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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装配式建筑相关概述

1.1 装配式建筑的概念和分类

1.1.1 装配式建筑概念

1.1.2 装配式建筑分类



1.2 装配式建筑的特征和产业链

1.2.1 装配式建筑特征

1.2.2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

第二章 2020-2022年国际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2.1 全球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整体分析

2.1.1 全球发展背景

2.1.2 全球发展历程

2.1.3 全球发展现状

2.1.4 全球发展趋势

2.2 美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综合分析

2.2.1 行业发展成因

2.2.2 行业发展历程

2.2.3 行业发展现状

2.2.4 行业发展效应

2.2.5 行业驱动因素

2.2.6 产业链发展模式

2.3 日本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研究分析

2.3.1 行业发展历程

2.3.2 行业发展现状

2.3.3 市场结构分布

2.3.4 住宅建筑结构

2.3.5 建筑成本分析

2.3.6 市场区域分布

2.3.7 典型企业发展

2.4 德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2.4.1 行业标准规范



2.4.2 行业发展历程

2.4.3 行业发展现状

2.4.4 行业产业链条

2.4.5 行业应用方向

2.4.6 经验借鉴启示

2.5 新加坡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经验借鉴

2.5.1 行业发展历程

2.5.2 行业发展现状

2.5.3 行业驱动因素

2.5.4 市场竞争格局

2.5.5 行业发展方向

2.5.6 发展经验借鉴

2.6 其他国家装配式建筑发展经验借鉴

2.6.1 英国

2.6.2 法国

2.6.3 瑞典

2.6.4 丹麦

2.6.5 加拿大

2.6.6 澳大利亚

第三章 2020-2022年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状况

3.1 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综述

3.1.1 绿色建筑简介

3.1.2 行业发展阶段

3.1.3 行业相关政策

3.1.4 行业评价体系

3.1.5 绿色建筑标准



3.1.6 行业立法状况

3.1.7 行业发展现状

3.1.8 工程造价预算

3.2 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问题分析

3.2.1 绿色建筑标准问题

3.2.2 绿色建筑管理问题

3.2.3 绿色建筑评价问题

3.2.4 绿色建筑施工问题

3.2.5 市场驱动逐渐乏力

3.3 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对策建议

3.3.1 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3.3.2 宣传绿色建筑理念

3.3.3 重视关键技术研发

3.3.4 建立组织保障体系

3.3.5 积极培育市场主体

3.4 中国绿色建筑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3.4.1 绿色建筑发展态势

3.4.2 绿色建筑发展趋势

3.4.3 绿色建筑发展方向

第四章 2020-2022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4.1 经济环境

4.1.1 国际宏观经济

4.1.2 国内经济概况

4.1.3 工业经济运行

4.1.4 固定资产投资

4.1.5 宏观经济展望



4.2 社会环境

4.2.1 人口结构状况

4.2.2 居民收入水平

4.2.3 城镇化发展水平

4.2.4 建筑污染问题

4.2.5 居民环保意识

4.3 产业环境

4.3.1 建筑业产值规模现状

4.3.2 建筑业总体运行状况

4.3.3 建筑业区域发展状况

4.3.4 对外承包工程业务额

4.3.5 建筑业企业发展状况

第五章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政策实施状况分析

5.1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政策体系

5.1.1 政策演变

5.1.2 政策汇总

5.1.3 行业标准

5.1.4 补贴政策

5.2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政策成果

5.2.1 国家层面

5.2.2 地方层面

5.2.3 细分领域

5.3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政策解读

5.3.1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实施方案

5.3.2 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意见

5.3.3 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发展



5.3.4 构建“1+3”标准化设计和生产体系

5.3.5 关于印发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的通知

5.3.6 关于印发绿色建造技术导则（试行）的通知

5.4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政策影响

5.4.1 政策引导下行业的发展方向

5.4.2 政策为行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5.4.3 政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5.4.4 新形势下政策体系问题及建议

