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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关于《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生产与质量保证能

力认定评价标准》等 2项协会标准立项的通知》（中制协字[2023]3 号）文件要

求，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北京预制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

单位，制定《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生产与质量保证能力认定评价标准》，以下简

称《标准》。项目计划号：2023-01-cbjh。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2023 年 8 月 18 日召开标准启动会暨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编制组交

流了标准前期调研及准备情况，介绍了预制工厂生产与质量保证能力评价与管理

总体方案，讨论了编制大纲和主要内容；会议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明确任

务，落实分工。

2. 2023 年 9 月-2023 年 10 月，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了《标

准》初稿讨论稿；

3. 2023 年 11 月 20 日，编制组召开标准第二次工作会议，参编专家对《标

准》初稿讨论稿条文进行了充分交流和仔细讨论，提出了编制意见与建议；对标

准下一步工作制定了分工和进度计划。

4.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3 月，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初稿讨论稿，

形成了《标准》初稿完善稿；

5. 2024 年 3 月 21 日，编制组召开标准第三次工作会议，编制组专家充分

讨论了《标准》初稿完善稿，形成了修改意见。

6. 2024 年 4 月-6 月，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本《标准》

自评价稿，并在编制组内部进行了自评价；编制组总结了自评价成果，编制形成

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7. 2024 年 7 月 26 日，编制组召开标准第四次工作会议，编制组专家充分

讨论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提出了修改完善意见与建议。

8. 2024 年 8 月-9 月，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本《标准》

（征求意见稿）。



2

9. 2024 年 9 月 27 日，编制组将修改完善的《标准》（征求意见稿）上报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秘书处标准质量部。

（三）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主编单位：北京预制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四）主要参编单位工作分工

（1）北京预制研究院负责标准立项申报、标准讨论会组织及筹备、研究资

料汇总收集、标准稿件汇总编制、征求意见及汇总处理、标准稿件修改完善等。

（2）预制混凝土构件分会负责标准编审管理和各单位之间的协调联络，以

及承担标准编制日常管理工作。

（3）各编制组成员单位主要参编人参与调研全国预制工厂能力建设和存在

问题，收集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图文资料。

（4）标准初稿阶段的任务及其分工见表 1，各负责单位的专家牵头完成负

责章节内容的修改补充完善。

表1 标准初稿阶段的任务及其分工

序号 章节编制任务 负责统筹单位 负责人 配合单位

1

总则、术语、

基本规定、企业基本能

力评价

北京预制院

北京市建工研究院

蒋勤俭

李晨光

其他单位专家根据

自身情况提供意见

建议

2 企业生产能力评价
北京预制院、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
蒋勤俭

3 质量保证能力评价
上海住总工程材料有限

公司
朱永明

4
研发与信息化管理能

力评价

上海建工建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吴杰

（5）标准征求意见稿阶段任务及其分工见表 2，各负责单位的专家牵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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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负责章节内容的修改补充完善。

表2 标准征求意见稿阶段任务及其分工

序号 章节编制任务 负责统筹单位（简称） 负责人 配合单位

1
总则、术语、

基本规定

北京预制院

北京建工研究院

蒋勤俭

李晨光

其他单位专家根据

自身情况提供意见

建议

2 企业基本能力评价
北京预制院

北京榆构

蒋勤俭

黄清杰

3 企业生产能力评价
上海建工

华西绿舍

吴杰

向鹏

4 质量保证能力评价
上海住总

陕西凝远

朱永明

杨萍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给出的规则

进行编写。本标准编制突出“先进性、合规性、先行性、协调性、适用性”5项

原则，重点遵循如下原则：与其他相关标准协调配套，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原则；标准主要技术指标设置合理，操作适用性强的原则；能支撑预制

构件生产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预制混凝土构件行业自律和创新发展的原

则。

为有效地规范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能力条件门槛和指导业务建设，评价和提

升企业产品科技水平和质量保证能力，提高预制混凝土构件产品和服务质量，推

动预制混凝土构件技术发展和工程应用，保障装配式混凝土工程质量和效益，促

进预制混凝土构件行业健康发展，编制组专家站在行业协会的角度，针对预制混

凝土构件企业开展了广泛调查研究，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总结、借鉴和吸收

国内外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生产与质量保证能力评价的实践经验，完成了本标准

（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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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建筑、市政与基础设施工程领域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生

