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7 月     商业创新期刊                       July, 2021 

第 3 卷 第 3 期     Journal of Business Innovation              Vol.3 No.3 

 

本刊网址: http://www.ccidanpo.org  All rights reserved. 

14 

https://doi.org/10.52288/jbi.26636204.2021.07.03 

 

“一带一路”背景下各省市建筑业发展情况探究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陈梦1* 

Meng Chen 

 

 

摘要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发展背景，通过设计各省市建筑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搜集

2019年原始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结合 SPSS22.0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江苏、

浙江、广东三省市建筑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海南、宁夏和西藏则最低；同时，若省

市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向型经济明显以及人口较多、需求旺盛，会刺激建筑业

发展，本研究依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各省市、建筑业、因子分析 

 

Abstract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collects original 

data for 2019 through the desig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Factor analysis and SPSS22.0 software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Jiangsu, Zhejiang, and Guangdong have 

the highest level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hile Hainan, 

Ningxia, and Tibet have the lowest levels. Results of this study also show that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obvious export-oriented 

economy, and large population will stim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for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with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Provinces and Cities, Construction Industry, Factor 

Analysis 

 

1. 引言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土木工程建筑业、线路、管道和设备安

装业以及勘察设计业；建筑业的发展可以为国民经济建造各种固定资产，为交通运输

业及其他各行各业提供生产基本手段，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李世春，2020）。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筑业与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并列为国民经济三大支柱行业，建

筑业发展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步伐，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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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0年《中国建筑业发展形势分析》报告可知，中国建筑业发展机遇与危

机并存。总体而言，从行业增速来看，中国建筑业近 6年来处于震荡上升情况，2015

年相较 2014年下滑明显，增幅几乎为 0；而 2018年相较于 2017年下滑明显，增幅

仅为 7.2%；2019年前三季度同比增幅为 4.38%，呈现下滑趋势，给建筑行业蒙上一

层负面阴影。行业集中程度逐年提升，近六年来除 2018年略有下滑以外，均维持上

升趋势，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国中

冶 7 个大型建筑企业市场份额，从 2014 年的 26%逐步上升到 2019 年的 31.4%（中

铁四局集团管理研究院，2020），行业集中度提高给更多中小建筑企业带来更大的生

存压力；对外承包工程发展良好，自 2019年 3月起，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就走出

自 2018年开始的低靡情况，开始升温，同比增幅上升到 12.5%，特别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表现亮眼，2019 年累计新签合同比增高达 41.2%，占对外承

包工程比重高达 61.2%，远超过平均水平。 

从具体细分市场来看，得益于中国高铁、中欧班列等的快速发展并走出国门，铁

路建设投资和城市轨道交通稳步发展，水务环保建设高速发展，而公路建设却有一定

程度回弹（近 9年公路建设增速连续震荡，2018年达到低谷，增长几乎为零，2019

年会谈为 1.89%），房屋建筑市场也趋于稳定。总体而言各行业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行业发展不够平均，高铁、轻轨等发展迅速，而公路等发展缓慢，给不少行业企业

带来经营难题。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建筑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本文拟基于“一带一路”背景，探讨中国各省市建筑业宏观发展情况，并提供相应政策

建议。 

 

2. 各省市建筑业发展方法概述及指标体系设计 

因子分析法是一种多元统计方法（陈梦，2017），其思想主要通过抽取最少的公

因子来代替原始指标之间的复杂关系，以达到探究其内部关联和精炼的目的。建筑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组成行业，其发展情况受到多方面影响，结合文献研究，本文设计

宏观经济、行业发展、企业经营、行业产出四大方面共 18个二级指标，构成各省市

建筑业发展指标体系（胡文发等，2020），通过国家统计局搜集 2019 年原始数据，

采用 SPSS22.0对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1）。 

 

3. 各省市建筑业发展因子分析 

3.1 公因子提取 

首先，为消除各指标间的差异影响，采用 Z Score法对 19年各省市建筑业原始

数据进行标准化（表略）。 

其次，进行适应性检验及公因子解释程度分析，其中KMO检验值为 0.726 > 0.5，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sig 值无限趋近于 0 < 显著性水平 0.05，两者结果显示指标体系

均适合做因子分析。而公因子解释程度方面，仅两个指标提取比例小于 0.822，分别

是 X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取值为 0.698、X16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的建筑业企业

