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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任务举措？

我国即使基本实现城镇化，仍将有4亿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必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突破口，促进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一是稳步推进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分置制度。二是开拓乡村建设多元化融资渠道。鼓励各级财政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支持城乡融
合发展，逐步提高地方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三是引导城市人才入乡发展。推进城市教文卫
体等工作人员定期服务乡村，允许入乡就业创业人员在原籍地或就业创业地落户并依法享有相关权益。
四是推进城乡一体规划设计。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五是强化基本
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促进向村覆盖、往户延
伸。六是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发展县域经济，构建以现代农业为基础、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为补充的
多元化乡村经济。七是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民直接补贴政策，统
筹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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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业在广西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指出，建筑业是国
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根据广西统计部门对2016—2020年广西建筑业的统计数据（见表1），建
筑业在广西生产总值份额中占比超过8%，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广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2016—2020年的税收统计数据表明，建筑业在全区总税收入占比超过了9%（见表2），是广西
区内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

表1  广西建筑业增加值占广西GDP比值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广西生产总值（亿元） 22156.68 21237.14 19627.81 17790.68 16116.53

建筑业增加值（亿元） 1903.37 1816.05 1606.58 1465.96 1315.03

其中建筑业占GDP比值（%） 8.59 8.55 8.19 8.24 8.16

资料来源：《广西统计年鉴》

表2  广西建筑业税收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广西建筑业税收（亿元） 235.50 247.56 692 176 183.99

资料来源：《广西建设年鉴》

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工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广西而言，建筑业的健康发展
不仅可以促进就业，且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对促进广西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见表3）。

表3  广西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占比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广西总人口（万人） 5718 5695 5659 5600 5579

三级及以上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万人） 125.70 141.97 122.37 139.29 113.29

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值（%） 2.20 2.49 2.16 2.49 2.05

资料来源：《广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二、广西建筑业在全国建筑业的排名

根据近5年的统计数据，按建筑业总产值排名，广西从全国排名第20位上升至第18位；在
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稳定保持在第5位（见表4）。

建筑业是广西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建筑业企业的发展是广西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组成和反映。但由于广西建筑业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狭窄，其业务范
围内的高端市场面临央企及外省市企业的挤压，中低端市场相互间又形成残酷的
竞争。本文以广西建筑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根据波特五力模型分析及区内的成功
案例研究表明，广西建筑业企业要取得突围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市场研究、市
场定位、项目管理、创新驱动等方面进行发力。

JIAN ZHU YE

建
筑

广西建筑业企业现状调查及高质量
发展路径研究

文＿蒋孙春（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双师型教师，正高级工程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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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广西建筑业企业资质分布情况                                     （单位：家）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施工总承包资质 2405 1872 1456 1095

其中
特级 13 12 9 5

一级 138 119 107 102

专业承包资质 4495 3351 2602 1118

其中 一级 120 108 75 63

资料来源：广西建筑业联合会统计资料

（二）广西建筑业企业现状分析

针对广西建筑业企业的现状及所处外部环境，本文拟从央企及外省建筑业企业威胁、广西
区内现有建筑业企业竞争、替代品威胁、供货商实力的决定因素和购买方实力的决定因素等五
方面着手，采用波特五力模型进行分析。

1.央企及外省建筑业企业威胁

广西是央企较早进入的地区，近20年来央企在广西地区发展势头迅猛；近10年来，外省建
筑业企业作为一些大业主的战略合作伙伴，跟随大业主进入到广西建筑市场并“开枝散叶”。
央企和外省建筑业企业在企业规模、项目管理、资金、装备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近年来广西
区内实施的大型投资项目，如民航机场、城市轨道交通及大型标志性建筑的项目建设，基本被
央企所包揽。以南宁市为例，据统计，2018年南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中，按
中标金额统计，区外企业中标率占65%，在重点建设项目、标志性工程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
占比大。

2.广西区内现有建筑业企业竞争

（1）行业横向范围狭窄。目前广西区内建筑业企业的横向业务范围主要局限于房屋建筑、
市政道路、公路工程等领域，横向业务范围相对狭窄，且该行业市场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入
市门槛低，提供的建筑产品品质差异性不大。广西建筑业企业资质集中在二级及以下，大量企
业只能在中小型项目中寻求生存空间，在项目投标竞争中形成残酷竞争。

（2）行业纵向空间受到挤压。作为广西区内最大、管理水平最高的本土企业——广西建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2018年起建筑业产值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但在高端市场方面仍难以与
央企、区外建筑业企业相抗衡。因此，其市场空间势必下沉，对区内同行业企业市场空间进一
步形成挤压。建筑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市场竞争充分，低资质建筑业企业由于人才及
项目业绩原因，在与高资质企业竞争时明显处于劣势。

