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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MATEL-ISM 的装配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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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装配式建筑在预制、运输、安装过程中，受到专业人才缺乏、节点连接技术不成熟、成本偏高等因素的

制约，导致我国装配式建筑的发展速度缓慢。运用文献查阅和问卷调查法，从建筑施工企业的角度，识别出制约我国装配式

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应用 DEMATEL 分析了各制约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运用 ISM 构建了制约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模

型，将两个模型进行耦合构建组合模型，通过组合模型理清了各制约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层级关系及相对重要程度。研究发

现，制约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专业人才。根据原因因素的中心度排序，确定出主要制约因素，制定出提升

我国施工企业装配式建筑施工水平的应对措施，为推动我国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建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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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mmature node connection technology and high cost in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transportation and installation pocess slows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China.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China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companies. DEMAT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entrality and cause of each constraint, 

ISM was used to build a multi-leve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model of the constraint. These two models were coupled to build a 

composite model.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models, the logical and hierarchical relations and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constraint were clarified.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China was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 centrality ranking of the cause factors，the main constraints were 

identified，and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the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were 

proposed to provide certain suggestions an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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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已经消失，建筑行业正面临

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不断升高等问题，装配式

建筑较传统建筑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降低，缓解了

劳动力短缺。传统的现场湿作业施工方式由于其生

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粗放，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

浪费，装配式建筑具有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和

信息化管理的特点，避免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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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我国“绿色、环保、可持续

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显得尤为迫切。

目前，装配式建筑已经在欧洲、日本、新加坡等发

达国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但我国在推广装配式建

筑时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1]。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制约因素

进行了研究。Zhang 等[2]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分析

影响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缺乏专业

人才、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以及相关规范标准不完

善。Hong 等[3]以实际案例为背景，分析发现中国装

配式建筑较传统建筑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是新增

了构件的运输费用和装配费用。Xue 等[4]通过社会

网络分析（SNA）和结构方程模型发现缺乏创新是

中国装配式建筑推广受阻的主要原因之一。Wu 等[5]

从技术推广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

状况，并从行业、公司、技术、政府、市场 5 个方

面构建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技术对装配式建筑

的影响程度比成本大。陈文萍等[6]运用因子分析法

研究影响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因素间的相对重要

程度，认为成本偏高和市场需求不高是主要原因。

桑培东等[7]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影响装配式住宅发

展的因素归纳为供应链、技术创新、管理因素、市

场因素、政策与法规、成本因素六大类，并通过多

元回归法得出政策与法规是 主要的原因。李德智

等[8]从建设单位的角度出发，利用二元回归法分析

影响我国装配式建筑的主要阻碍因素是建设工期

和建安成本。叶浩文[9]认为监管机制不完善和物流

运输系统不完善阻碍了装配式建筑的快速发展。秦

旋等[10]利用解释结构模型（ISM）理清了各影响因

素之间的层级关系，认为标准化与多样化的矛盾和

关键技术不成熟也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制约

因素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研究与定性分析阶段，

缺乏对制约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机理的研

究。因此，本文以施工企业为视角，通过文献查阅

及问卷调查，将决策试验评价实验（DEMATEL）

分析出的制约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融入到解释

结构模型（ISM）的多级递阶结构图中，构建组合

评价模型，分析各制约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机理。避免了 DEMATEL 不能表达制约因素间的相

