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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关键难题与实践路径

陈静妍, 丰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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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是传统建筑业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围绕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业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特

征,厘清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剖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难

题,构建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项目是建筑业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本单元,而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应采取促进核心科技创新—优化要素配置融

合—促进管理制度重塑的实践路径。 研究成果对于深入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426. 92

收稿日期:2024 11 04;修回日期:2024 12 0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碳’目标下数字赋能江苏水生态协同治理路径与机制研究”(23GLD006);南京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科

研启动基金项目“多方协同下长江水生态治理龙头企业特殊社会责任实现的合作机制与对策研究”(YKJ202321)
作者简介:陈静妍,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与工程管理。
通信作者:丰景春,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与工程管理。
E-mail:

  

feng. jingchun@ 163. com
引文格式:陈静妍,丰景春. 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关键难题与实践路径[ J] .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4(4):79 90.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1] 。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

业之一(2023 年占全国 GDP 为 25. 60%),也是高

碳排放的产业[2-3] 。 作为典型的粗放式发展的实体

经济,建筑业面临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和种种阻

碍。 新质生产力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

战略机遇,而数字化技术则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科学技术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
弃传统产业。 建筑业有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的转型空间,需要实现从数量取胜转向质量取

胜、从经济效益优先转向绿色发展优先、从要素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

形成建筑业新质生产力。
笔者梳理了有关生产力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数

字化转型、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三方面

的研究动态,具体内容如下:
(1)生产力发展史以及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动

态。 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 4 次科技革命,跨越蒸汽

机、电气化和信息化等时代,来到了以“智能化和绿

色化”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时代[4] 。 2023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

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在于整合科技

创新资源,引领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向高质量发展

的深刻转型。 学界围绕生产力理论开展了系统性

的研究。 马克思提出生产力是人类用于征服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基本原理,包括劳动力、劳动资料与

劳动对象三要素[5] 。 科学技术作为劳动资料中的

一种要素,能对生产力起到一定的作用[6 7] 。 邓小

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它极

大地拓宽了生产力理论“要素论”的认识,将科学技

术与三要素有机结合, 统筹把握科技的发展步

伐[8 9] 。 现有文献从三个视角开展了对新质生产力

的研究:一是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10 12] 、新质生产

力的内在逻辑与研究意义[13 15] 、新质生产力的研究

框架和实践路径[16 17]等视角开展研究;二是从经济

学视角开展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标志着生产力的

一次重大跃进,它由科技创新引领,代表高效率和

高质量的生产方式[18 19] ;三是从哲学视角的“量变

质变角度”开展研究,新质生产力其新在“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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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主体因素(劳动者)和生产力客体因素(劳

动资料) 发生量变和质变, 孕育形成新质生产

力[20 21] 。 新质生产力依托关键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为绿色化、低碳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物质技术基

础,是推动抢占高端产业链位置及掌握发展主动权

的必由之路[22] 。 施文华等从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矛盾和问题出发,系统剖析了新质生产力赋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提出了推进路径[23] 。
杨二美认为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有助于生

产力在规模、质量以及分配上实现新的突破,同时

提出了实现路径[24] 。
(2)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动态。 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深入实施“互联网+” 战略,着力拓展数

字经济,拓宽经济发展新空间,实体经济追赶超越

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建筑业是世界上数字

化程度最低的行业之一[3] ,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

布的《想象建筑业数字化未来》一文中,建筑业在数

字化程度上仅高于农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倒数

第 2[25] 。 数字化发展已经历 4 个阶段。 最早出现

的是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能力,它由硬件、软
件和应用 3 个层次组成,是一种将技术应用到业务

的模式。 IT 能力的应用层得不到发展,而信息化的

出现弥补了这个缺陷。 信息化是提升社会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率的一种技术支持手段[26 27] ,其内核是

以人为主导的业务流程的数据化。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数字化技术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进入 21 世纪后,数字化技术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

用。 学界对数字化的研究聚焦于将数字化技术应

用于产业转型[28 30] ,以驱动产业效率提升、价值链

攀升以及应用于企业转型[31 32] ,以实现企业竞争力

提升、技术进步和资源扩充。 同时,数字化的实践

路径[33 35]及其背后的政策分析[36 37] 也是研究的重

心。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

已到来,数字化是实现当代最高水平人工智能发展

的科学技术范式[4] 。 研究表明,数字化的核心是利

用系统对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应用,使数据能够

为业务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指导,即以系统为主导的

数据业务化。
(3)建筑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动

态。 沈江鸿发现我国建筑业在数字生态环境和核

心产品方面存在不足,这制约了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38] 。 宋金昭等发现我国建筑业数字化面临着复

