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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产业的建筑施工，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地

位不断增强，更因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吸纳作用，已

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关键。然而，建筑施工业还存在利润微

薄，债务负担沉重，技术创新投入不足，法律不健全，市场

秩序混乱等问题，要实现建筑施工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

加强市场整顿，需要大力推进企业改革，需要积极争取国家

的相关优惠和支持政策。同时，还需要强化行业自律，加强

行业协会组织建设。 建筑施工行业发展成就与面对的困难 

文/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改革开放以来，建筑施工行业作为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领域，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

经济的过程中，率先承担了体制变革带来的各种成本，并为

其他各行各业的改革提供着宝贵的经验，目前已是市场化程

度最高的行业之一。 建筑施工业发展的成就与特征 建筑施工

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

速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大规模增长，建筑施工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支柱地位越来越明显。按2005年的数据分析，在国民

经济20个行业中，建筑业排名第五，占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5.4%的份额。从历史数据看，建筑业增加值从1978年

的138.2亿元发展到2005年10134亿元，年均增长17%，成为国

民经济中重要的支柱产业。除了90年代初有短期的波动外，

建筑施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保持着5%～6%左右

的份额，支柱产业的地位十分稳定。此外，施工业还每年为



国家创造3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收入，是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

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国际经验表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

化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快速

上升趋势，建筑施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地位会不

断增强。我国目前尚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上升期，建

筑施工行业的产出份额会将进一步提高，建筑施工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还会进一步提高和加强。 建筑施工领域是我国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社会“稳定”环节 中国作为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鲜明的二元经济特征。在我国工业化

和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大量农村劳动力进

入非农产业领域，以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根据过去

十年的新增就业统计，建筑施工业构成最为稳定的吸纳就业

的领域之一。 从2002年时点就业结构看，建筑施工业就业人

数在非农产业就业中，继制造业、批发零售餐饮业之后，排

在第三位；2002年吸纳就业人员达到3893万人，占全部非农

产业就业人员的12.4%。制造业处于非农产业就业中的首位，

占26.5%。 然而，如果动态地从1995~2002年期间的就业增量

结构看，由于1995~2000年国民经济处于下行（GDP增长率显

著放缓）周期中，制造业、采矿业等就业人员一直呈负增长

的态势下，批发零售餐饮业、建筑业及社会服务业显现出确

保非农就业增长势头的“中流砥柱”功能，分别提供了新增

非农产业就业岗位的35%、30%和20%。建筑施工业在吸纳大

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乡统

筹发展，对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筑施工行业

由于“苦、累、脏”等特点，吸纳的劳动力大多来自农民工

或其他辛苦行业的分流富余劳动人员。2005年建筑业正式职



工人数为854万左右，行业就业人员达到4383万人，则非正式

的工人数达到3529万人。据分析推算，近年来建筑施工业吸

纳农民工人数平均每年增多100万~200万人，建筑施工业已成

为联结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之一。 建筑施工业为国民经济持

续高速发展提供了庞大剩余 进入本世纪后我国国民经济开始

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投资额占国

民产出的比率不断上升。建筑施工面积和建筑施工领域就业

均呈现显著增长。应该说，国民经济的高涨为建筑施工业提

供了非常好的市场景气环境。然而，建筑施工业的产出份额

不仅没有显著的上升，甚至有所下降，这是个“奇怪”的现

象。 导致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在于：对建筑业产品的需

求上升固然很快，但建筑施工能力供给增长得更快。由于建

筑施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投入要素是简单劳动，而

农村富余劳动力和隐蔽失业者的大量存在，使劳动供给近乎

“无限”。在1995~2002年，全社会各行业工资水平每年平均

上升12.8%，而建筑业职工工资仅上升8.6%。相对建筑施工行

业的供给能力，建筑工程的设计、咨询、监管和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等投资品的供给弹性要小的多。因此，导致2000年

以来我国投资高增长给建设市场带来的利益，更多的为第三

产业（设计、咨询、监理等行业）和投资品（钢材、水泥等

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制造业获得，而总投资额中“建筑安

装费用”的比例多年来在持续下降。 总投资额中的“建筑安

装费用”（构成建筑施工行业的报酬或产值来源）比重的下

降，是在国民经济高涨时期保持建筑产品价格稳定的主要原

因。同时，这个比重的下降，意味着建筑施工行业（包括广

大施工企业及其劳动者）为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形形色色的



（包括政府、企业）买方业主提供了大量“消费者剩余”，

为整个国民经济地稳定、快速、持续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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