产与质量保证能力的认定评价。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基本能力评价；

5.生产能力评价；6.质量保证能力评价。

1 总则

1.0.1 为提高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生产和质量管理水平，客观、公正、科学、

准确评价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产品生产和质量保证能力，促进预制混凝土构件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建筑、市政与基础设施工程领域预制混凝土构件企

业生产与质量保证能力的认定评价。

2 术语与符号

为了便于理解标准条文，编制组整理了 8条有关术语及其解释，这些术语部

分引用了相关我国国家及行业规范，为理解和应用标准提供帮助。

3 基本规定

本节有 3条，分别对预制企业的基本要求、能力认定评价的分类和预制企业

星级等级评价结论做出了规定。

3.0.2 预制企业生产和质量保证能力认定评价按主要生产产品应用的工程

领域可划分为房建类和综合类，其产品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1 房建类构件（A）

可分为楼板类构件（A1）、墙板类构件（A2）和梁柱类构件（A3）等三大类产

品；2 综合类构件（B）可分为管片类构件（B1）、桥梁类构件（B2）和其他

类构件（B3）等三大类产品。

房建类构件（A）主要产品细分如下：（1）楼板类构件（A1）：钢筋混凝

土楼板、叠合板、屋面板等楼板类构件，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预应力混凝土双

T板、预应力混凝土叠合板、预应力屋面板等水平使用的楼板、屋面板及楼梯、

阳台、空调板等预制构件统称；（2）墙板类构件（A2）：普通钢筋混凝土外墙

板、内墙板等实心墙板，普通钢筋混凝土外墙板、内墙板等空腔墙板，三明治夹

心保温外墙板或复合保温外墙板、带建筑饰面装饰或造型图案的外墙板，带飘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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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凸窗的集成门窗外墙板，集成式预制混凝土单元房屋等竖向使用的承重墙、围

护墙、内隔墙等预制构件统称；（3）梁柱类构件（A3）：钢筋混凝土梁、柱，

各种预应力梁、预应力屋面梁及预应力屋架等细长杆类预制构件的统称。

综合类构件（B）主要产品细分如下：（1）管片类构件（B1）：地铁、隧

道、电力及输水等盾构施工用管片及风电塔筒平卧生产的环片等预制构件的统

称；（2）桥梁类构件（B2）：市政、公路、铁路等市政基础设施用预应力空心

板、T梁、箱梁、盖梁以及桥梁墩柱、挡土墙、盖板、护坡、防撞墩、护栏等桥

梁工程用预制构件的统称；（3）其他类构件（B3）：主要指采用定型模具和混

凝土平模或立模工艺浇筑成型的管廊、大直径管道、轨枕、管沟及各类箱涵、塔

筒等预制构件的统称。

3.0.3 预制企业综合能力认定应依据基本能力、生产能力、质量保证能力等

三项累计得分 Q进行星级等级评价，预制企业星级等级应按三星级、四星级、五

星级等三个等级进行划分，星级等级结论应按表 3.0.3 的规定进行确定。

表 3.0.3 预制企业星级评价

综合得分 Q 65≤ Q< 75 75≤ Q< 85 85≤Q

星级评价 三星 四星 五星

4 基本能力评价

“基本能力评价”章共分 2条，分别对基本能力评价的评价项目和评分值、

评价最低要求和评分表做出了规定。

4.0.1 预制企业基本能力应按企业资产、主要人员、基础设施、管理体系、

营业收入、质量安全等六个评价项目总分值为 10 分进行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1 基本能力评价得分不应低于 8分；2 评价项目带*的评分项土地及规划

