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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配套措施

1.精简审批事项和环节，建立健全快速审批机制。

2.更新改造投资、维修以及安全生产费用等计入定价成本，适时适当调

整供气、供水、供热价格。

3.加强技术标准支撑，推广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

4.强化市场治理和监管，严格燃气经营许可证管理，促进燃气市场规模

化、专业化发展。

5.加快燃气管道立法工作，建立健全法规体系。

6.城市（县）政府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大支持、

指导和督促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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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在全国排名不高，严重制约了广西建筑业的良性发展。在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引起建筑产品价格下行而建筑产品成本大幅上升的严峻形势下，通过
对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形成的价值链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建筑业在适应建筑市场形势变
化的情形下，应从规范合作项目管理、夯实项目管理基础能力、提高项目装备水平、加强
技术创新等方面入手，消除影响项目盈利的因素，提高项目盈利水平，进而提高广西建筑
业产值利润率。

JIAN ZHU YE

建
筑

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成因分析及
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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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一、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概况

根据近5年的统计数据，2016—2020年全国建筑业产值利润率从3.60%逐年下降至3.20%，
其中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建筑业产值利润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产值利润率且呈
逐年走高态势（见表1）。2016—2019年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1.80%～2.03%，2020年大幅度
下降至1.49%。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不仅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在全国排名处于末端（见
表2）。如果说国内的建筑业处在生存和发展的盈亏平衡点上，那么以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
论，广西建筑业则处在生存与死亡的盈亏平衡点上。建筑业企业没有利润就没有积累，严重侵
蚀了广西建筑业发展的基础。

表1  全国建筑业产值利润率情况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全国建筑业
总产值（亿元）

263947.39 248443.27 235085.53 213943.56 193566.78

全国建筑业产值
利润率（%）

3.20 3.30 3.40 3.50 3.60

其
中

内资企业产值
利润率（%）

3.20 3.30 3.40 3.50 3.6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产值利润率（%）

5.90 6.50 5.10 5.20 5.10

外商投资企业
产值利润率（%）

7.30 8.50 6.20 5.60 6.1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2  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及全国排名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广西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5853.24 5407.31 4401.25 4209.72 3434.33
利润总额（亿元） 87.22 102.69 89.13 75.75 67.75
产值利润率（%） 1.49 1.90 2.03 1.80 1.97

排名 30 29 29 30 3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现状成因

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不高主要是受到国内经济形势和建筑业大环境的影响。近年来，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引起的竞争加剧而导致建筑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以及建筑产品成
本持续上升等原因影响，项目中普遍存在的垫资施工、拖延支付工程款和拖延工程结算进一
步削弱了项目盈利能力。但从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的数值及在全国的排名情况分析，除此
外部影响因素，在广西的建筑行业、建筑市场、企业、项目这条产值利润率形成的价值链中还
存在自身问题。因此，研究该价值链中的问题是揭示广西建筑业产值利润率不高成因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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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业内常常避讳不言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合作项目的大量存在。这种现象在央企、地方国企、
民营企业均存在，资质越高越突出。有国内专家研究了江苏省某家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建筑业
企业合作项目收入和财务风险，从2010年至2015年，合作项目收入占企业总收入比从28.60%
上升至62.35%，自2013年后该公司半数以上的收入均来源于合作项目；与建筑业企业合作的
一方存在人为虚构支出或加大支出的主观意愿，转移项目利润，造成了项目的盈利水平不高的     
假象。

                                                                     表5  广西建筑业企业产值利润率分布情况                       （单位：%）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广西国有企业 1.50 2.10 2.20 — — 0.95 0.82

其中
央企 0.70 1.40 1.40 — — 0.99 0.51

地方企业 1.60 2.30 2.50 — — 0.94 0.89
广西民营企业 1.50 1.80 5.10 — — 2.02 2.10
特级、一级 1.30 1.60 2.50 — — 1.38 1.30
二级、三级 1.80 2.50 4.20 — — 2.70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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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查询到分布详情