合型人才稀缺和技术体系缺少应用等痛点[39] 。 张

爱国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

耦合协调状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建筑业的协调

性和创新性是制约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助力科技创新水平提高和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40] 。 阚洪生等的研究表明,数
字经济对科技创新和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科技创新水平间接促

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和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41] 。 李国良

等[42]研究发现,在决定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 9 个维

度中,发展格局开放化、安全事故最小化和发展目

标绿色化 3 个维度依然处于较低水平,而人才支

撑、创新驱动、建造方式数智化、建筑市场规范化、
社会效益显著化和建筑品质最优化 6 个维度则处

于较高水平。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初步搭建了新质生产力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学理基础和总体框架,为
本文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但学界鲜

有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

成果,特别是有关项目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更为匮

乏,还需进一步深化并拓展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

解,充分结合中国情境,明确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为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

涵和显著特征,剖析了新质生产力与赋能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关键难题、实践路径。 研究

成果对于深度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首次提出项目生产力

(跨组织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

基本单元的观点;(2) 提出由新质态催生、科技创

新、要素融合、效率提升、模式创新构成的新质生产

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3)提出由促

进核心科技创新、优化要素配置融合、促进管理制

度重塑构成的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实践路径。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的内涵与特征

(一)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跃变,是一种先进

生产力。 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

之间的关系,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指出“生产

力中也包括科学” [43] 。 我国历任领导人在继承马

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生产力的

发展。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新发展阶

段的要求,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

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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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

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44] 。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

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

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45]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建筑业新质生产力是指以

构建现代建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为基

础,以推动建筑业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目标,以现

代科技和信息技术为主线,以项目为形成新质生产

力的基本单元,以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

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通过深

度整合和广泛应用科技创新资源,大幅度提升建筑

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进建筑业深度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先进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提

出,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必须实现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

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的高质量发展。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加快建设现代化

建筑产业体系,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建筑业深度融

合,着力培育新业态和新模式,同步推进建筑业工

业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化”)。 换而言之,新质

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新型劳动者、
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资料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为基本遵循,呈现出新质劳动者为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新型劳动对象提供动力源泉、新
型劳动资料提供科技支撑、生产要素组合跃升提供

级联效应的基本内涵[46] 。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不仅继承

了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性,而
且还具有以下 4 个显著特征:

(1)项目生产力(跨组织生产力)是建筑业高质

量发展的基本单元。 与制造业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不同,制造业企业生产力水平是决定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基本单元,而项目生产力(跨组织生产力)水

平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证。 制造业与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见图 1。

(a)制造业

(b)建筑业

图 1　 建筑业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

　 　 (2)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建筑业体制机

制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传统生产力依赖

于机械化工具和规模化生产,而新质生产力新质生

产力是以“高新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47] 。 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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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经历了财富(土地)生产力、科学技术推动生

产力、项目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质生

产力 5 个阶段。 生产力视角下建筑业体制机制特

点见表 1。

表 1　 生产力视角下建筑业管理体制机制特点

序
号

提出
年份

生产力发展阶段 生产力理论
建筑业体制机制

总体 主要制度 体制特点
备注

1 1949 财富(土地)
生产力

李斯特生产
力理论

2 1976 科学技术推动
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理论

自营体制
计划体制与机制、

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制
指挥部

自营机构
计划经济

体制

3 1983 项目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

新型生产力理论

4 1988 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
新型生产力理论

5 2023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理论

基本建设管理
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

中国情境下
建筑业管理体制

项目制(项目法施工)、
投资包干制

业主负责制、项目法人
责任制、招标投标制、

建设监理制

项目审批制、
核准制、备案制

工程总承包模式、
全过程咨询模式

重塑制度

三元体制
(业主、
监理、

承包商)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代表了中国

生产力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阶段特征及未来走

向,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由此迈向了新的高质量

发展阶段。 刘志彪等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制造模式

智能化、生产结构绿色化、产业形态融合化等鲜明特

征,其赋能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对传统产业

智改数转,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焕新传统产

业[48] 。 我们要围绕建筑业“工业化、智能化、绿化”,
结合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从
新质态催生、科技创新、要素融合、模式创新效率提

升 4 个关键维度,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为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10,44,49-50] 。 新质生

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见图 2。

图 2　 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由图 2 可知,催生建筑业(项目)新质态有利于 形成建筑业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以加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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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优化生产要素融合,以全

面提升建筑业全生产要素的效率;加快模式创新,
以建立建筑业新型的生产关系;提升建筑业效率,
实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一)新质态催生:新质生产力助推项目生产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建筑业的发展逻辑。 新质生