劳动生产率提取值为 0.707，另有 6 个指标提取比例超过 0.9，最高提取比例为 X13

建筑业企业总收入，提取比达 0.988（表略），说明绝大部分因子极强的反应并解释

了原始变量数据，总体建模质量较佳。 

第三，公因子提取及命名。根据解释的总方差表可知，总共提取 2个公因子（卜

炜玮等，2019），累计解释总方差达到 88.953%（表 2），高于一般要求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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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指标描述统计量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代号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宏观

经济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X1 30 1,548.39 99,945.22 30,353.57 24,054.06 

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X2 30 17,286.06 64,182.65 28,358.28 11,610.52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X3 30 312.59 4,074.09 1,563.91 911.04 

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X4 30 172.82 30,846.66 7,817.35 7,424.16 

行业

发展 

建筑业企业 

单位数（个） 
X5 30 194.00 9,292.00 3,156.97 2,225.24 

建筑业企业从业 

人员（万人） 
X6 30 4.55 811.03 185.09 203.28 

建筑业企业自有施

工机械设备年末总

台数（台） 

X7 30 4,019 1,974,765 363,389 436,151 

建筑业企业签订合

同总额（万元） 
X8 30 3,586,821 504,946,449 164,505,607 139,140,320 

企业

经营 

建筑业企业实收 

资本（亿元） 
X9 30 72.00 3,551.80 1,297.09 933.56 

资产合计 

（亿元） 
X10 30 338.66 27,220.64 7,773.21 6,304.55 

负债合计 

（亿元） 
X11 30 201.05 18,794.45 5,288.55 4,229.58 

所有者权益 

（亿元） 
X12 30 127.40 8,857.95 2,483.87 2,190.21 

建筑业企业 

总收入（亿元） 
X13 30 277.07 25,778.70 7,046.65 5,915.30 

建筑业企业利税 

总额合计（亿元） 
X14 30 29.22 2,284.22 514.75 491.46 

建筑业企业利润 

总额（亿元） 
X15 30 10.95 1161.77 265.32 258.30 

行业

产出 

按建筑业总产值计

算的建筑业企业劳

动生产率（元/人） 

X16 30 263,940 595,205.00 377,671.67 81,947.70 

建筑业房屋施工 

面积（万平方米） 
X17 30 518.50 249,176.80 46,886.20 57,125.28 

建筑业房屋竣工 

面积（万平方米） 
X18 30 144.40 74,806.30 13,756.91 17,065.39 

有效的 N (listwise)       30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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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解释的总方差 

组件 
起始特征值 撷取平方和载入 循环平方和载入 

总计 变异的% 累加% 总计 变异的% 累加% 总计 变异的% 累加% 

1 13.690 76.057 76.057 13.690 76.057 76.057 11.124 61.802 61.802 

2 2.321 12.896 88.953 2.321 12.896 88.953 4.887 27.151 88.953 

3 .688 3.823 92.776 ……      

18 3.133E-8 1.740E-7 100.000       

撷取方法：主体组件分析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将提取的公因子分别用 F1、F2代替，因两个因子高度提炼了 18个指标，特别是

F1 因子提炼程度和广度均较高（表 3），F1 对 X6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X18建筑

业房屋竣工面积、X4建筑业总产值、X17建筑业房屋施工面积、X7建筑业企业自有

施工机械设备年末总台数以及 X3建筑业增加值六个指标的提取均超过 0.9，且对 X5

建筑业企业单位数、X14建筑业企业利税总额合计、X13建筑业企业总收入、X15建

筑业企业利润总额和 X1地区生产总值五个指标的提取均超过 0.8，高度反映了各指

标的情况，故命名为宏观发展及企业运营因子。F2跟多聚焦于 X11负债合计、X16

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的建筑业企业劳动生产率、X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 X10资

产合计四个指标，提取均超过 0.8，故命名为资产负债及行业产出因子。 

 

表 3. 旋转成分矩阵表 

成分 
元件 

1 2 

Z score（X6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 0.971 — 

Z score（X18建筑业房屋竣工面积） 0.946 0.157 

Z score（X4建筑业总产值） 0.932 0.317 

Z score（X17建筑业房屋施工面积） 0.914 0.282 

Z score（X7建筑业企业自有施工机械设备年末总台数） 0.907 — 

Z score（X3建筑业增加值） 0.9 0.107 

Z score（X5建筑业企业单位数） 0.897 0.227 

Z score（X14建筑业企业利税总额合计） 0.896 0.325 

Z score（X13建筑业企业总收入） 0.856 0.505 

Z score（X15建筑业企业利润总额） 0.849 0.421 

Z score（X1地区生产总值） 0.81 0.409 

Z score（X8建筑业企业签订合同总额） 0.799 0.574 

Z score（X9建筑业企业实收资本） 0.746 0.62 

Z score（X12所有者权益） 0.697 0.669 

Z score（X11负债合计） 0.459 0.853 

Z score（X16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的建筑业企业劳动生产率） -0.131 0.83 