3.替代品威胁

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广西建筑业也面临着“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在采购和交付模式上，传统的DBB（设计、招
标、建造）模式受到现在的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DB（设计、建造）、EPC（设计、

表4  近年来国内建筑业生产总值及广西排名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全国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72995.70 70648.10 65493 57905.60 51498.90

广西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5853.24 5407.31 4401.25 4209.72 3434.33

全国排名 18 18 18 19 20

西部省份排名 5 5 5 5 5

资料来源：《广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三、广西建筑业企业现状调查及分析

（一）广西建筑业企业现状

1.广西建筑业企业业务范围分布

根据调查和统计资料显示，广西建筑业企业主要业务范围分布在建筑工程、市政道路工
程、公路工程等行业（见表5），三者在广西全区建筑业总产值中占比达97%左右。近年来在
广西区内投资建设的铁路、民航机场、港口航道、石化工业（除糖厂建设外）及城市轨道等
工程领域占比非常低。此类现象不仅广西存在，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据有关资料，在
高铁、超高层建筑、大型桥梁建设等领域基本被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等六大央企垄断，2019年六大央企在这一领域市场份额占比超过30%。

表5  近7年来广西建筑业产值行业分布情况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5853.24 5407.31 4401.25 4209.72 3434.33 2953.42 2608.91

其中房屋建筑业             
（亿元）

4152.94 4020.58 3307.08 — — 2306.47 2020.99

占比（%） 70.95 74.35 75.14 — — 78.09 77.46
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

（亿元）
1532.24 1228.91 970.08 — — 541.42 482.80

占比（%） 26.18 22.73 22.04 — — 18.33 18.51

资料来源：《广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2016年、2017年数据未能在《广西

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查询到

2.广西建筑业企业资质水平

我国建筑业施行资质准入制度，资质等级越高，可以承接的工程规模越大。广西建筑业企
业资质等级整体不高，以2019年末为例，广西区内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2405家，其中具
有特级资质的企业13家、一级资质138家（见表6）。而在2019年，我国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企业就已超过700家，一级资质企业接近7000家。因此，以我国建筑市场的准入条
件，由于资质问题，绝大部分企业在许多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时不具备投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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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西建筑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如今建筑行业增速放缓，建筑业企业间竞争更加激烈，市场份额越来越重要。在认识到
一个细分市场出现放缓迹象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其他新生市场机会的萌生或壮大。

（一）建筑市场业务发展路径

广西建筑业企业需要厘清自身禀赋要素和比较优势，研究市场，主动适应市场业态。

1.研究市场

建筑业企业要认真研究市场、细分市场、挖掘市场。建筑工程具有专业属性，专业建筑
之间的属性存在一定的内在差异性，有些差异性甚至比较大，这就决定了建筑市场存在细分
市场。在城市建设方面，有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修缮保护、城市道路和桥梁建设、城
市地下管廊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等；在乡村建设方面，有乡村风貌建设、村镇基础设施建设
等。上述工程就单个项目投资而言，工程量不大，但整体体量却是个“大市场”，是国家新
时期对城市和乡村升级赋能的手段。如广西2018年开始启动乡村风貌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当
年广西村镇建设投资就达595.76亿元。

2.做好市场定位

建筑业企业大多属于轻资产企业，其建筑市场的要素资源分配极不均匀，特大型、大
型、中小型建筑业企业的禀赋和比较优势不一，企业应根据自身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制定相
应的差异化发展目标。“大市场”值得所有的建筑业企业关注，中小企业可以重点专注于
“大市场”中的某个专业“小工程”，在某个专业方面做到“专、精、尖”，同样有较大发
展机会。例如，广西三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新加坡设计企业合作，十几年如一日专注于广
西医疗行业内装修市场，目前在该市场占据较大份额。

大型建筑业企业重点开拓“大业主、大项目”，集中精力和资源扎实推进重要市场、
重点区域的经营工作，提高资源利用率，分食高端市场份额。中小型企业可以着眼于中小城
市、县镇等地区，主要瞄准中小型项目，或为大型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大、中、小建筑业企业可以参考日本的建筑业企业联盟和国内江苏南通地区的建筑产
业集群模式，组建以大型企业为内核，作为内核的大型企业应具有核心竞争力，以项目为平
台，以契约为组织脉络，以中小企业为柔性外壳，组建产业联盟，相互之间形成“集团化经
营、项目群管理、产业链协作、专业化服务”的发展模式。

3.确定发展方向

（1）纵向拓展延伸价值链。建筑业位于“微笑曲线”的底部，附加值比较低。我国建筑
业企业包括央企在内，其产值利润率都不高。大型建筑业企业应以现有优势产业为基础，抓
紧国家推行工程总承包的发展机遇，将现有的工程施工适当向设计、后期服务等上、下游产
业链延伸，拓宽自己的盈利空间，提升产业附加值。