互联系和逻辑关系的不足，也避免了 ISM 不能准确

地分析各制约因素对复杂系统的影响程度的不足。

通过组合模型找出关键制约因素，针对关键制约因

素提出相应的建议与解决措施，可为施工企业提升

装配式建筑施工综合水平提供理论指导，为推动我

国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意见。 

1  识别装配式建筑推广受阻的制约因素 

通过文献查阅[1~10]，识别出制约我国装配式建

筑发展的 21 个因素，从施工企业的角度，对其进

行问卷调查，剔除对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影响弱的

制约因素， 终确定出 13 个主要制约因素，并根

据制约因素本身具有的层次性和系统性以及制约

因素的内涵，将其划分为政策、经济、市场、技术

四大类，已确定的制约因素的内涵解释如表 1 所示。 

表 1  制约因素的内涵解释与分类 

 影响因素 内容解释 

政策

S1 

政策推广力度

不够 S11 

我国虽然大力提倡发展装配式建筑，也出台了一

些激励政策，但大多数体现在建设方，对施工企

业的激励政策并不显著 

相关标准、规

范不完善 S12 

装配式建筑较传统建筑其施工过程更复杂，由于

目前相关标准规范不完善，致使在施工过程中无

章可循 

监管机制不完

善 S13 

目前我国装配式建筑的相关监管机制尚未健全，

导致装配式建筑在施工过程中监管不到位，管理

混乱 

经济

S2 

建造成本偏高

S21 

PC 构件在生产过程中较传统建筑会产生大量的

模具费用，以及新增运输费和施工过程中额外的

构件连接成本 

市场

S3 

市场认可度不

高 S31 

消费者主观认为预制结构整体性和抗震性差，对

装配式建筑的认可度不高。建筑企业参与装配式

建设的积极性也不高主要是因为在短期内无法获

得预期的经济效益 

未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 S32 

上世纪在我国政策的影响下，大量的 PC 构件停

产，致使我国在推广装配式建筑时，很难在短时

间内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构件 

物流运输系统

不完善 S33 

由于 PC 构件的自身特征，施工企业需要完善的

物流运输系统才能作出经济合理的进度安排。然

而目前我国 PC 构件的运输方式不能满足施工企

业的要求 

技术

S4 

缺乏创新 S41 我国在引进国外成功经验时，由于没考虑我国目

前现场施工的特点，导致装配式建筑在施工过程

中问题频出 

标准化与多样

化的矛盾 S42 

建筑产品具有多样性，因此不能过分追求标准化

而限制多样化的发展，也不能不发展标准化而强

调多样化。针对标准化设计，我国装配式建筑仍

处于设计定型阶段，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PC 构件模数

不完善 S43 

PC 构件配套性差、各构件之间的模数协调难度

大，给现场装配化施工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缺乏专业人才

S44 

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缺乏现场管理人才、缺乏

相应的产业工人、缺乏专业的施工队伍等 

现场管理模式

不成熟 S45 

装配式建筑由于其自身现场化装配的施工特点，

使现场管理的难度增大，传统的现场管理模式已

经不适应装配式建筑的发展。BIM 的成功应用对

装配式建筑的施工现场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

我国对于 BIM 的应用还不广泛 

关键技术不成

熟 S46 

关键节点处的连接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并且生产

加工的 PC 构件精度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导致施

工质量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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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 DEMATEL 和 ISM 的组合模型 

2.1  方法模型基本原理分析 

ISM（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即解释

结构模型，用于研究复杂系统而开发的一种模型。

基于有向图、矩阵和计算机技术等工具，构建出一

个多级递阶结构模型 [10] 。DEMATEL（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ion）即决策试验

评价实验法，它是一种以图论和矩阵为工具简化复

杂系统结构的科学方法 [11]。本文组合模型是将

DEMATEL 中的中心度、原因度融入到 ISM 的多级

递阶结构中，不仅可以理清各制约因素的层级关系

也对制约因素的相对重要度进行了研究，使分析的

结果更加客观合理，构建的模型如图 1 所示。 

问卷调查

影响装配式建筑发展的
制约因素清单

通过两两制约因素比较，确定
影响标度，构建直接影响矩阵

文献综述

建立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

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
原因度四参数的计算

是否有概念上
的不一致

设置阈值，建立邻接矩阵

构建可达矩阵

区域划分，得到块对角矩阵

绘制多级递阶结构图

是否有概念上
的不一致

以多级递阶结构图为框架，中心度，
原因度为参考，构建混合模型

是 是

否 否

以组合模型为基础进行分析，针对我国装配式
建筑推广受限的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图 1  组合结构模型框架图 