证、试验室、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等必须得分。

基本能力评价得分低于 8分时，或者土地及规划证、试验室、重大质量安全

事故三个评分项有没有得分的情况，说明该预制企业不具备参评资格，应终止评

价。



6

4.0.2 预制企业应按表 4.0.2 基本能力评价评分表规定进行评分，每个评分

项满足评价要求规定即可得分。评价方法：在查阅预制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基础

上进行现场核实。

表 4.0.2 基本能力评价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要求 评分值

企业资产

（1分）
注册资本金 3千万元及以上 1

主要人员

（2分）

技术负责人
本行业 5年及以上技术管理经验，高

级职称
1

试验负责人
本行业 5年及以上管理经验，中级及

以上职称
1

基础设施

（4分）

土地及规划证 土地及规划证书 1*

办公及生活配套设施 自有配套 1

试验室 自有配套 1*

养护设施 自有匹配 1

管理体系

（1分）

质量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体系健全 1

营业收入

（1分）
年度营业收入 3000万元及以上 1

质量安全

（1分）
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无 1*

企业具有一定规模的注册资本金，主要人员从业经验和资格满足基本要求，

配套基本完善，管理体系基本健全，已经稳定运行至少 3年且每年产量和营业收

入皆有基本保障，上年度没有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等，从宏观上说明该预制企

业基本能力建设和业绩积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具备继续开展后续评价的条件。

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试验负责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预制企业经营文

化、技术高度和质量基本保障能力，是预制企业主要人员的重要代表。鉴于本标

准的评价内容，故对企业负责人不作评价。

5 生产能力评价

“生产能力评价”章分 5节，分别设置了“5.1 一般规定、5.2 工厂规模、



7

5.3 产品生产线、5.4 设施设备、5.5 信息化管理系统”等预制企业生产能

力评价的技术内容。

5.1 一般规定

本节有 3条，针对评价项目和分值、终止评价和综合类预制企业产品生产线

特殊情况评价等提出了技术要求。

5.1.2 当生产能力评分低于 27 分时，应终止评价。

5.1.3 当综合类预制企业同时具有房建类产线时，其产品生产线评分可将房

建类生产线按其他类构件生产线进行评分，此时建筑类构件生产线评分不得超过

4分且产品生产线总得分不得超过 24 分。

预制企业生产能力评价系针对具体预制构件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制作条件开

展评价，本条款明确了参评预制企业应从房建类或综合类选择一个为主进行生产

能力评价。选择房建类预制企业评价时，则其少量的市政预制构件生产能力应不

参评；选择综合类预制企业评价，其房建预制构件生产能力可纳入“其他类构件

生产线”进行评价得分。

生产能力评价总分 45分，得分率低于 60%即得分低于 27分时，说明该预制

企业生产能力存在严重短板，达不到三星级标准，应终止评价。

5.2 工厂规模

本节有 4条，对预制企业工厂规模评分表设置，并分别对评分表中每个评分

项即占地面积、厂房面积和存储面积等的评价标准和检查方式提出了技术要求。

5.2.1 预制企业工厂规模评价应按表 5.2.1 的规定进行评分，每个评分项可

按满足评价要求的相应规定进行评分，但每个评价项目均不应超过其规定的分

值。

评价方法：检查评分项满足评价要求的资料并进行现场踏勘核实。

表 5.2.1 预制企业工厂规模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要求 评分值

工厂规模（8分）占地面积
大于等于 40000m

2
且小于 60000m

2 1

大于等于 60000m
2
且小于 100000m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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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要求 评分值

大于等于 100000m2 3

厂房面积

大于等于 15000m2且小于 25000m2 1

大于等于 25000m
2
且小于 40000m

2 2

大于等于 40000m
2 3

存场面积
大于等于 10000m2且小于 20000m2 1

大于等于 20000m2 2

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工厂的场地面积主要包括占地面积、厂房面积、存场面

积，决定了其生产规模的上限，也是客观可测量的参数，适宜作为工厂规模的评

分项指标。厂房（生产车间）是工厂组织生产的核心区域（厂房指有房顶、有围

护墙体的厂房，不包含露天存场），存场、检测场地、办公场地、道路等均是围

绕厂房布置；厂房面积和存场面积应占比合理，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占地面积的产

能潜力。通过调研，本标准规定了工厂的占地面积、厂房面积、存场面积分别以

40000m
2、15000m

2和 10000m
2作为起评点，面积越大分值越高。

5.3 产品生产线

本节有 8条，分类提出了房建类、综合类预制企业产品生产线评分表设置，

并分别对评分表中每个评分项即楼板类、墙板类、梁柱类构件生产线，管片类、

桥梁类、其他类构件生产线等的评价标准和检查方式提出了技术要求。

5.3.1 房建类预制企业产品生产线评价应按表 5.3.2 的规定进行评分，每个

评分子项可按满足评价要求的相应规定进行评分，该评价项目总分不应超过 24

分。评价方法：检查评分子项满足评价要求的资料并进行现场踏勘核实。

表 5.3.1 房建类预制企业产品生产线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分子项 评分值

产品生产线

（24分）

楼板类构件生产线

每条楼板类构件自动化生产线 3

每条楼板类构件固定模生产线 2

每条预应力楼板类构件生产线 3

墙板类构件生产线 每条墙板类构件自动化生产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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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分子项 评分值