（三）企业因素

广西建筑业企业普遍存在重企业经营、轻项目管理。对建筑业企业来说，企业经营的主要
任务是“开源”，项目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节流”；企业是利润中心，项目是成本中心；企业
管理与项目管理应该相互耦合。但是，广西建筑业企业对项目的质量、安全、进度、采购、合
同等要素管理中涉及成本管控的绩效指标缺乏有效的跟踪考核，项目管理也没有很好地执行企
业管理战略，项目管理不能与企业管理形成耦合；另外，合作项目中人员虽然是建筑企业的，
但管理却是合作方的，存在大量的“以包代管”的现象，导致项目部的管理脱离了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难以有效约束施工现场项目管理。项目作为成本中心处于失控状态，企业作为利润中
心的地位就被大幅度削弱，企业作为发展主体和履约主体的地位会被削弱或架空。

（四）项目因素

建筑业企业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是项目的收益，最大的支出也发生在项目。因此项目的盈利
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益。

同一项工程，不同企业建造，成本不一样，收益也不同；同一企业，同一项工程，在不同
时间建造，成本也不一样，收益也不一样。《晏子春秋》中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
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项目作为一种建筑工程的生产方
式，如何从建造中获得经济效益，取决于企业投放在项目中的“水土”，即项目管理、采用的
施工技术和投入的装备。其中项目管理是实现项目降本增效的基础能力，广西建筑业企业在项
目管理的基础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较大的不足。

（一）建筑行业因素

近年来，建筑产品成本持续上升。以建筑产品的成本组成分析，材料和机械费用属于
周期性波动费用，在风险波动范围外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但人工费是处于单边线性上升状
态，很难通过合同约定得到充分补偿。因此，建筑产品的成本增加主要源于劳动力成本大
幅上涨所带来的人工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

广西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见表3），但广西建筑业技术装备率
和动力装备率却非常低，均排名全国末尾（见表4）。这两项装备指标低下揭示出广西建筑
施工现场的工效较低，完成同一项工作需要投入更多人力，或在不增加人力的情况下需要
消耗更多的人工工日，广西是属于后一类情形。这种情形导致项目成本增加，不仅耗费了更多
人工成本，还付出了更多的时间成本，如工期延长引起管理费、设备设施租赁费增加等情况。

                                                             表3  广西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分布情况                       （单位：元/人）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广西建筑业劳动
生产率

402603 378628 329562 302055 302337 299354 290337

全国排名 20 19 21 23 21 19 19
广西国有建筑业企业 536561 551839 434736 — — 344249 309254

其中
央企 1285398 805696 610042 — — 493844 547785
地方国企 471473 484605 383292 — — 322102 281528

广西民营建筑业企业 304870 340310 303876 — — 255340 240771
资料来源：《广西统计年鉴》，其中2016、2017年数据未能在《广西统计年鉴》查询

到分布详情

表4  广西建筑业技术装备率和动力装备率情况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技术装备率（元/人） 4411 3723 4552 5036 5031
全国排名 29 31 31 31 31

动力装备率（千瓦/人） 1.80 2.40 2.50 2.40 2.40
全国排名 30 29 29 30 3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建筑市场因素

在广西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组成中，存在广西的央企劳动生产率＞地方国企劳动
生产率＞民营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现象，且央企高于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国企明显高于民
营企业。在企业管理、项目管理、装备水平等方面，现实情况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明显高于
民营企业。然而，央企和国企的产值利润率却显著低于民营企业，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和
一级企业显著低于施工总承包二级企业和三级企业（见表5），出现了资质越高，项目规模
越大，产值利润率越低的怪象，业界专家称之为“规模－利润率之谜”。这个谜底之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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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最终所获收益无几，与其承担的风险极不相称。合作方通过人为地虚增成本转移项目盈
利，对国家税收造成一定的流失，这些均对整个建筑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一些先觉的建
筑业企业已意识到此问题，开始逐渐主动减少合作项目的数量，加大自营项目的份额。规范
合作项目管理，单纯依靠建筑业企业自觉很难实现，需要依靠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约束。如对
采用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可在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和施工合同范本中明确约定承包单位
（含分包商、供应商）必须在项目竣工结算完成后接受审计部门对项目财务的合规性审计
等条款，消除合作方虚增成本，既可以增加建筑行业的产值利润率，也可以为国家增加税
收收入。