构建组合模型步骤如下： 

（1）确定制约因素集 S={Si 丨 i=1，2，…，n}。 

（2）确定要素影响标度，通过专家知识和经

验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得到直接影响矩阵

V=[vij]n×n。其中 vij 表示要素 Si 对要素 Sj 的影响程度，

当 i=j 时 vij=0。 

（3）计算直接影响矩阵 V 得到规范化直接影

响矩阵 X。
1

1

[ ] / max
n

ij n n ij
i n

j

X x V v´ ££
=

= = å 。 

（4）计算规范化直接影响矩阵 X 得到综合影

响矩阵 T。T=X(I-X)-1，I 表示单位矩阵。 

（5）计算制约因素的影响度 fi、被影响度 ei、

中心度 zi、原因度 yi。计算公式如下： 

1

n

i ij
j

f t
=

=å ，其中 1≤i≤n； 

1

n

i ij
j

e t
=

=å ，其中 1≤j≤n； 

zi=fi＋ei； 

yi=fi -ei。 

（6）对直接影响矩阵 V=[vij]n×n 设置阈值 λ，若

vij＞λ，则 aij=1；若 vij≤λ，则 aij=0，得到新的矩阵

A=[aij]n×n。用矩阵 A 代替 ISM 中的邻接矩阵既能简

化邻接矩阵复杂的求解过程又能实现 DEMATEL

和 ISM 的深度融合[12]。 

（7）计算可达矩阵 M=[mij]n×n，M=(A+I)r，其

中(A+I)≠(A+I)2≠…≠(A+I)r-1≠(A+I)r=(A+I)r+1=…= 

(A+I)n 且遵循布尔代数运算规则。 

（8）对可达矩阵划分区域和级位。确定可达

集 R(Si)、先行集 A(Si)、共同集 C(Si)。整理出高级要

素，逐级剔除高级要素，直至解出 低要素集合[13]。 

（9）根据上述计算结果，绘制我国装配式建

筑发展制约因素的多层递阶结构模型图。以多级递

阶结构模型图为框架，中心度、原因度为依据构建

组合模型。 

2.2  问卷设计及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在上述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这 13 个制约因

素间的相互关系再次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受调研对

象主要是从事装配式建筑的设计人员、施工人员、

现场管理人员、预制构件生产人员以及高校从事装

配式建筑相关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他们都具有从

事装配式建筑的相关经验，如设计经验、施工经验、

监管经验和现场管理经验等。本次选择专家 50 人

（其中高校从事装配式建筑相关领域研究的教师

为 10 人，业主为 12 人，设计单位为 8 人，施工单

位为 14 人，咨询/监理单位为 6 人）作为此次调研

的对象，采用 0~3 标度（0-无影响；1-影响弱；2-

影响一般；3-影响强）对要素间的相互关联程度进

行打分。由于各专家在主观认识方面存在一定程度

的差异，本文在收集到各位专家对装配式建筑发展

制约因素间的相互关联程度打分的问卷后，对打分

结果取平均值，进行客观分析，若要素 Si 对要素 Sj

的影响程度只有一种结果，即(vij={0},{1},{2}, 

{3})，则直接取其值作为影响标度，若要素 Si 对要

素 Sj 的影响程度有两种连续的结果，即(vij={0,1}，

{1，2},{2，3})，则取平均值作为影响标度；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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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Si 对要素 Sj 的影响程度有其他结果出现时，则需

要通过排列图法，分析出累计百分比为 80%的结

果，并将这些结果做平均值，作为影响标度。若通

过排列图法得出的结果差值等于 3，则需要对其重

新进行问卷调查。根据上述原理，对收集的数据经

行处理，可以得到装配式建筑发展制约因素的直接

影响矩阵 V。 

2.3  DEMATEL 分析 

2.3.1  综合矩阵 T 的计算 

在问卷调查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可以得到直接

影响矩阵 V，通过上述步骤（3）和（4）对直接影

响矩阵 V 进行规范化处理和综合处理，得到综合影

响矩阵 T，为了提高矩阵计算的精度和便于大量数

据的处理，上述矩阵的运算都是借助 Matlab 软件处

理的，计算结果如下： 
0.16 0.19 0.21 0.42 0.34 0.24 0.26 0.22 0.21 0.22 0.28 0.25 0.25
0.06 0.02 0.02 0.09 0.08 0.05 0.07 0.06 0.06 0.07 0.08 0.07 0.09
0.14 0.05 0.05 0.23 0.19 0.10 0.13 0.13 0.13 0.14 0.17 0.14 0.13
0.25 0.13 0.14 0.33 0.41 0.26 0.29 0.26 0.29 0.31 0.

T =

32 0.30 0.31
0.23 0.10 0.10 0.37 0.24 0.23 0.26 0.23 0.24 0.28 0.30 0.27 0.28
0.20 0.09 0.10 0.40 0.32 0.15 0.23 0.21 0.22 0.23 0.25 0.23 0.23
0.24 0.09 0.10 0.43 0.35 0.25 0.20 0.25 0.25 0.25 0.32 0.30 0.25
0.22 0.09 0.09 0.38 0.33 0.22 0.25 0.18 0.28 0.30 0.32 0.28 0.31
0.14 0.09 0.08 0.28 0.24 0.13 0.16 0.14 0.13 0.26 0.24 0.17 0.16
0.11 0.06 0.06 0.30 0.21 0.13 0.16 0.14 0.20 0.14 0.21 0.15 0.16
0.19 0.09 0.10 0.37 0.33 0.18 0.29 0.30 0.31 0.30 0.24 0.33 0.29
0.14 0.07 0.07 0.26 0.22 0.12 0.23 0.15 0.14 0.16 0.22 0.13 0.14
0.14 0.07 0.08 0.33 0.26 0.15 0.17 0.20 0.17 0.18 0.23 0.17 0.15