采购、施工）等一体化采购模式和集成交付模式的挑战；传统的现浇结构受到3D打印、装配式

建造等新建造技术的挑战；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受到大量运用“互联网+”、大数据、BIM（建筑

信息模型）等数字化管理手段所带来新管理模式的挑战。

4.供货商实力的决定因素

建筑市场离不开专业分包、劳务分包及材料设备等供应商。分包商的采购和管理直接影

响了项目成败，建筑市场有一句俗话：“成也分包，败也分包”，由此可见分包商的重要性。

但分包商非常难管理，一些业主指定分包商和供应商加大了总包方的管理难度。而劳务分包商

的劳务队伍多为农民工，专业技能和安全意识差，现场管理难度大，潜在的质量和安全隐患较

多，均加大了建筑业企业的管理难度和施工成本。

5.购买方实力的决定因素

（1）大业主项目入市壁垒高。铁路、民航机场、港口航道、石油化工、核电等均是属于大

业主项目，行业比较集中，项目总体数量虽不多，但单项投资额非常大、持续时间长，且对项

目管理、技术装备等要求比较高，业主议价能力强，入市壁垒更高，致使传统的建筑业企业难

以进入。

（2）承接项目条件苛刻。建筑市场中有不少项目采用低价中标，承接项目的条件比较苛

刻，项目实施整体利润微薄。购买方由于自身项目建设资金问题，普遍存在要求建筑业企业施

工垫资（或明或暗的垫资），给建筑业企业造成较大的流动资金压力。

（3）部分政府业主违约带来的压力。各地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点多面广，虽然地方政府既是

公共产品和设施的发包人又是市场监管者，但也存在违约行为，这也是近年来为建筑市场所诟

病、反应比较强烈的现象。

广西建工集团一安承建的泰国宽武里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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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横向拓展扩大业务范围。广西建筑业企业可以采用投资建设一体化模式，或作为大
业主的战略合作方，或与央企等组成联合体，或借力合作方，或以提供专业分包服务等各种方
式，积极向其他行业拓展，拓宽自己的业务范围。

（3）走出去战略。近年来，广西建工集团下属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广
西建筑业的整体外向度还不高。2018年广西建筑业的外向度仅为15%，在西部各省市中排名第
3，在全国排在第22。与国内外向度较高地区北京、天津和上海比，广西还存在40%以上的差
距。广西建筑业企业应根据国家的发展战略，积极调整经营思路、经营模式等，主动适应建筑
市场业态的变化，认真做好区外、东盟各国建筑市场的分析和研究工作，制定适销对路的经营
战略，敢于开拓区外和国外的建筑市场，拓展生存空间。

（二）加强项目管理，为客户创造价值

1.加强项目管理

广西建筑业企业的产值利润率位于全国末端，这对支持整个行业的发展来说缺乏可持续
性。建筑业企业承接到项目后，如何做好“开源”和“节流”，实现“增效”，这些均是项目
管理的范畴。因此，项目管理是建筑业企业管理的基础。

2.为客户创造价值

从建设工程项目生产的全过程视角分析，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最佳阶段是设计阶段。但是，
为客户创造价值可以涵盖项目生产的全过程，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建筑业企业作为一个专业市场
参与者所应具有的职业素养。

广西建筑业企业目前在设计方面存在较大的短板，在广西区内实施的工程总承包项目主
要由联合体完成，由建筑业企业完全自主设计和施工的项目较少。但这种联合体存在一个较大
缺陷，因设计方不愿意在优化设计方面花费时间和精力，并没有真正体现设计—施工一体化服
务的优势。广西建筑业企业应主动补足短板，整合优化设计、采购、施工等各阶段的工作，更
好地满足业主项目需求，实现在投资限额下的项目价值最大化，既提升了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
力，同时又可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创新驱动，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

建筑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建筑业企业必须主动创新以适应这种发展业态。由于建筑市场中
采购模式、客户需求、建造方式、建筑性能、交付模式等方面的多样性，必然要求广西建筑业
企业必须在经营、服务、技术、管理、制度等全方位进行创新，开发出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培
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创新不一定能确保企业获得商业成功，但没有创新，企业肯定会失去持
续发展的机会。

核心竞争力是建筑业企业对外竞争取胜和获取客户认可的关键。广西建工集团一安公司在
广西区内外和东盟各国糖厂建造领域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在业内被树为行业典范，就是其核心
竞争力的具体体现。

五、结语

广西建筑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广西经济取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研究市场、解决项
目承接问题，是企业落实初次经营工作，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以优质的项目管理为客户创造价
值，是做好二次、三次甚至四次经营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是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而通过创新驱动，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可持续性的
动力保证。（本文部分图片由项目施工方石相欢提供）

注：本文系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重大委托项目“广西建筑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路径

与策略研究”（编号：2020ZW007）研究成果。

贵港市某村在建提质改造工程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