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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住宅产业化综述 

1.1 住宅产业化起源 

国外工业化住宅的起源，不管是欧洲、日本抑或美国，其原因不外乎两个。 

第一个是工业革命。其带来大批农民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化运动急速发展。在 1866年

的伦敦，曾经有人选择一条街道作过一次调研。在这条街上，住 10～12个人的房子有 7间，

12～16个人的房子有 3间，17～18个人的房子有 2间。居住情况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1910 年，在伦敦还出现了一些夜店。所谓夜店，不是现在作为娱乐场所的夜店，而是专门给

无家可归的人过夜的一些店铺。它们基本上是人满为患，空间小到躺不下，只能一排一排地坐

着，在每一排人的胸前拉一根绳子，大家都趴在绳子上睡觉。 

 

图 1  伦敦的夜店（图片来源：《欧洲风化史：资产阶级时代》） 

第二个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住宅需求量的剧增。同时战争的破坏，导致住宅存量

减少，因为军人大批复员，住宅供需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受工业化影响的一批现代

派建筑大师开始考虑以工业化的方式生产住宅。如法国的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便曾经构

想房子也能够像汽车底盘一样工业化成批生产。他的著作《走向新建筑》奠定了工业化住宅、

居住机器等最前沿建筑理论的基础。日本丰田公司在二战以后从汽车行业涉足房屋制造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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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其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 

具体到国内的现状，中国停止福利分房以后，住宅需求一直持续膨胀。这主要是因为：一、

城市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巨大；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

这些情况和西方国家发展工业化住宅时的背景有些相似。 

1.2 住宅产业化概念 

1.2.1 住宅产业化定义 

住宅产业化就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去全面改造传统

的住宅产业，使住宅建筑工业生产和技术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就是住宅的生产方式（或者是

技术手段），是运用现代工业手段和现代工业组织，对住宅工业化生产的各个阶段的各个生产

要素通过技术手段集成和系统的整合，达到建筑的标准化，构件生产工厂化，住宅部品系列化，

现场施工装配化，土建装修一体化，生产经营社会化，形成有序的工厂的流水作业，从而提高

质量，提高效率，提高寿命，降低成本，降低能耗。 

1.2.2 住宅产业化内涵 

所谓住宅产业化，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住宅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一是住宅生产

方式的产业化。 

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是指应该把住宅领域里的一些最新的科学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使之

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而科技体制改革仍旧在深化过程中。 

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住宅产业化，更多的是指住宅生产方式的产业化。在这方面，日本已达

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日本积水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设在崎玉县的一座住宅工厂，是用工业流水

线的方式生产房子，他们把住宅分拆成一个个盒子式的构件，在生产线上制造完成一栋住宅所

需要的全部构件，只需要花费四十多分钟，然后运到施工现场，在一天之内组装完毕。在我国

住宅产业化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① 

国外的经验表明，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如人工成本占比很大，住宅工业的配套产业

已经成熟时）采用工业化的方式建造住宅要比采用现浇的方式在成本上会低 10%～15%，当然

这是基于比较自动化的生产上。 

1.3 住宅产业化特点 

1.3.1住宅建筑标准化 

住宅建筑标准化是指在住宅设计中，采用标准化的设计方案、建筑体系和部品，按照一定



  卫德·住工科技              掌握核心技术 

                                            www.China-easyPC.com                                                                                   

地址：沈阳市沈北路沈阳工程学院科技园 5 楼   电话：024-88789638   传真：024-88389638   邮箱：chinaeasypc@163.com 
4 

 

的模数标准规范住宅配件和部品，形成标准化、系列化的住宅产品和部品，减少住宅设计中的

随意性、简化施工工作。如：丹麦在标准化基础上实现部件通用化，各厂家生产的通用部件都

纳入《通用体系产品总目录》，设计人员可从中选择适当的产品进行住宅设计。 

1.3.2 住宅建筑工业化 

住宅建筑工业化是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生产住宅产品，包括住宅部品生产的工厂化、住宅