（二）筑牢项目管理基础能力，不忘初心使命

项目管理可以有效弥补项目自身存在的盈利缺陷，改善项目的盈利状况。最典型的案例
是20世纪80年代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引水涵洞项目，中标价低于标底价43%，结算价仅为标底
价的60%。项目承揽条件比目前采用招标控制价更苛刻，但是工程完工时不仅质量优良、工
期大幅提前，项目还实现了盈利。这就是项目管理的作用，也是促使我国在建筑行业推行项
目管理改革的初心使命。

1.重视全过程管理

项目涵盖策划、勘察、设计、采购、施工等不同阶段，施工阶段涵盖投标、合同签订、
施工、验收、结算等过程。每一个阶段或过程既是创造价值的阶段或过程，是增值或“开
源”，也是实现其前一阶段或过程价值的阶段或过程。项目管理必须对各阶段或过程系统考
虑、集成管理。

2.重视项目商务管理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仅做好成本管理仍然是不够的，应该继续开展商务管理，将部分项目
成本管理纳入项目商务管理之中。项目施工过程并不是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
经营过程，建筑企业项目管理的核心不能仅局限于成本管理，还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再一次
把握“开源”的机会。建筑企业项目管理的核心是项目商务管理。

项目施工过程中涉专业分包、材料、设备等各种资源的商务采购；项目施工周期长，会
受工程变更、要素价格波动、工程款支付拖延、进度或工期延误、自然因素妨碍、政策调整
等各种影响和合同价格波动的商务因素影响。商务管理要及时捕捉影响项目收益或成本变化
的因素信息，强化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动态管理，是公司经营工作在项目中的继续延伸。

3.重视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的冰山效应

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均具有“冰山效应”，特别是安全事故。事故发生后，人们见到
的是赔偿、医疗等显性费用支出，这部分费用在整个事故费用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就像“冰
山”，大家看见的是露出水面的10%，还有90%隐匿在水下。如，2021年7—12月，广西发生
安全死亡事故37起，死亡39人。以每人赔偿100万元计，半年消耗3900万元的利润，这部分支

1.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数量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项目管理最具有能动性的是人员，特别是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其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项
目的盈利水平。目前，广西高素质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才仍难以满足建筑业施工现场管理的需
要。以2020年在册的一级建造师、二级建造师数量（见表6），每个建筑业企业可平均分配到
的一级建造师不足4人，二级建造师不足18人；如果考虑部分建造师注册在监理企业、造价咨
询企业，部分个人拥有几个专业执业资格的现象，上述可分配到的数量更少。

                                                                               表6  广西注册建造师情况                                       （单位：人）
年份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注册一级建造师 9398 12040 10343 8975 6607
注册二级建造师 42035 42064 47861 57735 54553

各类有效现场专业人员 24万 24万 23.50万 23万 22.50万
数据来源：广西建筑业联合会

2.项目管理缺位或缺失

通过对近年来广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建筑施工现场检查情况分析，相当数量项目
存在项目经理等现场主要管理人员不到岗履职、对项目不熟悉等情况。以2020年12月17日的
检查为例，该次随机抽查14个设区市和34个县（市、区）72个在建工程，存在不到岗履职或
履职不到位的有23名项目经理（占比31.90%）、9名项目总监、55名安全员，导致被检查施
工现场管理混乱，存在严重质量安全隐患。