Z score（X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132 0.825 

Z score（X10资产合计） 0.55 0.805 

撷取方法：主体元件分析。转轴方法：具有 Kaiser正规化的最大变异法。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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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成分计算。根据成分得分矩阵表可以列出各因子得分公式（表略）： 

 

F1 = .063 ∗ ZX1 − .103 ∗ ZX2 + .123 ∗ ZX3 + .096 ∗ ZX4 + .104 ∗ ZX5 

+.141 ∗ ZX6 + .129 ∗ ZX7 + .037 ∗ ZX8 + .022 ∗ ZX9 − .036 ∗ ZX10 

−.057 ∗ ZX11 + .007 ∗ ZX12 + .056 ∗ ZX13 + .089 ∗ ZX14    （1） 

+.068 ∗ ZX15 − .144 ∗ ZX16 + .098 ∗ ZX17 + .122 ∗ ZX18    

 

F2 = .022 ∗ ZX1 + .269 ∗ ZX2 − .097 ∗ ZX3 − .028 ∗ ZX4 − .055 ∗ ZX5 

−.127 ∗ ZX6 − .110 ∗ ZX7 + .081 ∗ ZX8 + .106 ∗ ZX9 + .199 ∗ ZX10 

+.230 ∗ ZX11 + .130 ∗ ZX12 + .049 ∗ ZX13 − .020 ∗ ZX14    （2） 

+.020 ∗ ZX15 + .310 ∗ ZX16 − .038 ∗ ZX17 − .087 ∗ ZX18    

 

F总 = 61.802/88.953 ∗ F1 + 27.151/88.953 ∗ F2       （3） 

 

3.2 因子得分结果分析 

首先根据成分总得分排名可知，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湖北五省市建筑业综

合发展水平最高，处于前五位，其次为四川、北京、河南、福建以及湖南，而内蒙、

黑龙江、海南、宁夏和西藏五省市建筑业综合发展水平为最末五位。排名前列的省市

多数为人口众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的省市，人口众多催生部分建筑业刚需需求，

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较高会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旺盛，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好的省市则

更多地在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扩张，而综合发展水平较低的则两方

面表现均一般。 

分成分来看，F1成分得分最靠前的五位分别是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和河南，

其次为福建、广东、湖北、湖南和安徽，而北京、天津、宁夏、海南和上海则位列最

后五位。而 F2成分得分最靠前的五位分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和天津，其次

为江苏、山东、陕西、安徽和河北，而福建、广西、甘肃、黑龙江和西藏则处于最末

五位。以综合排名第一的江苏为例，地区生产总值仅次于广东、建筑业企业自有施工

机械设备年末总台数仅次于浙江、资产合计仅次于北京，另有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国

前十，其他几乎所有指标排名均为全国各省市第一位；江苏不仅有良好的建筑业宏观

发展环境，也有较多的人口需求及劳动力支撑，故而综合表现位列全国第一。 

以 F1 排名最末而 F2 排名第二的上海市为例，结合原始数据分析可知，上海市

人均 GDP全国第一，并且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的建筑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指标，仅次

于湖北省位于全国第二，资产合计也在全国排名前十，故而 F2排名很靠前，但其他

多项指标跌落前十位，甚至排名后段。上海市作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代表性直辖市，

其主要支柱产业更多的为工业（汽车、烟草、能源化工）、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

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而建筑业中一部分属于住宅建筑，跟房地产业有一定的交

叉；但在整个上海市支柱产业中，该部分比重较低，故而排名并未很靠前，处于 12

位。北京市与上海市情况类似，但北京市更多的指标相较上海市排名靠前，比如资产

合计为全国第一，所有者权益、人均 GDP为全国第二，建筑业总产值等指标也位列

全国前十，故而总排名为第七位。 

以排名最末的西藏为例，结合原始数据，发现绝大部分指标均处于最末或倒数，

说明西藏总体综合经济实力欠佳，导致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不旺，而人口较少、交通