产力的形成象征着生产力的增长方式从量的积累

转向质的跃升,意味着建筑业传统生产方式、生产

关系和生产组织的变革[51] 。 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

业的质态嬗变,集中体现在项目新质生产力、新型

生产关系、数字化转型等方面。 建筑业新质态是理

论争鸣的重要探索方向, 更是实践发展的先导

需求。
(1)项目新质生产力。 与制造业不同,项目是形

成建筑业生产力的基本单元,项目新质生产力是一

种跨组织生产力。 新质态首先催生项目新质生产

力,项目新质生产力是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

础。 要素融合、科技创新、模式转变、效率提升等均

应围绕项目新质生产力而展开,才能助力加快形成

项目新质生产力。
(2)新型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

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逻辑主线,探究

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规律[52] 。 归纳起来,建筑业

新型生产关系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

产中的地位、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方式等建立。
从社会再生产环节分析,生产关系在生产、流通、分
配、消费等方面均有体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阶段,
对应的生产关系需要被重塑[52] 。

(3)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不仅仅是技术革新,
更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治理方式的深刻

变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数字化转型的部

署和规划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

方向。 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和

重组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重新调整收入分

配,为促进社会公平提供支撑。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在微观层面的深度融合,既是数字

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产物,又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

生存和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53] 。 数字化转型能够

发展建筑业新业态、形成项目新质生产力、创新模

式(建设管理模式、商业模式等)、重塑制度等。
(二)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助推建筑技术迭代进步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科技创新,在数字经济

的发展浪潮中,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

成了推动建筑业发展的关键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在于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通过技术的革命性

突破实现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其本质是先进生

产力。
(1)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建筑业的发展。 建筑业

已研发和应用了较多科技创新成果,如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建筑信息模型( BIM)、地
理信息系统( GIS)、微服务、移动互联网等,为推动

建筑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科技

创新成果的应用依然存在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成效

不够理想、与建筑业融合度不高、科技创新成果碎

片化现象较为突出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如何实现

新兴技术与建筑业之间的深度融合和广泛应用,是
为建筑业注入新的活力,从而驱动建筑业发展的

关键。
(2)加强建筑业的科技创新力度。 相较于制造

业和未来产业、新型产业,建筑业科技含量不高,其
主要表现之一是适用于建筑业、能够解决建筑业问

题的科技成果不足。 建筑业转型路径之一是智能

建造,如何围绕智能建造这一转型要求,研发有针

对性的科研成果是解决建筑业科技含量不高的主

要问题。 现有科研成果主要为方向性、宏观层面

的,缺少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成果,比如施工

现场安全隐患的自动诊断、识别、预警,工程项目质

量缺陷自动诊断、识别,施工参数的控制等科研成

果。 因此,借助新质生产力催生建筑业良性的科研

生态系统,不仅要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 融合发

展,实现各方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也要吸纳国内

外高素质人才,为科技创新和建筑业技术进步提供

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要素融合:新质生产力助推建筑业要素流通

徐政等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新质生产力能够促进传统生产要素(劳动、
资本、土地等)与新型生产要素(知识、信息、数据等)
之间的有效融合[54] 。 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能够

极大地提升建筑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55] ,从而更

好地发挥建筑业内部资源的互补优势,促进项目各

参与方之间的有效协同和资源共享,加快建筑产业

链、创新链、价值链的融合,提升建筑业韧性。 新质

生产力作为数字时代孕育的一种新型生产力,依托

于科技创新,推动了传统生产要素和新型生产要素

的创新性配置及流通,从而显著地提升建筑业全要

素生产率。 归纳起来,新质生产力助推生产要素流

通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与流通。 新质

生产力能够发挥生产要素乘数效应,打破地域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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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限制,使得生产要素能够在更广范围内流通。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基本建设体制改革以来,生产要

素实现了流通,但是这种流通是在传统生产力下实

现的,已不能满足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生产要素流通

的需要。 建筑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通面临巨大

的挑战。 因此,建筑业生产要素需要借助新质生产

力实现更好的配置与流通。
(2)促进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数字化

转型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性技术变革,能够依托数

据的高效流动显著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运营管

理效率及创新产出效率,并最终对企业经济效益和

市场价值产生积极影响[56 57] 。 数字化转型作为提

升建筑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能够在勘

察设计、建筑施工、物资采购、经营管理等环节发挥

积极的促进作用[58] 。 可见,在技术革命性突破和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双重作用下,建筑业能够实

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这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也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指标。
(四)效率提升:新质生产力助推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跃升

在全球经济化背景下,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跃升

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新质

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显著

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产业结构。 探讨新质生产力

如何通过全面提升效率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从产业结构“量”
和“质”两个方面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作为数

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要素能够打破时间、
空间以及产业间壁垒,在数字技术作用下同传统生

产要素深度融合,特别是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等领域,通过优化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大幅提升传