建造的机械化和组织管理的科学化。通过工业化生产可以提高住宅部品的质量和生产能力，从

而减少现场的湿作业，简化建造程序， 改善工作环境，以利于现代化管理手段的实施，提供

住宅质量和性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1.3.3 住宅生产一体化 

住宅生产一体化是指在住宅建筑工业化的基础上，以为用户提供的住宅产品和优质服务为

目标，将住宅建设全过程的建筑设计、设备和配件生产、施工建造、销售及售后服务等诸多环

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产供销一体化。住宅生产经营一体化以住宅生产企业为龙

头，以专业化协作的方式，采用合同、联营、长期协作等手段将部品供应、施工建造等各专业

生产部门联合起来，形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体，按照用户的要求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真

正实现住宅生产的社会化和产业化。 

1.3.4 住宅协作服务社会化 

住宅协作服务社会化，是将分散的个体生产和服务转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和服

务过程，表现为住宅生产的集中化、专业化、协作和联合华。生产集中化是指生产越来越集中

于大企业的过程；住宅生产专业化是指某些企业专门从事某种特定构配件或部品的生产；生产

协作是指各部门、各企业、各工种在生产中建立的相互关系；生产联合化是指同一部门的若干

企业，以资金、技术、人才、设备、产品等为纽带，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对生产实行统一经营、

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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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外住宅产业化发展历程 

2.1 国外住宅产业化发展状况 

2.1.1 美国住宅产业化发展概况 

美国的结构学家巴克敏斯特·富勒为使住宅构件实现工业化生产，在 20世纪 20年代发明

了轻质金属房屋；1927年，他设计出第一代多边形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1930 年，他设计

出第二代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设计出第三代最大限度利用能源住

宅；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又设计出用张力轻质直构件制造的穹顶，并竭力推广这种住宅，

希望在“城市中建满这种房子”。此后，美国住宅工业化得以发展，并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

方面，住宅及其产品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的程度很高，主要表现在：高层钢结构住宅基本

实现了干作业，达到了标准化、通用化；独户式木结构住宅、钢结构住宅在工厂里生产，在施

工现场组装，基本实现了干作业，达到了标准化、通用化；用于室内外装修的材料和设备、设

施种类丰富，用户可以从超市里买到各种建材，非专业的消费者可以按照说明书自己组装房屋。

美国住宅工业化程度高，住宅质量很好，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图 2 美国早年的汽车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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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法国住宅产业化发展概况 

法国是世界上推广钢结构住宅最早的国家，其推广方法有： 

第一，钢结构住宅产业化。1949年，法国重建和规划部长委托琼·普鲁维设计了一种大

批量生产的住宅，并规定其成本不得超过当时最便宜的住宅，其中有很多适合产业化生产的钢

结构住宅；1950年，法国政府采购了 25套委托琼·普鲁维设计的住宅，将其中大多数卖给了

富人；1985年，法国政府通过普查发现，这些不动产状况良好。 

第二，以税收政策鼓励和引导建设节能、环保住宅。法国政府明确表示，使用再生能源、

隔热材料、暖气调节设备的住宅可以少缴税，还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据统计，法国住宅、

商用建筑的能源消耗量占法国能源消耗总量的 45%。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占 25%。如果巴黎

所有住宅和商用建筑都按照高环保标准建造，那么法国就可以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

虽然高环保品质住宅的价格比普通住宅的价格高 2%～5%，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差价可以

在未来几年内被能源节约费所冲抵。由此，政府认为生态住宅改善了传统的供热和能源运行方

式，可以节省 25%～60%的能源。 

2.1.3 日本住宅产业化发展概况 

日本从 1932年开始研究住宅产业化。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日本认为住宅产业是继汽