环境的配套相对其他省市不足，又为建筑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瓶颈；而该省市外向型经

济发展一般，想打通与沿线国家建筑业发展道路也相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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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成分得分排名表 

省市 F1 F1排名 F2 F2排名 F总 总排名 

江苏 3.32 1 0.28 6 2.39 1 

浙江 2.35 2 -0.1 12 1.6 2 

广东 0.66 7 1.56 3 0.93 3 

山东 1.03 3 0.15 7 0.76 4 

湖北 0.57 8 1.08 4 0.73 5 

四川 0.88 4 -0.09 11 0.58 6 

北京 -0.85 26 3.78 1 0.56 7 

河南 0.85 5 -0.17 13 0.54 8 

福建 0.8 6 -0.65 26 0.36 9 

湖南 0.48 9 -0.49 21 0.19 10 

安徽 0.04 10 -0.06 9 0.01 11 

上海 -1.06 30 2.21 2 -0.06 12 

重庆 0.04 11 -0.41 19 -0.1 13 

陕西 -0.16 14 -0.02 8 -0.01 14 

江西 -0.06 12 -0.34 16 -0.15 15 

河北 -0.22 15 -0.06 10 -0.17 16 

云南 -0.1 13 -0.53 22 -0.23 17 

辽宁 -0.3 16 -0.18 15 -0.27 18 

山西 -0.52 18 -0.17 14 -0.41 19 

天津 -0.87 27 0.56 5 -0.43 20 

广西 -0.31 17 -0.72 27 -0.43 21 

贵州 -0.58 20 -0.34 17 -0.5 22 

吉林 -0.7 24 -0.37 18 -0.6 23 

新疆 -0.62 22 -0.63 25 -0.62 24 

甘肃 -0.58 21 -0.8 28 -0.65 25 

内蒙 -0.69 23 -0.58 24 -0.66 26 

黑龙江 -0.57 19 -0.91 29 -0.67 27 

海南 -1.04 29 -0.45 20 -0.86 28 

宁夏 -0.98 28 -0.57 23 -0.86 29 

西藏 -0.83 25 -0.99 30 -0.88 30 

资料来源：本文自行整理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设计各省市建筑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搜集 2019年各省市数据，通过

因子分析法提炼公因子，得出各省市因子得分排名，得出以下结论： 

（1）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和湖北五省市建筑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而内蒙、黑

龙江、海南、宁夏和西藏五省市建筑业综合发展水平为最末五位。 

（2）建筑业综合发展较好省市，其主要表现在本省市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向

型经济明显以及人口较多需求旺盛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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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节奏趋缓、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对于国内各省市建筑业的制约

作用逐渐明显，更多的省市开始考虑通过多元化的途径进一步刺激本省市建筑业的

发展步伐： 

首先，不断提高本省市综合经济实力。各省市经济发展综合水平高，会刺激固定

资产投资的增加，进而带动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反之则会形成明显的制约作用，故应

该结合本省市的基本情况，有针对性的不断刺激经济发展，提高经济综合水平，营造

良好的建筑业发展宏观环境。 

其次，吸引更多人口。建筑业的发展需要人口基数的支撑，目前我国人口增长水

平不理想，各省市可以在国家宏观政策基础上，陆续出台适合本省市的人口刺激政

策。首先可以刺激本省市人口出生率增长，率先探讨并研究开放三孩等政策；其次可

以放宽部分城市的落户限制，吸引更多高水平人才留在本省市；第三可以更好的通过

扶贫攻坚等措施方法，提高低生活水平人士的生活水平，进而刺激该部分人口陆续转

化为建筑业刺激人口。 

第三，积极主动走出去。国内建筑业发展刺激基础上，各省市还可以重点培育本

省市代表性特色企业，特别是建筑业龙头企业，积极主动走出去。随着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实施，我们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建筑合作也越加广泛，从机场大坝、

高速公路到电站、轻轨，中国建筑企业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挥中国力量。而

2020年 11月 15日，由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最新签署

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

达成，也必将为中国建筑业走向这些国家提供更多的便利。 

第四，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各省市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环境支持上提供的帮助和

引导，最终也需要建筑业企业去具体落实和发展。各建筑企业应该不断研究新的建筑

方式方法，采用更为先进新型的建筑工具材料，设计合理的建筑风格和结构，推动建

筑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带动企业自身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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