项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的最佳方法是专业管理。项目管理缺位或缺
失，项目盈利只能靠天吃饭，这对于利润空间比较狭窄的项目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3.项目管理处于低水平运用

广西建筑施工现场在涉及项目“开源”“成本管控”方面普遍存在“四个忽视一个缺
乏”，即忽视项目全过程管理，忽视商务管理，忽视质量、安全事故对成本的侵蚀，忽视进度
或工期延期所引来的成本增加，缺乏高效的施工组织。没有真正发挥项目管理的作用和职能。

三、应对策略

建筑业产值利润率形成价值链中的问题，最终影响都会落实到项目实施这个载体上。建
筑产品价格下跌，可以通过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开源”应对；而成本上升过快，则
可以通过规范合作项目管理消除成本虚高部分，通过加强项目管理、技术创新、提高装备水
平等手段降低项目实体成本。

（一）规范合作项目管理，消除虚增成本

建筑业企业与第三方合作承接项目，可以增加企业市场份额，开拓新市场领域，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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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显性成本。按广西“严管重罚、惩防并举”长效机制的要求，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
所有在建项目均要求停工整改。停工带来的人员窝工、机械停滞、设备设施租赁费、管理费、
工期损失等隐性成本大幅增加，且质量事故、安全事故还会导致企业信誉损失、被暂停投标等
隐性成本外溢现象，对项目成本的侵蚀具有明显的“冰山效应”。

4.重视工期时间成本增加

项目进度或工期延长，建筑市场要素价格波动的风险加大，项目的劳动力成本、管理费和
措施费相应增加；同时项目部技术管理人员不能及时地退出，也会影响企业承接其他项目。

5.加强施工组织策划和实施

建筑产品的建造价由三大块组成：实体费用、施工单位的管理和措施费用、国家收取的税
费。施工前对施工方案、施工设备、施工人员及材料等做好协同策划，实施过程中做好各种资
源的均衡和协同配合，是实现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的基础。项目成本是控制出来的，如果不能
一次成活，即意味着成本的增加。施工组织不仅要求做到建筑实体一次成活，而且要质量可靠
和施工高效，缩短施工时间，避免质量缺陷所带来的实体费用中的显性成本和往后递延的隐性
成本增加。

（三）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装备水平

2016年我国在建筑行业推行“营改增”（营业税收增值税）后，国家对建筑企业购进的生
产性设备等允许抵扣进项税，建筑企业可以利用这项税收优惠政策，购入企业刚需的、先进的
机械设备，以提高和改善企业的装备水平。

建筑产品的成本增加主要来源于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所带来的人工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
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提高机械装备率和装备水平，加强技术创新，采用更高效的施工技
术，可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不仅可以减少用工数量，还可以降低总工时的消耗量，无疑是
一项比较有效的“成本管控”措施。

四、结语

在整个建筑市场格局出现调整的情形下，广西建筑业企业应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通过创
新驱动，培育核心竞争力，提高和改善企业装备水平，筑牢项目管理基础能力，做好精细化管
理，努力改善项目盈利微环境，提高项目盈利能力，既可以助推企业发展，也可以提高广西建
筑业产值利润率，实现广西建筑行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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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时代村落民居和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具有极高的研究与保护价
值，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节点性空间。传统村落蕴含了丰富的古民居建筑营造理
念，在传统村落选址、建筑布局、空间构造及建造技艺等营建智慧与工艺技术方面均有体
现，对当今人居环境建设极具启迪与借鉴意义。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衍生出了
大量“空心村”，加之传统村落面临经费不足、缺乏良好商业运营等导致了一系列如生态
遭到破坏、传统文化侵蚀、建筑风貌破损等问题，促使乡村振兴大背景下传统村落发展处
于数字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时期。基于此现状，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为传统村落数字化传承与保护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扶持和
技术指引，并促进了学术界对此展开系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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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传统村落建筑
景观数字化传承与保护研究

——以广西桂林地区为例

文＿田  婧（桂林信息科技学院，副教授，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