车、家电行业之后的新生主导产业，可以进行工业化生产。所以，住宅产业化作为日本国家产

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很受重视。日本原通产省（现名经济产业省）1968年提出

了住宅产业的概念和推进住宅产业的设想；20世纪 70 年代是日本住宅产业的成熟期，大企业

联合组建集团进入住宅产业；20世纪 90年代，日本采用产业化方式生产的住宅已占竣工住宅

总数的 25%～28%。 

正是因为自 20世纪 60年代开始推进住宅产业化，大力普及钢结构住宅，并下工夫研究钢

结构住宅，狠抓建筑质量，才使地处地震多发地带的日本在近年发生的大地震中避免了大量人

员的伤亡。 

日本 PCa住宅技术的发展 

1、1955年～1965年：预制住宅技术的开发期。1956 年日本开发了 2层的建筑壁式预制

住宅，即预制大板式住宅。后来，技术逐步发展，最后可以做到 5层。在这个经济高速成长期，

5层以下的预制大板式住宅被大量建设。 

2、1965年～1975年：预制住宅的最盛期。1970年，住宅公团 HPC(预制混凝土高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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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法被应用到 14层的高层住宅开发。但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由于土地不足，

导致住宅小区小型化，同时由于需求的多样化、高级化，预制混凝土工法建造的住宅急速减少。 

3、1975年以后：预制住宅的再度发展期。1975年开始实施钢筋混凝土构造的 PCa化，即

从现浇混凝土向预制混凝土转变。在此期间，R PC(预制混凝土框架结构)施工工法被开发实施。

因此，预制大板式工法也向 R PC 工法转化，而且 R PC 工法也逐渐从多层向高层、超高层的应

用发展。为了解决超高层建筑预制柱断面过大的问题，高强混凝土及高强钢筋开始被应用到实

际工程。 

2.1.4 澳大利亚住宅产业化发展概况 

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师协会早在 19世纪 60年代就提出快速组装预制住宅，并进行了深入研

究，但其研究结论是澳大利亚住宅建筑市场不成熟，不适宜推进住宅产业化。 

近年来，随着高应力、轻质量冷成型结构钢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澳大利亚建筑师的梦想成

真。用于制作钢构架的钢材具有如下优点：能承受高应力，是具有相同承载力的木材重量的 1

／3，在免大修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75年。 

澳大利亚在住宅施工技术方面取得的另一项重大突破是速成墙。速成墙是一种中间挖空的

板材，在工厂里预制，其重量为 38公斤／平方米，主要成分为石膏板、玻璃纤维和水密聚脂

材料。速成墙可以一次性组装成建筑的整堵墙，也可以裁剪成任何长度和高度的组合件。向速

成墙中间孔洞灌注混凝土，可使其具有很好的防火性能、阻隔性能和较强的承载能力。与砖木

结构相比，速成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如施工方便快速，经济实惠，节省劳动力，安装、运输

简便等。 

2.2 国外住宅产业化发展趋势 

2.2.1新型工业化的建筑结构体系的广泛应用 

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目前的以钢结构、框架结构、木结构等为主的新型建筑结

构体系。建筑体系的建立保证建筑更加安全、环保、节能。 

2.2.2 住宅部品的开发、生产和供应 

住宅部品开发、生产和供应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是保证住宅功能与质量的基本条件

之一，也是实现住宅产业化的重要标志。丹麦和瑞典政府都明确指出②：住宅产业化的发展方

向是通用体系化。丹麦的通用体系化的方向是产品目录设计。生产厂商生产的具有互换性的产

品构成了通用体系总产品目录，设计人员可从中任意选用进行设计。日本用了二十年时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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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住宅部品，现在住宅的各个部分都有通用部品，对无特殊要求的住宅，只要将通用部品组合

起来即可。 

2.2.3 建筑材料和建筑节能发展迅速 

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建筑材料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国家新型建筑材料的比重一般占