第六章 2020-2022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全面分析

6.1 中国建筑工业化发展综述

6.1.1 行业基本概述

6.1.2 产业链条分析

6.1.3 行业发展状况

6.1.4 行业成本变化

6.1.5 行业发展问题

6.1.6 行业发展建议

6.1.7 行业发展机遇

6.1.8 行业发展趋势

6.2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分析

6.2.1 行业基本内涵

6.2.2 行业发展历程

6.2.3 行业发展特点

6.2.4 行业发展规模

6.2.5 主要类型应用

6.2.6 企业数量规模

6.2.7 行业技术研究



6.2.8 发展模式创新

6.3 中国装配式建筑产业链构建和运行分析

6.3.1 产业链发展现状

6.3.2 整合构建产业链

6.3.3 产业链运行机制

6.4 中国装配式建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6.4.1 经济影响因素

6.4.2 环境影响因素

6.4.3 社会影响因素

6.5 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存在的问题

6.5.1 行业发展不均衡

6.5.2 技术体系仍不完备

6.5.3 施工管理水准较低

6.5.4 企业成熟度待提高

6.5.5 行业人才供给不够

6.5.6 行业规模效益未体现

6.6 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对策建议

6.6.1 企业发展建议

6.6.2 完善行业标准

6.6.3 丰富产品种类

6.6.4 搭建信息化平台

6.6.5 融合AI等先进技术

6.6.6 探索业务开展模式

第七章 中国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发展综合分析

7.1 中国装配式混凝土结构（PC结构）发展综述

7.1.1 PC结构相关概述



7.1.2 PC结构体系分类

7.1.3 PC结构的优劣势

7.1.4 PC结构主要工艺

7.1.5 PC结构应用分析

7.1.6 PC设计与建造的优化

7.2 中国装配式混凝土建筑（PC建筑）市场运行分析

7.2.1 PC建筑的优点

7.2.2 行业技术标准

7.2.3 市场发展现状

7.2.4 区域发展状况

7.2.5 企业布局现状

7.2.6 市场发展机遇

7.2.7 市场发展挑战

7.2.8 市场空间预测

7.3 中国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SWOT分析

7.3.1 发展优势（Strengths）

7.3.2 发展劣势（Weaknesses）

7.3.3 发展机会（Opportunities）

7.3.4 发展威胁（Threats）

第八章 中国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和木质装配式建筑发展分析

8.1 中国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发展分析

8.1.1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概念

8.1.2 装配式建筑中钢结构的应用

8.1.3 装配式钢结构市场发展现状

8.1.4 装配式钢结构市场关键技术

8.1.5 装配式钢结构体系存在问题



8.1.6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政策机遇

8.1.7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发展建议

8.2 中国木质装配式建筑发展分析

8.2.1 木质装配式建筑的特点

8.2.2 木质装配式建筑的应用

8.2.3 木质装配式建筑发展条件

8.2.4 木质装配式建筑发展现状

8.2.5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施工企业

8.2.6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设计标准

8.2.7 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应用体系

第九章 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技术发展状况分析

9.1 装配式建筑行业技术专利申请状况

9.1.1 专利申请状况

9.1.2 专利申报机构

9.1.3 专利热点分析

9.1.4 专利申请建议

9.2 装配式建筑行业技术发展现状

9.2.1 标准规范及适用技术

9.2.2 装配式PC技术日趋成熟

9.2.3 装配式装修技术发展

9.2.4 企业装配式技术优势

9.2.5 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

9.3 装配式建筑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状况

9.3.1 主要技术创新内容

9.3.2 技术创新发展建议

9.3.3 技术创新发展趋势



9.4 绿色建筑背景下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分析

9.4.1 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价值

9.4.2 绿色建筑背景下技术应用

9.4.3 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措施

9.5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及质量管理分析

9.5.1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应用价值

9.5.2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面临的问题