每条墙板类构件固定模生产线 2

梁柱类构件生产线

每条梁类构件生产线 2

每条柱类构件生产线 2

5.3.5 综合类预制企业产品生产线评价应按表 5.3.5 的规定进行评分，每个

评分子项可按满足评价要求的相应规定进行评分，该评价项目总分不应超过 24

分。评价方法：检查评分项满足评价要求的资料并进行现场踏勘核实。

表 5.3.5 综合类预制企业产品生产线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子项 评分值

产品生产线

（24）

管片类构件生产线
每条管片类构件自动化生产线 5

每条管片类构件固定模生产线 3

桥梁类构件生产线
每条桥梁构件生产线 5

每条桥梁工程配套构件生产线 3

其他类构件生产线 每条其他类构件生产线 3

产品生产线的评价系生产能力评价的主要内容，故分值也最高到了 24 分。

房建类预制企业生产线按照其产品分类划分为楼板类构件生产线、墙板类构件生

产线和梁柱类构件生产线，综合类预制企业生产线按照其产品分类划分为管片类

构件生产线、桥梁类构件生产线和其他类构件生产线，标准规定了根据生产线的

数量和自动化程度赋予相应分值。

5.4 设施设备

本节有 5条，对设施设备评价表设置，并分别对评分表中每个评分项即混凝

土搅拌站、钢筋加工设备、模具维修设备，预应力张拉设备等的评价标准和检查

方式提出了技术要求。

5.4.1 预制企业设施设备评价应按表 5.4.1 的规定进行评分，每个评分项可

按满足评价要求的相应规定进行评分，该评价项目总分不应超过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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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预制企业设施设备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要求 评分值

设施设备

（10分）

混凝土搅拌站（3

分）
每小时制备混凝土的体积

不大于 90m3/h 1

90m
3
/h～180m

3
/h 2

大于 180m
3
/h 3

钢筋加工设备（4

分）

自动化调直切断机 盘条或直条至少 1 台 1

自动化弯曲成型机
钢筋弯曲成型或箍筋

加工至少 1 台
1

自动化焊接钢筋桁架或箍筋 至少 1台 1

自动化焊网或焊接骨架 至少 1套 1

模具维修设备（1

分）

剪板机、钻孔机、电焊机 每种设备至少 1台 1

预应力张拉设备（2

分）

预应力张拉千斤顶及测力仪表 至少 2套 1

灌浆料搅拌机、压力灌浆机 至少 1套 1

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工厂的核心设施设备包括混凝土搅拌站、钢筋加工设

备、模具维修设备和预应力张拉设备等。混凝土搅拌站以每小时制备混凝土的体

积来评价其生产能力，该能力必须满足或配套生产预制构件的方量。钢筋加工设

备对其自动化性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代表了智能制造技术和装备在星级预制企业

的应用成果。

5.5 信息化管理系统

本节有 2条，对信息化管理系统评分表设置，并对评分表中每个评分项即生

产管理信息化系统、企业级 ERP 管理系统等的评价标准和检查方式提出了技术要

求。

5.5.1 预制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评价应按表 5.5.1 的规定进行评分，每个评

分项可按满足评价要求的相应规定进行评分，该评价项目总分不应超过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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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 预制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要求 评分值

信息化管理系统（3分）

生产管理信息化系统 建立并运行良好 1

企业级 ERP 管理系统 建立并运行良好 2

除硬件设施设备和条件外，预制企业的软件实力也是生产能力评价的一项内

容，分为生产管理信息化系统和企业级 ERP 管理系统，目前也是星级预制企业的

基础配置。

6 质量保证能力评价

“质量保证能力评价”章分 5节，分别设置了“6.1 一般规定、6.2 基础

质量、6.3 过程质量、5.4 成品质量、6.5 加分项”等预制企业质量保证能

力评价的技术内容。

6.1 一般规定

本节有 3条，对基础质量评价表的设置，以及综合类预制企业产品质量保证

能力评分项涉及的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应执行的标准提出了技术要求。

6.1.1 预制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应按基础质量、过程质量、成品质量等三个评