60-90%。从传统材料已转向功能材料，单一材料转向复合材料，天然材料转向合成材料，增加

了建筑材料的多样性和环保型。法国 1973 年到 1985 年房屋增加 20%,而采暖能耗却减少了

23.1%③。这都依赖于节能设计和节能材料的运用。 

2.2.4 全装修的普及发展 

全装修在施工方面，彻底摆脱一家一户、家装游击队的"作坊式"的施工方式，代之以专业

的全装修工程承包商提供的规模化、集中化、装配化的住宅装修施工方式，装饰产品由专业生

产商按工业化生产方式提供给工程承包商。在选材和施工方面尽可能采取工业化制造的部品设

备和装修装饰材料，要求这些产品具备稳定性、耐久性、环保性和通用性。例如，挪威内外两

色的喷塑铝合金断热窗，不仅保温隔热，而且可以翻转 360度。全装修的普及发展推动着住宅

产业化材料、部品的研制与创新，促进住宅产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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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住宅产业化发展现状 

3.1 我国住宅产业化存在优势 

3.1.1 对建筑业发展方向的变革 

住宅产业将给建材业、装修业、设备、部品制造业的发展都会带来契机，会以自身的优势

逐渐占领住宅生产各个领域的大量市场，对于建筑业整个结构性调整，从多个承包商为主的中

小型建筑企业转为有技术和管理实力的大建设公司承包，有名无实的公司被大浪淘沙。对建筑

问题繁多、出现状况找不到落实负责人等乱象的改变大有裨益。也反作用于建筑公司，对于他

们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升级和改革起一定的加速和促进作用，近些年，国内已经开始陆续出

现一些住宅产业化方面的技术服务型企业，诸如沈阳卫德住宅工业化科技有限公司，就对于建

筑部品进行二次拆分，依据生产经验进行再设计，设计出更加符合现场生产的预制构件。 

同样，住宅产业化对建材和制品无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格上都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

求建材行业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技术改造，由粗制实级产品向精细加工的半成品、成品方向发展。

一些新型建筑材料企业随之诞生，将主营业务延伸，成立设计、构配件生产、施工一体化（“三

个一体化”）的住宅产业集团，谋求新的发展方向。 

住宅产业化作为住宅建设生产方式的重大改革，必将对与之相关的各行业产生巨大而深刻

的影响，如钢材、洁具卫浴、家装材料等。 

3.1.2 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房产经济属于内需主导经济，而购房消费如何强劲地拉动这匹大马车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无论是宏观上我国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住宅需求情况和社会购买力水平，

还是微观的投资规模、水平档次、建筑质量以及房产价格等，都对于房产市场或大或小的有着

一定的影响。盲目的投资和炒作所制造的虚假繁荣的泡沫房产又对住宅经济有阻碍作用。 

住宅产业化实现了住宅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优化各种资源的配置，可以以较少的

投入，实现住宅建设数量与质量的高产出，以大量优质适价的住宅满足居民的需要，有助于实

现住宅建设的目标，增强住宅建设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有助于住宅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

点。国内经验表明，住宅产业化对经济增长有敏感性、超前性和关联性。我国前几年沿海经济

的迅速发展和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以房地产业、住宅产业的高速发展为主要内容。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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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房产投资每增长 10%，可以拉动 GDP增长 1%左右。另外某房地产业的发展因其与整个国民

经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关联性，可以解决居民居住问题，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带动金

融保险、财政税收、中介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稳定繁荣，是住宅

投资形成很大的乘数效应。  

3.3.3 住宅产业化市场需求变化 

多年以来，我国的城镇住房体制改革一直是沿着市场化的导向进行，经过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改革，城镇住宅的市场配置体系基本建立，住宅市场基本形成，成为居民获取住房的最

主要的渠道。即使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也完全走出了过去福利分配模式，在对供

需双方给予必要补偿或限制的前提下，运用一些“看不见的手”。不仅为城镇居民根据自身的

实际状况，按照自身需求在住宅市场上自主地购置或承租住宅提供了可能，而且为住宅的供给

方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工艺水平和改进生产方式提供了动力。 

3.2 我国住宅产业化存在问题 

3.2.1 住宅产业的科技含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国外住宅产业化程度高度达 70%，而我国仅 1%-3%。总体上，我国住宅产业的科技革新速

度还比较低。一是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层次水平不高，并且成果的结构也不尽合理，主要集中