é ù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ê ú
ë û

 

2.3.2  计算 fi、ei、zi、yi 

通过上述步骤（5）可计算得出装配式建筑发

展制约因素的影响度 fi、被影响度 ei、中心度 zi、原

因度 yi。其中，中心度是评价影响因素本身对复杂

系统影响程度的重要指标，原因度是影响因素对其

他因素影响程度评价的重要指标。若原因度大于

零，则为原因因素，若原因度小于零，则为结果因

素[14]。 后对中心度的大小进行排序，计算结果如

表 2 所示。 

表 2  我国装配建筑发展制约因素的综合影响关系 

因素 影响度 fi 被影响度 ei 原因度 yi 中心度 zi 中心度排序

S11 3.25 2.22 1.03 5.47  6 

S12 0.82 1.14 -0.32 1.96 13 

S13 1.73 1.20 0.53 2.93 12 

S21 3.62 4.19 -0.57 7.81  1 

S31 3.12 3.53 -0.41 6.65  2 

S32 2.85 2.21 0.64 5.06  7 

S33 3.29 2.71 0.58 6.00  4 

S41 3.24 2.46 0.78 5.70  5 

S42 2.22 2.64 -0.42 4.86 10 

S43 2.04 2.84 -0.80 4.88  9 

S44 3.31 3.19 0.12 6.50  3 

S45 2.07 2.78 -0.71 4.85 11 

S46 2.29 2.76 -0.47 5.05  8 

2.4  ISM 分析 

2.4.1  构建邻接矩阵及可达矩阵 

对直接影响矩阵 V=[vij]n×n 设置阈值 λ=2，可以

得到邻接矩阵 A。以此为基础，根据步骤（7）并遵

循布尔代数运算原理，得到可达矩阵 M。其 终计

算结果如下：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1 1 1 1 1 1 1
0 0 0 1 1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M

é ù
ê ú
ê ú
ê ú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ë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2.4.2  绘制多级递阶结构图 

对可达矩阵 M 进行步骤（8）运算，详细过程

不再赘述。本研究为了使制约因素的内部关系更加

清楚，在考虑制约因素的相互关系时，只考虑它们

之间是否有关。若既有直接影响关系，又有间接影

响关系，只考虑直接影响关系。根据上述计算结果

构建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制约因素的 ISM 模型，如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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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制约因素多级递阶结构图 

2.5  构建组合模型 

通过 DEMATEL 分析结果，将我国装配式建筑

发展制约因素的原因度根据其正负可分为原因集

合和结果集合，并对中心度的大小进行排序；同时

以 ISM 模型中的多级递阶结构图为框架，构建组合

模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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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组合模型图 

（1）对图 3 进行分析，显然，处于 底层的

制约因素只有缺乏专业人才（S11），是原因因素，

且其中心度为 3。说明缺乏专业人才（S11）是制约

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 根本原因，也是 重要原

因之一，在装配式建筑推广过程中它是需要重点关

注的对象。 

（2）处于 顶层的制约因素有相关标准规范

不完善（S12）、监管机制不完善（S13）和市场认可

度不高（S31）。S13 是原因因素，主要影响其他制约

因素；S12 和 S31 是结果因素，它们易受其他制约因

素的影响。 

（3）间接影响复杂系统的因素处于底层和顶

层之间，中间层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制约素是政策支

持力度不够（S11）、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S32）。S11

和 S32 是原因因素；建造成本偏高（S21）是结果因

素，其中心度排序为 1，S21 是装配式建筑推广受限

的首要原因，它是装配式建筑在推广过程中需要首

先考虑的因素。 

综上分析，将 13 个制约因素按中心度由大到

小进行排序，依次为 S21 建造成本偏高、S31 市场认

可度不高、S44 缺乏专业人才、S33 物流运输系统不

完善、S41 缺乏创新、S1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S32 未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S46 关键技术不成熟、S43 PC 构

