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业发展较快  竞争力亟需增强 

——2022 年商洛建筑业运行分析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改善具有重要

的支撑和保障作用。2022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建筑行业克

服疫情反复冲击的影响，发展较快。 

 

  一、运行基本情况 

 

  截止 12月，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企业 171 家，其中一级资质建筑企业有 8家，

占建筑业一套表单位的比例为 4.7%，二级资质 70 家，占比为 40.9%，三级资质

93家，占比 54.4%；有工作量企业 152家。 

 

  （一）总产值逐季回升 

 

  2022 年，全市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完成总产值 149.78 亿元，同比增长 15%,

比 1-3季度加快 4.8 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加快 8.4个百分点。 

 

 
 

  分企业来看，总产值 1 亿元以上的 38 家，占比为 22.22%；5000 万-1 亿元

之间的 27 家，占比为 15.79%；1000 万-5000 万之间的 53 家，占比为 30.99%；

1000万以下的 34家，占比为 19.88%，无工作量企业 19家，占比为 11.11%。 

 

  （二）签订合同额增速逐步回稳 

 



  2022 年，全市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共签订合

同额 209.76 亿元，同比增长 28.39%，比 1-3 季度加快 2.4个百分点。其中：上

年结转合同额 57.24 亿元，同比增长 25.9%；本年新签合同额 152.52 亿元，同

比增长 29.36%。 

 

  （三）房屋建筑市场趋势逐渐向好 

 

  2022 年，房屋施工面积 403.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7%，比 1-3 季度加快

6.4个百分点。其中：新开工面积 250.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6.56%；房屋竣工

面积 157.1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1%。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质等级偏低，承揽工程有限 

 

  近年来，我市在扶持建筑企业做大做强，提升资质等级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企业资质等级有所提升，但建筑企业资质低的状况仍然突出。全市目前没有一家

特级企业，一级企业仅 8家，二级资质 70家，三级资质 93家，三级资质占居多

数。我市既缺乏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又缺乏发展充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小、

精、专企业。这不仅导致本地建筑企业缺乏走出去的开拓能力，还导致本地建筑

市场近一半以上被外地施工企业占领，造成本地建筑业经营始终在夹缝中生存。

2022年，全市建筑业总产值过亿的企业有 38 家，占纳统建筑企业的 22.22%。全

市建筑业企业在外省完成产值 6.43亿元，同比下降 21.28%。 

 

  （二）现代化意识不强，管理粗放 

 

  建筑业企业现代化意识不强，生产方式落后。我市不少企业管理粗放，新科

技、新设备、新工艺应用不足，施工效率低下，施工成本偏高。企业工程质量保

障体系、安全管理技术水平、人才队伍建设能力、质量安全管理机构人员素质水

平等亟需加强。 

 

  （三）转型升级缓慢，把握机遇不及时 

 

  我市建筑企业以传统建筑领域为主，产业结构单一，新业态新模式应用少，

亟待转型升级。主要表现在住宅、道路等传统基建多，5G 基站、大数据中心、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基建领域少；具有工程总承包能力的企业不多，没有施工

总承包特级企业；传统作业方式多，运用绿色环保、钢结构、装配式等新型建造

方式少。究其原因：一是建筑企业抢抓产业“风口”意识淡薄。国家《“十四五”

建筑业发展规划》明确把加快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作为建筑业转

型发展的首要任务，推动建筑业从碎片化、粗放式、劳动密集型等旧的发展方式

向集成化、精细化、技术密集型的新发展方式转变。一些企业缺乏主动转型意识，

对产业发展新“风口”认识把握不足，存在传统路径依赖，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

有出局的风险。二是创新能力不足。建筑业人才短缺，2022 年年底工程技术人

员 0.63 万人，仅占建筑业期末从业人数的 17%。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主营业



务科技含量低，新技术、新工艺、新机具推广应用力度不大，经营管理现代化规

范化程度低。三是差异化、专业化发展不足。我市建筑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扎

堆分布于房屋建设等产业链低端环节，专业化分工不足、“专精特新”企业少，

行业整体利润水平偏低，竞争较为激烈。 

 

  三、几点建议： 

 

  (一)调整结构，走多元化发展之路。 

 

  我市建筑企业要围绕高效、低碳、节能、环保的方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提升发展质态和层级。一要大力发展高效益、高附加值产业。要把重心由房屋建

筑工程转向国家重点投资的交通、水利、市政、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大力发展

钢结构、设备安装、装饰装潢、环保等高技术含量的专业施工,加快形成产业特

色鲜明、技术含量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集群。二要拉长增粗产业链、价

值链。要按照“一业为主、多元经营”的思路,积极向与建筑业关联度较高的房

地产开发、勘察设计、建材制造等上下游产业延伸,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拓展,提高企业产值利润率和经营质态。三要探索推进建筑业与金融资本融合。

要从单纯的建筑施工承包转向 PPP、项目总承包等模式,丰富企业发展内涵,“以

投资换身份”、“以开发换市场”,逐步实现由建造建筑产品向经营建筑商品的转

变。 

 

  (二)进一步规范秩序，促进建筑企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强化建筑市场监管水平，加大规范工程招投标制

度的执行力。继续加强建筑市场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坚决打击违法转包、挂靠

行为；严格规范监理行为，切实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营造地域间平等竞争

的环境，进一步放宽各地区建筑市场准入限制，改革完善各级政府对建筑业市场

的管理方式，促进建筑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三)“吃透”政策，抢抓机遇，培育新增长点 

 

  有关部门要深入研究中省市出台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抢抓机遇，采取行

之有效的措施，合理配置市域范围内的行业资源，确保本地建筑业企业不断发展

壮大。要鼓励有实力的建筑业企业主动融入“新基建”建设，瞄准 5G、人工智

能、高铁和城际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积极参与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重大交通、

水利设施项目中来；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和老旧小区改造

以及城市建设等项目向本地建筑业企业适当倾斜，在企业综合实力和城市空间格

局优化上实现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