在住宅建筑规划设计、质量性能、新材料和建筑设备等方面。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一些试验研究还不系统。二是成果转化率低，许多研究成果得不到应用推广，有的甚至没有转

化成产品，更形不成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3.2.2 住宅的工业化生产体系尚未形成 

在几年的住宅产业化推进中，部分部品实现了系列化、规模化生产，如整体厨房、整体浴

室等被越来越多的住宅所采用。但总体上说我国住宅工业化生产体系还没有形成。 

1、部品化、标准化和通用化水平较低。建筑材料制品的生产与供应还停留在原材料供应

的概念上，形成的产品种类少，经常出现“有材料，无制品；有制品，无产品”的现象。 

2、住宅的建造方式仍以现场施工为主。多年来我国住宅建设一直采用现场“浇灌式”的

施工方式，生产的流动性差，工作环境差，手工操作多，体现为高度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

带来的结果一是建筑周期长。二是劳动生产率低。三是住宅质量难以控制，损失浪费也比较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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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住宅企业间缺乏有效的社会化协作 

我国住宅产业粗放型的经营造成产业技术门槛低，巨大的市场需求又产生了较高的利润

率，不断诱使新的厂商进入住宅行业，致使整个行业的平均经营规模较小，住宅产业链上的企

业（包括发展商、承建商、材料及部品供应商，以及设计单位、中介等）大都是规模不大的中

小企业，产业的集中度过低，未构成产业链发展。 

3.2.4 住宅产业距可持续化发展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我国的住宅产业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发展还主要依赖于

资金、人力的投入以及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据初步测算，我国住宅建筑用钢占全国用钢总

量的 20%，水泥用量占全国总用量的 17.6%,城市建成区用地的 30%用于住宅建设.，城市水资

源的 32%在住宅使用中消耗，住宅使用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 20%左右(若再考虑加上建材生产和

建造的能耗，住宅总能耗约为 37%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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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国住宅产业化发展趋势 

4.1 行业各规范建立健全 

1、对于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企业标准在通过

省市住宅产业化专家委员会或者负责机构专项审查后，方可为监督依据。因此需要根据产业化

住宅特点，制定专项监督方案。 

2、目前，大部分地方已经开始预制装配混凝土结构规范的编写，,北京、沈阳、深圳、上

海等不少地方都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技术、经济政策。国家的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

规程》也预计于今年 10 月 1 日出台，该规程出台预示着行业规程具有完整的统一性，国家统

一性与地方特殊性有机结合，将会切切实实地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3、各类预制混凝土部品也必须经市住宅产业化专家委员会认定，获市住房城乡建设委颁

发的准入证后方可进场使用。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配合建设质量监督部门对部品生产过程实施

延伸监督。 

4、住宅产业是一个系列的产业链，涉及土地、规划、监理、施工、物业、金融等各个领

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与住宅相关的不少法律，比如《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已有不少内容不适应实际发展的需要，对住宅产业发展的相关法律制

度进行认真梳理，保持各个法律规范内容上的协调性、系统性、规范性和科学性，构件完善的

住宅产业法律体系，做到住宅产业化实施起来有理可据，有法可依。 

4.2 政府宏观调控加强 

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行政行为，合理运用“看得见的手”，制定住宅产业化发展

方向和策略，协调、服务和监督住宅产业化市场，加大宣传和推动住宅产业化的发展。 

1、 住宅产业化优惠政策推陈出新 

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有效的经济手段是住宅产业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抓紧出台扶持性、鼓

励性政策，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如北京市发布了《关于推进本市住宅产业化的指导

意见》，开发单位申请采用产业化建造方式，将在原规划的建筑面积基础上，奖励 3％建筑面

积⑤⑤。国内诸多城市也逐渐开始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只有政府对住宅产业化的支持落实到税收

减免、财政补贴、政府贴息等具体问题上，才能消除开发商的顾虑。对率先进行住宅产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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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优先扶持，给与房产企业和施工企业税收减免待遇，并促成开发商和符合住宅产业化及节