件模数不完善、S42 标准化与多样化的矛盾、S45 现

场管理模式不成熟、S13 监管机制不完善、S12 相关

标准规范不完善。其中原因因素排序依次为 S44 缺

乏专业人才、S33 物流运输系统不完善、S41 缺乏创

新、S1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S32 未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S13 监管机制不完善。 

 

3  建议和措施 

根据 DEMATEL 与 ISM 构建的组合模型分析

可知，原因因素是制约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主要

因素，对原因因素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可解决结

果因素对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制约问题。因此本

研究立足于施工企业视角，按原因因素的中心度排

序，制定出提升施工企业装配式建筑施工水平和管

理水平的应对措施，为推动我国装配式建筑的发展

提供一定的建议和指导。 

（1）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装配式建筑在施工

过程中主要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现场管理人才、专

业的施工队伍等。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完善装配

式建筑人才培养体系，如在高校开设装配式建筑的

设计、施工和管理等相关课程，加强科研单位对装

配式建筑施工技术的研究，同时将装配式建筑相关

知识纳入建筑工程执业资格考试大纲中，完善装配

式建筑专业人才需求。施工企业应加强专业技术人

才、专业施工队伍和施工现场管理人才的培养，以

及引进 BIM 人才，为施工企业装配化施工、信息化

管理提供一个平台，指导装配式建筑的施工过程[15]。 

（2）完善物流运输系统。在预制构件的运输

过程中主要存在时间难以控制、质量难以保障等问

题。建议政府对施工企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如在

预制构件的运输方面，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应给予施

工企业绿色通道的保障，使施工企业的施工进度能

满足施工要求；协调和要求设计单位尽量减少大尺

寸构件的设计，在满足设计要求和使用功能的同

时，要求预制构件的设计向着模块化、标准化方向

发展。施工企业应规划好运输路线，加强与当地交

通部门的沟通和预制构件运输过程中的管理，避免

由于路线规划不合理、操作不当和路面不平整等问

题影响预制构件的质量，同时借鉴目前电商物流运

输方式，根据其下单、商品运输动态和售后服务，

制定出适合运输预制构件的物流运输系统。 

（3）激励创新。现有的关键节点连接技术和

构件精准定位技术等不能满足目前的施工要求，给

现场装配化施工带来一定的困难。政府应鼓励高校

和科研单位加强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方法的创新，

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快速发展。施工企业应加强装配

式建筑施工工艺的创新，根据施工现场特点，总结

施工经验，为构件精确定位和关键节点连接等技术

的创新提供数据支撑，为提升自身装配式建筑施工

综合水平和其他施工企业发展装配式建筑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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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指导。 

（4）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在宣传和政策优惠

等方面，政府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应以政府为主导，

施工企业和设计单位积极配合，完善装配式建筑的

施工规范和设计标准等，同时政府应以传统建筑监

管机制为参考加强装配式建筑监管机制的建设，避

免装配式建筑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交叉管理和无人

管理的现象，同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如通过减免

预制构件加工厂的构件税费，进一步降低装配式建

筑的建设成本。施工企业需要联合政府宣传装配式

建筑性能的优越性，消除消费者对装配式建筑性能

的误解，提高装配式建筑在市场中的认可度。 

（5）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由于我国目前装配

式建筑的设计、预制、安装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导

致我国装配式建筑的产业链不完善。政府应对具备

生产预制构件能力的企业进行政策上的优惠，大力

支持预制构件供应企业的建设，如对具备生产能力

的施工企业给予优先使用其生产预制构件的优惠，

促进施工企业对装配式建筑的积极性。施工企业应

加强设计、预制、安装一体化建设，推动其上下游

产业的整合，进一步降低装配式建筑的建设成本。 

4  结语 

本文从建筑施工企业的角度，通过决策试验评

价实验（DEMATEL）和解释结构模型（ISM）构

建的组合评价模型，对制约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

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建设成本偏高是制约

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首要原因，市场认可度不高

是 直接的原因，缺乏专业人才是 根本的原因。

根据原因因素的中心度排序，确定出关键制约因

素，并针对关键制约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解决

措施，以期为施工企业提升装配式建筑施工水平提

供理论指导，为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提供一定的参

考价值。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收集的样

本有限，本次问卷仅限甘肃省内的项目，以后可以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二是本研究仅在建筑

施工企业的视角下，对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制约

因素进行了研究，未来可以在开发方、设计方、供

应方等相关利益方的角度，研究我国装配式建筑发

展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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