价项目总分值为 45 分进行评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 当质量保证能力评价得

分低于 30 分时，应终止评价；2 当质量保证能力评价得分不低于 30 分时，可

进行加分项评分。

预制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评价系针对预制企业上年度生产的全部预制构件产

品质量状况开展评价，评价涉及了随机抽查到的预制构件产品生产全过程。将预

制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设计研发能力作为加分项，以鼓励预制企业积极开展科技创

新活动，为技术进步和质量保证赋能。

质量保证能力评价总分 45分，得分低于 30分，说明该预制企业质量保证能

力存在一定隐患或风险，达不到三星级标准，应终止评价。加分项只有在质量保

证能力不低于 30分时才可进行评分计入总分。

6.2 基础质量

本节有 6条，对预制企业基础质量评分表设置，并分别对评分表中每个评分

项即技术管理、质量管理、试验管理、生产管理和人员培训等评价标准和检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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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出了技术要求。

6.2.1 预制企业基础质量评价应按表 6.2.1 的规定进行评分，评分项可按满

足评价要求的相应规定评分，但每个评价项目均不应超过其规定的分值。评价方

法：检查评分项满足评价要求的资料并进行现场检查核实。

表 6.2.1 基础质量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内容 评分值

基础质量

（5分）

技术管理 技术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情况良好 1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情况良好 1

试验管理 试验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情况良好 1

生产管理 生产管理制度健全、运行情况良好 1

人员培训 人员培训制度健全、实施效果良好 1

基础质量保证能力评价应由评审专家采用会议形式进行集体表决进行公正

客观的定性评价，评分项为必得分项，否则退出评价。在每评分项分别评价并得

分的基础上，进行预制企业质量保证能力与不同特征构件产品生产相符合性程度

评价，结果为符合和基本符合；评价为基本符合的预制企业首次生产该类特征构

件时，应聘请专业咨询单位提供技术服务。预制企业还可以与国内装配式建筑专

家借此建立长期支撑联系，以持续获取更多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企业产品含金

量和附加值。

6.3 过程质量

本节有 7条，对预制企业过程质量评分表设置，并分别对评分表中每个评分

项即设备与仪器、原材料及配件、钢筋工程、模具工程、预应力工程和混凝土工

程等评价标准和检查方式提出了技术要求。

6.3.1 预制企业过程质量评价应按表 6.3.1 的规定进行评分，评分项可按满

足评价要求的相应规定评分，但每个评价项目均不应超过其规定的分值。评价方

法：检查评分项满足评价要求的资料并进行现场检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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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 过程质量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内容 评分值

过程质量

（20分）

设备与仪器 管理与标识、维保与检定、人员资格与培训等资料 1

原材料及配件 采购、进场验收、存放、复试等资料 3

钢筋工程 钢筋加工、钢筋连接、骨架成型、隐蔽检查等资料 4

模具工程
模具进厂质量验收、模具组装偏差、预留预埋固定措

施、脱模剂或缓凝剂涂刷效果等资料
3

预应力工程
预应力筋加工、安装、张拉与放张，后张预应力孔道

成型、预应力穿束、张拉、孔道灌浆、封锚等资料
4

混凝土工程
配合比设计与试配、拌合物质量、浇筑振捣、成型养

护、混凝土强度和耐久性等资料
5

过程质量的保证能力评价的评分项中，各个过程评价应依据企业签发的制度

文件，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和企业标准，在相关记录上通过现场及资料检查

进行满足性评价，同一省市地方的预制企业评价时执行的标准应保持一致。评分

项赋分应实行扣分制，发现不满足情况的每过程根据过程对产品质量、质量保证

体系的影响程度扣分；预制企业应针对每扣分项制定整改措施，整改完成后复检

应获得满足性评价。

6.4 成品质量

本节有 7条，对预制企业成品质量评分表设置，并分别对评分表中每个评分

项即脱模起吊、外观质量、尺寸偏差、结构性能、特殊性能和成品管理等评价标

准和检查方式提出了技术要求。

6.4.1 预制企业成品质量评价应按表 6.4.1 的规定进行评分，评分项可按满

足评价要求的相应规定评分，但每个评价项目均不应超过其规定的分值。评价方

法：检查评分项满足评价要求的资料并进行现场检查核实。

表 6.4.1 成品质量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内容 评分值

成品质量

（20分）

脱模起吊 混凝土构件脱模、起吊、翻转、短驳运输等资料 1

外观质量 一般缺陷、严重缺陷等检验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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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评分项 评价内容 评分值