能发展方向的技术、材料、部品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强住宅产业化的部品体系、建筑体系和技

术支撑体系给与在税收、金融方面的优惠支持。 

2、 行政手段直接监管调控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管理属于间接管理，但是通过政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可

以实现引导、指导和推动住宅产业化发展的目的。我国住宅产业化的很多问题不是纯粹靠市场

经济就能够解决的，还要有一个来自政策层面强有力地推进。不但要出台相关优惠政策，还要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与政策，整体推进住宅产业化工作。对于一些不符合住宅质量发展，如不符

合节能发展的材料、部品等，收取额外的费用来限制其发展。对超出节能标准的建筑采取强制

性、惩罚性政策，对无开发住宅产业化能力的房产企业降低开发资质、提高贷款利率、提高土

地拍卖企业资格审查等。 

3、 加快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 

我国对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采取的是廉租住房制度。因此，当前应大力加强廉租住房制

度建设，建立和完善最低收入居民家庭档案和申请、审批制度，落实保障资金来源，在完善廉

租住房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稳步扩大住房保障的覆盖面。 

4.3 相关人才与培训受到重视 

目前，虽然盖楼的师傅很多，但是产业化住宅不再需要以往满身泥土的师傅，可以说是懂

得初略建筑的技工，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大对于工人的技术培训。那么首先要从上

层抓起，开发企业可以与高等科研机构携手，加大对住宅产业化科技和教育的投入，独立优秀

人才投身于住宅科技研究和教育事业，加大对住宅产业化方面人才的培训和教育力度，通过他

们再对于基层施工人员的培训，以己推人，从而提高住宅产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同时，通过对于设计人员、新材料、新工艺研发人员的重视培养，采取“走出去”和“引

进来”方式，向国外产业化先进国家学习，方可不断推出新思路、新设计、新材料、新部品、

新工艺和新成果，加大了住宅产业化的科技含量。 

4.4 全装修覆盖面提高，毛坯房消除 

用建筑装修一体化取代零星的、松散的装修，避免二次装修给社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环境污染和危害房屋安全，开辟科技含量高的全装修工业化住宅道路，可全面提升住宅装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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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次和水平。如 2013年，沈阳市出台了《关于推动沈阳市现代建筑产业化工程建设的通知》，

要求凡在沈阳市行政区二环内新开工的商品住宅开发项目，必须实行全装修。凡在沈阳市行政

区二环内新开工的商品住宅开发项目，必须实行全装修；其他区域商品住宅鼓励采用全装修。

全装修覆盖面的提高，有利于住宅建设走产业化道路，产业化的材料部品和建造方式对于全装

修的一次到位有很大反作用力，二者相辅相成。 

4.5 构建住宅产业链 

产业链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以某一个产业中具有竞争力货竞争潜力的企业为链核，通

过这些链核，以产品技术为联系，以资本为纽带，上下连接，向下延伸，前后联系形成链条。

这样，一个企业的单体优势就转化为一个区域和产业的整体优势，从而形成这个区域和产业的

核心竞争力。⑤ 

各地鼓励房地产企业和具备能力的部品企业合作进行住宅产业化十点，培养形成高效、节

能、环保型住宅产业化集群，并以示范园和产业化基地为平台，以市场及产品开发为龙头，整

合资源、集成配套，建立从技术研发、产品设计、材料开发、部品制造、装配施工、工艺装备、

专业协作、信息共享到市场推广、售后服务全过程的、紧密型的产业联盟，逐步扩大，形成全

产业链的聚集效应。彼此相互依赖，共同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积极引进住宅产业化，带动

整个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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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我国住宅产业化较国外落后多年，还未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今后，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

基础上，结合本国建筑业发展现状进行发展。国家需加强宏观调控，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符合市场需求机制条件下，国家和各地出台行业规范、标准，企业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各

方面进行升级变革。在各城市建立产业化示范园和基地，以龙头企业带动全产业链发展。以点

带面，共同推进我国住宅产业化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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