以流水线模式完成制造，单一产品的建筑构造成本便会

有效降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住宅建设实行集

体投资规划，采用流水线的生产制造模式来完成民用住宅建

筑的设计施工和构建，能够大大减少成本。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与传承意义的建筑样式，我们不能为

降低造价而影响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但如果使用 BIM 技术，

便可以将所有的工程信息存储在同一个数据库当中，在对其

造价进行管理与运算时，便可以很快了解其信息，而且还能

实现自动计算，避免了人工误差而带来的麻烦 [4]。

降低构件运输费用：当前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尚处在

初步阶段，难以适应国内的经济发展规律。较高的技术难度

和生产需求，导致很多厂商因技术问题难以投入生产。生产

装配式构件的厂商少，分布散，且大多集中在距离乡村较远

的城镇地区，较远的运输距离加上运输过程中其他的额外支

出将大幅增加工程造价。扩大装配式构件生产工厂的数量与

规模，相关部门应积极出台相应鼓励扶持政策。

3.3.2 优化技术
相较于国外一些率先使用装配式建筑的国家，中国在

此方面与其依旧存在很大的技术差异。自主且深入地研究发

展切实符合中国当前建筑现状的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是非

常关键的。另外，部分单位存在着模数不协调的现象，因此

需要建立全新的集成技术，用以进一步加强针对构件的专门

制作处理。同时 BIM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将 BIM 与装配

式技术结合，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不仅可有效提高住房各方面

效益，还可进一步解决优化装配式建筑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

各类问题。在决策阶段，BIM 技术可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

起来，对周边环境及地址进行数据整合和分析；在设计阶段，

将 BIM 与装配式建筑有效结合，能够准确构建数据库和建

筑参数，利于施工人员进行高效高质量设计；在施工阶段，

BIM 可以有效控制预制构件的生产质量，进度及造价等因

素；在运营阶段，依靠 BIM 技术，检修人员可以通过事先

录入 BIM 模型的设备 RFID 标志获取构件各项参数，进行

及时有效的维护，解决了乡村住宅建成后缺乏妥善维修的 

现象。

3.3.3 完善政策

各地政府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应对装配式建筑和

环保施工理念等进行有效宣传，可以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

装配式建筑试点建设，摆出数据，让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装

配式建筑的优点。

4 结语

农村住房是广大农村居民安身之所，农村住房建设质

量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得失 [5]。用

装配式建筑取代乡村传统现浇式建筑，对于提高乡村住房质

量，改善农民居住环境都有巨大效益。但是，农村居民对于

现浇式建筑长久以来的依赖性是很难迅速改变的。通过政府

宣传，政策引导是居民认识了解装配式建筑的根本途径，降

低造价，优化技术是居民接受装配式建筑的关键所在。BIM

以其协同化，数字化，精确化的功能，可以使装配式建筑技

术从决策到施工再到后期维护得到进一步优化。通过装配式

建筑的不断融合与成熟，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步伐也将在

此过程中飞快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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