尺寸偏差 外形尺寸偏差、定位尺寸偏差等检验资料 4

结构性能 混凝土保护层、混凝土强度、结构性能检验等资料 4

特殊性能
饰面装饰性能、热工性能、混凝土抗渗、抗冻融、抗

侵蚀等耐久性能等资料
4

成品管理 标识、存放、成品保护、出厂与运输等资料 4

成品质量的保证能力评价的评分项中，各个过程评价应依据企业签发的制度

文件，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和企业标准，在相关记录上通过现场及资料检查

进行满足性评价，同一省市地方的预制企业评价时执行的标准应保持一致。评分

项赋分应实行扣分制，发现不满足情况的每过程根据过程对产品质量、质量保证

体系的影响程度扣分；预制企业应针对每扣分项制定整改措施，整改完成后复检

应获得满足性评价。

为了体现评价对每个参评预制企业的公平性，同年度、同一省市地方的预制

企业评价时，过程实体质量第三方抽检方案应保持一致。

三、主要调研情况分析

我国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为预制混凝土技术应用提供了发展舞台，

全国各地预制混凝土生产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保守估计已达 2000 余家。建筑行

业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正推动建立以标准部品部件为基础的专业化、规模化、

信息化生产体系，不断提升构件标准化水平，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能力建设和产

品服务水平亟待提高，我国预制混凝土行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

目前，预制混凝土构件行业存在问题及面临挑战，一是产品同质化扩展造成

低价竞争愈演愈烈，二是预制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服务与高质量建造要求背

离，三是专业化技术人才和职业化管理思维缺乏。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资质

取消，加剧了行业能力建设缺失和政府监管不到位的薄弱态势。从整体看，预制

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组织架构、人员职业素养、总体管理水平、专业技术能力、

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差别明显。部分预制企业对市场判断不够，市场和生产分开

管理，项目供应保障与生产的组织计划协调不足；部分预制企业的产品质量缺乏

专业性和规范化管理，技术服务意识和能力缺失，导致预制企业在装配式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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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中处于被动地位；有的生产企业原材料管理混乱、质量体系落实不到位，

供应不及时，成品质量现场验收合格率有待提升；部分企业品控意识有待提高，

质量制度仍不健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完善、质量控制措施不满足要求；部分预制

企业缺乏资料管理制度，从原材料进场检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生产过程、成

品检验等全过程缺乏闭环的检验和试验资料，导致预制构件质量缺乏可追溯性，

背离工程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以上显性问题的存在，内在逻辑就是建筑业转型

过程中，行业缺乏专业化、体系化的人才支撑是主要障碍，企业混凝土技术专业

人才定位、培养和使用成为难题，符合预制混凝土领域内各企业和部门实际需要

的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无法满足装配式建筑高质量发展要求。

全国的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很早就开展了基于《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1-2016 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近年来为满足装配式建筑行业需求，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装配式建筑行业质量管理体系的特色要求，建立了装

配式建筑企业质量管理认证标准体系，帮助企业实现质量管理、产品和服务质量

的升级目标。但该认证体系主要是一种实现组织战略目标的方法论和体现持续改

进意愿，虽然具有保证工业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满足顾客需求，提升质量管理绩

效的普遍性和装配式建筑行业特性，却未能很好地指导预制混凝土企业量化能力

建设、协调各业务部门工作，容易造成管理体系运行和生产经营实践两层皮或流

于意愿上的提升，促进预制混凝土构件行业健康发展的作用有限。

北京、上海、深圳、合肥和江苏省等省市行业协会，编制了装配式建筑预制

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或质量管理的评价标准，实施了建筑构件产品质量保证能力

评价或星级评价，促进了地方预制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

本标准旨在基于省市行业协会评价，突破地域限制，面向国外高端市场需求，

引领国内市场有序竞争，指导我国混凝土预制构件企业尤其是大型、标杆型企业

持续提高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推进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行业的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四、标准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独家垄断等情况。

五、自评价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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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6 月，在第三次工作会议之后，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进

