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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十年改革发展，我国建筑

业产值规模不断扩张，吸纳大量农村

转移劳动力，带动大量关联产业，对

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和民生改善

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建筑业建造能

力和水平突飞猛进，一批高、精、尖

标志性工程相继建成。未来，我国建

筑业高质量发展要向工业化、绿色

化、智能化等方向努力，由“建造大

国”向“建造强国”迈进。

▼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历经多

年发展，我国建筑业取得了哪些突出成就？面

向未来，我国建筑业还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建筑业协会会长齐骥。

支柱产业作用日益显现

记者：经过数十年改革发展，我国建筑业

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

的作用？

齐骥：早在 1980 年 4 月份，邓小平同志就

曾指出，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

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新中国成立 70多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大规模进行，建筑业迅

速发展，产值规模不断扩张。1952 年，全国建

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57亿元；1956年完成总产

值 146 亿元，突破百亿元大关；1988 年完成总

产值 1132亿元，突破千亿元大关，1998年完成

总产值 10062 亿元，突破万亿元大关；2011 年

完成总产值 11.6 万亿元，突破十万亿元大关；

2017年完成总产值 21.4万亿元，突破 20万亿元

大关。2020 年，全国建筑业完成总产值已达

26.4万亿元，是1952年的4632倍。

建筑业增加值也稳步增长，对国民经济贡

献率不断提高。2020 年，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

加值达到 7.3 万亿元，是 1978 年的 524 倍；占

GDP 的比重约为 7.2%，比 1978 年提高 3.4 个百

分点。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支柱产业作用愈发明显。

建造能力和水平突飞猛进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筑业取得

了哪些发展成就？

齐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建筑业的

改革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2015年 12月

份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我国城市建设和

发展指明了方向。在 2019 年的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

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近年来我国建筑

业的建造能力和水平突飞猛进，港珠澳大桥、

洋山深水港、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杭

州 G20 会议中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一批

高、精、尖的标志性工程相继建成。特别是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建筑业企

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听

从号令，服从指挥，在极短时间内高效组织力

量，克服重重困难，强力推进火神山、雷神山

等医院建设，为快速有效防控疫情提供了强大

的基础设施保障，为全国人民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都体现了广大建设者

关键时刻顶得住、危难时刻靠得住的责任担

当，体现了中国建造水平，充分体现了在党的

领导下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中国建造”享誉全球

记者：如何看待我国建筑业发展现状及国

际地位？

齐骥：我国建筑业拥有 5300 多万名从业人

员和几十万家企业，关联着国民经济的 50多个

行业。本世纪初，建筑业经历了近 10年总产值

年均 20%以上的高速增长，之后行业规模扩张

逐渐趋于平缓，发展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发展方式由规模转向集约，朝着高质量的方向

转变。

我国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建造能力不断

增强，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吸纳大量农村转移

劳动力，带动大量关联产业，对经济社会发

展、城乡建设和民生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

是建筑业也存在着大而不强、工程建设组织方

式落后、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工人技能素质

偏低等问题。这是对当前我国建筑业状况的基

本判断。

面对当前建筑业存在的问题，我国提出要

加快推进工程总承包，推进劳务企业转型成为

以作业为主的专业施工企业。限制和淘汰落后

危险的工艺工法，提高机械化施工水平，提升

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健全建筑业职工技能标

准体系，推行工人技能鉴定和技能评价，大力

弘扬工匠精神，培养高素质建筑工人。这些都

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建筑业从“建造大国”向

“建造强国”转变。

与此同时，我国建筑业企业也积极拓展海外

业务，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大

项目的规划和建设。中缅原油管道、摩洛哥穆罕

默德六世大桥、蒙内铁路、巴基斯坦瓜达尔深水

港、阿尔及利亚歌剧院等工程，赢得了广泛赞誉，

“中国建造”在国际上声誉日隆。

2020年，我国内地共有 74家企业入选 2020

年度全球最大 250 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入选企

业共实现海外市场营业收入 1200.1 亿美元，占

250 家国际承包商海外市场营业收入总额的

25.4%。

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展望未来，我国建筑业还面临哪些

机遇和挑战？

齐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

内环境变化，特别是我国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

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建筑业也面临着高质量

发展这一课题。未来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

有3个方向：

一是工业化。国家目前正在大力推广装配

式建筑，建筑工业化是推广装配式建筑的基础

和前提。通过模数化、标准化，在工厂加工制

做好建筑用构件和配件，如楼板、墙板、楼

梯、阳台等，再运输到建筑施工现场，通过可

靠的连接方式在现场装配安装。只有通过这种

方式，把大量现场作业转移到工厂进行，才能

真正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工厂制造、工地

建造”。

二是绿色化。国家“十四五”规划等文件

已经明确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从多方

统计数据来看，建筑业是碳排放大户。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计算，建筑行业消耗了全球 30%至

40%的能源。其中，建材生产阶段、建筑运维

阶段的碳排放量占比最大，相比较而言，施工

阶段能耗并不占主要部分。建筑业的节能减

排，一方面是运用新技术，对传统建筑材料进

行更新迭代；另一方面是大力推广绿色建筑、

超低能耗建筑、智能家居用品，最大程度降低

在建筑运维阶段的能耗和损失。

三是智能化。如何抓住数字经济的发展

机遇，是当前建筑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智能

化主要指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建筑业

的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建筑业数字化转型，

打造建筑业全产业链贯通的智能建造产业

体系。去年，国家 13 部委联合印发的 《关

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

指导意见》 为建筑业提升数字化水平提供

了遵循。此外，要着力推进工业互联网

平台在建筑领域的融合应用，加快建立

涵盖招投标、采购、设计、施工、运

维、政府监管等全方位、多功能的建

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充分运用新一

代信息技术，打造“中国建造”升

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