9.5.3 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质量管理

9.6 装配式建筑体系节能技术发展分析

9.6.1 装配式建筑节能技术体系

9.6.2 装配式建筑节能技术问题

9.6.3 装配式建筑节能技术策略

9.7 BIM技术与装配式建造技术融合发展分析

9.7.1 装配建造技术与BIM技术发展现状

9.7.2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的应用背景

9.7.3 BIM技术与装配式建造技术融合意义

9.7.4 BIM技术与装配式建造技术融合方式

9.7.5 BIM技术与装配式建筑的融合现状

9.8 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分析

9.8.1 预制装配式建筑施工技术

9.8.2 预制装配式建筑关键技术

9.8.3 预制装配式建筑技术作用

第十章 2020-2022年中国装配式建筑行业地区发展状况分析

10.1 上海市

10.1.1 行业发展历程

10.1.2 行业政策环境



10.1.3 行业发展现状

10.1.4 市场发展地位

10.1.5 行业发展态势

10.1.6 发展模式特征

10.1.7 技术研究进展

10.1.8 产业基地动态

10.1.9 存在主要问题

10.1.10 行业发展建议

10.1.11 行业发展趋势

10.2 北京市

10.2.1 行业政策环境

10.2.2 建筑项目奖励

10.2.3 行业发展现状

10.2.4 行业发展模式

10.2.5 发展推进措施

10.2.6 行业发展前景

10.3 天津市

10.3.1 行业发展经验

10.3.2 行业政策环境

10.3.3 建筑项目补贴

10.3.4 行业发展现状

10.3.5 行业发展特点

10.3.6 行业发展动态

10.3.7 产业基地动态

10.3.8 发展存在问题

10.3.9 发展重点任务



10.3.10 行业发展目标

10.4 重庆市

10.4.1 行业发展成效

10.4.2 相关扶持政策

10.4.3 行业全产业链

10.4.4 产业基地动态

10.4.5 行业项目动态

10.4.6 行业发展问题

10.4.7 重点工作任务

10.4.8 行业保障措施

10.4.9 未来发展规划

10.5 江苏省

10.5.1 行业政策环境

10.5.2 行业发展现状

10.5.3 市场区域布局

10.5.4 项目工程承包

10.5.5 产业链发展状况

10.5.6 行业项目动态

10.5.7 发展存在问题

10.5.8 行业解决对策

10.5.9 行业发展机遇

10.6 湖南省

10.6.1 行业支持政策

10.6.2 行业发展现状

10.6.3 行业发展动态

10.6.4 城市发展动态



10.6.5 行业发展措施

10.6.6 行业发展目标

10.7 河北省

10.7.1 行业政策环境

10.7.2 行业发展现状

10.7.3 企业发展状况

10.7.4 产业基地动态

10.7.5 行业项目动态

10.7.6 示范城市发展

10.7.7 行业发展问题

10.7.8 行业发展规划

10.8 浙江省

10.8.1 行业政策支持

10.8.2 行业评价标准

10.8.3 行业发展现状

10.8.4 产业基地动态

10.8.5 钢结构发展状况

10.8.6 城市发展动态

10.8.7 发展重点任务

10.9 福建省

10.9.1 产业扶持政策

10.9.2 行业评价标准

10.9.3 行业发展现状

10.9.4 产业基地动态

10.9.5 企业上市动态

10.9.6 发展存在问题



10.9.7 行业发展对策

10.9.8 行业发展任务

10.10 江西省

10.10.1 现行政策分析

10.10.2 各市产业政策

10.10.3 行业发展现状

10.10.4 行业发展动态

10.10.5 城市发展动态

10.10.6 发展面临问题

10.10.7 产业发展建议

10.10.8 行业发展目标

10.11 湖北省

10.11.1 行业政策环境

10.11.2 行业发展现状

10.11.3 行业发展措施

10.11.4 产业基地动态

10.11.5 行业项目动态

10.11.6 城市发展动态

10.11.7 发展措施建议

10.11.8 行业发展目标

10.12 四川省

10.12.1 行业支持政策

10.12.2 行业发展现状

10.12.3 行业发展成果

10.12.4 城市发展动态

10.12.5 产业基地动态



10.12.6 重点工作任务

10.12.7 行业发展目标

10.13 广东省

10.13.1 产业扶持政策

10.13.2 产业建设成果

10.13.3 行业发展动态

10.13.4 城市发展状况

10.13.5 建筑技术特点

10.13.6 行业发展问题

10.13.7 行业发展对策

10.13.8 未来发展目标

10.14 山东省

10.14.1 产业发展形势

10.14.2 行业发展现状

10.14.3 示范城市发展

10.14.4 产业基地动态

10.14.5 项目建设动态

10.14.6 发展存在问题

10.14.7 企业发展对策

10.14.8 行业发展布局

10.14.9 行业发展目标

10.15 海南省

10.15.1 行业政策环境

10.15.2 产业发展现状

10.15.3 产业发展形势

10.15.4 产业基地动态



10.15.5 发展制约因素

10.15.6 项目建设规划

10.15.7 行业发展目标

10.16 其他地区

10.16.1 河南省

10.16.2 贵州省

10.16.3 安徽省

10.16.4 陕西省

10.16.5 青海省

10.16.6 甘肃省

10.16.7 山西省

第十一章 2020-2022年中国绿色建材市场发展分析

11.1 绿色建材行业相关概述

11.1.1 绿色建材概念

11.1.2 绿色建材分类

11.1.3 绿色建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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