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自评价稿，并在编制组内 11 家预制构件生产开展了自评价

工作。通过标准自评价结果分析可以得出，按建筑领域为主和市政领域为主来分

类评价企业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操作性；依据基本能力、生产能力、质量保证能

力三项累计成预制企业综合能力的认定方法可行，基本能力起到了很好的门槛作

用，不同企业的生产能力存在较大差别，质量保证能力在高星级企业认定中将起

到关键作用。编制组还根据自评价反映的生产线标准不明确、检查资料不统一等

问题，在后续标准研讨和修改中进行了完善。

经济效益分析：将能有效规范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能力条件门槛和指导业务

建设，评价和提升企业产品科技水平和质量保证能力，提高预制混凝土构件产品

和服务质量，推动预制混凝土构件技术发展和工程应用，保障装配式混凝土工程

质量和效益。

社会效益分析：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能力认定评价和教育提升是完善政府管

理，建立行业自律行为的重要抓手和途径，有利于预制混凝土专业技术人才成长，

为其提供专业发展的工作平台和项目实践机会的行业氛围；将能引领预制混凝土

构件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规范其预制混凝土构件产品制造和服务行为，提升预

制混凝土构件供应科技水平；将加强行业自律，引导预制混凝土生产企业完善管

理体系，提高产品质量，推进预制混凝土构件行业健康发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收集并整理了国外相关技术资料，比如美国预制

/预应力混凝土协会（PCI）的《PCI 工厂（产品）认证指南》，该指南提供了系

统的预制混凝土构件产品按建筑产品、桥梁产品、结构产品和玻璃纤维钢筋混凝

土产品的四组分类和认证评价方法，预制混凝土生产企业可以在结构构件布局、

建筑效果、高效的尺寸和形状、价值工程选项、最先进的连接系统和其他方面提

供输入和指导，以产生具有成本效益的预制混凝土的美观、功能和预制混凝土设

计。

本标准参考了其分类论证的方法，将预制企业生产和质量保证能力认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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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要生产产品应用的工程领域划分为房建类（A）和综合类（B），每个类别

再根据产品生产线和工艺设备的不同细分为楼板类构件（A1）、墙板类构件（A2）

和梁柱类构件（A3）和管片类构件（B1）、桥梁类构件（B2）和其他类构件（B3），

可以涵盖我国大多数预制工厂运营模式和产品纲领组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

宜性，将能针对不同预制构件产品的生产与质量保证能力，评价企业与装配式建

筑工程项目相匹配性，通过能力认定促进预制构件企业持续成长进步，使预制混

凝土构件更好适应我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编制中，在遵循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及国家行业的标准规范规定基础

上，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总结、借鉴和吸收国内外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生产与

质量保证能力评价的实践经验编制而成。标准结构完整、内容全面，具有科学性、

合理性、先进性，可操作性强，与现行技术标准协调一致。预制混凝土构件企业

的生产与质量保证能力认定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及本

协会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该标准项目没有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

《装配式建筑企业质量管理标准》T/CECS 1017-2022、《预制混凝土构件工厂质

量保证能力要求》T/CECS 10130-2021，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团体标准《装

配式建筑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评估标准》T/BCMA 003-2021，

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团体标准《装配式建筑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质

量保证能力评价标准》T/SCQA 210-2021，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团体标准《预

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星级评价标准》T/BIAS 1-2017，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

创新联盟、江苏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联合编制的团体标准《江苏省预制混凝土构

件生产企业评价标准》T/JCMA 001-2020，以上标准主要规定了预制混凝土构件

企业应具备的条件和基本行为规范，具有多年来的实施经验，为本标准编制提供

了借鉴参考和专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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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工程建设类标准发布实施。

本标准无强制性条文，故可以作为推荐性标准在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及其他团体单位内得到采纳或贯彻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标准编制组将以积极参加行业会议和组织专门标准宣贯两种方式，对中国混

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的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监理单位、使用单位、开发企

业、国家地方职能主管部门等就本标准内容进行宣贯，宣讲标准内容和实施方法，

为各省市地方预制构件生产企业开展自评价提供标准和方法支撑。

在全国范围内选取装配式建筑发展较好的地区和城市，在地方协会的支持和

配合下，开展混凝土构件企业生产与质量保证能力认定评价，指导企业持续提高

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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