统产业劳动生产率[59] 。
(1)要素配置驱动建筑业效率提升。 新质生产

力强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通过技术突破和创新要

素配置,促进建筑业生产方式和模式的革新。 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引入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智

能化设备,实现智能建造,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
同时,新质生产力还促进了数据资源的充分利用,
更好地发挥了数据驱动建筑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2)科技创新驱动建筑业效率提升。 效率提升

的本质是建筑技术的更新,科技创新是建筑技术更

新的核心力量,是推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
一是科技创新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 新型技术可以

实现建筑业各参与方、各阶段、各专业之间的协同,
从而大幅度降低非增值活动占比,提高资源利用率。
二是科技创新能够促进建筑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新质生产力能实现建筑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
而提升建筑业生产效率。
(五)模式创新:新质生产力助推建筑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在数据要素和新型技术的驱动

下,建筑业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流程、创新模式,实
现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模式是建筑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传统生产力下形成的建筑

业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需要。 新质生

产力作为数字技术时代孕育的先进生产力,本质上

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 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能
够催生传统生产力下建筑业模式的创新,从而使建

筑业模式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
(1)创新商业模式。 我国建筑业商业模式是在

计划经济和借鉴西方国家做法的情境下建立起来

的,它难以满足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建

筑业需要充分利用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创新建筑业的商业模式,比如:
项目投资模式、企业经营模式、生产组织模式、项目

交易模式等。
(2)创新协同模式。 项目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

一种跨组织的新质生产力,其实现的前提是项目参

与各方、项目各阶段、项目各专业之间的高度协同。
针对现有协同停留在方法、模型、治理层面的不足,
新质生产力能够在生产要素层面实现项目参与各

方、项目各阶段、项目各专业之间的高度协同,通过

创新协同模式,助推建筑业数字化转型。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难题

　 　 我国在探索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道路上已取

得明显进步。 然而,由于建筑业自身特点以及创新

能力不足等因素的限制,我国在建筑业融合、数字

化转型、价值增值等方面遭遇严峻挑战,这些因素

共同导致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遇到了诸多难题。
(一)建筑业生产力不高,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1)建筑业生产力不高。 尽管建筑业是我国的

重要的支柱产业,但是建筑业生产力不高问题一直

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2021 年末,按建筑业总产值

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为 47. 3 万元 / 人,比 2012 年提

高 17. 7 万元 / 人,提高了 59. 6%;按建筑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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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为 12. 9 万元 / 人,比 2012 年提

高 5. 0 万元 / 人,提高了 62. 3%[60] 。 尽管 2021 年劳

动生产率相比 2012 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建筑业生产效率只有世

界先进水平的 30% ~ 40%[61] 。 以 2022 年为例,赵
越等研究发现,中国建筑业从业人员数量相当于美

国建筑业从业人员数量的 4. 5 倍,但是我国建筑业

年产值却只相当于美国建筑业年产值的 20%[62] 。
与国内其他行业相比,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按总产

值计)还不到工业及电力、煤气业的 1 / 3。 可见,建
筑业是我国所有工业部门中劳动密集特征最明显

的领域,它离现代化产业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其主要原因是建筑业生产力要素及其结合方式存

在突出的问题。
(2)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建筑业生产关系滞后

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在经济新常态下,行业

需要转型,建筑业需要加速实现现代化,而影响行

业发展的不是其他,而是与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相适

应的生产关系,如建设管理体制机制、项目管理办

法、生产组织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相关政策等等。
(二)建筑业浪费严重,建筑业无效工作突出

(1)建筑业浪费严重。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支柱产业和传统产业,也是高碳排放产业。 2022
年建筑业碳排放位居行业前列。 从全球分析,建筑

业价值增值远低于制造业。 作为建筑业碳排放主

要来源之一的非增值活动远高于制造业。 在建筑

行业,非增值活动是无效工作造成的,而无效工作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无效工作突出。 一是行业层面的无效工

作。 无效工作是建筑行业集中度不高、建筑行业结

构体系不完善、建筑工程交易模式落后、建筑市场

信用体系不健全、建筑行业信息孤岛现象突出和协

同能力低下等原因造成的。 二是企业层面的无效

工作。 无效工作是管理水平低、人才配备不合理、
资金运作和融资不强等原因造成的。

建筑业与制造业非增值活动对比见图 3。

图 3　 建筑业与制造业非增值活动对比

(三)市场主体信用体系不完善,从业人员信用体系

尚未建立

(1)市场主体信用体系不健全。 一是现行建筑

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在建筑市场主体信用

评价指标、评价标准等设置方面,更多考虑了大型

国有企业,而较少考虑到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信用

评价指标体系没有充分体现中小企业的信用状态,
对中小企业的规模、创新能力、成长速度等特点考

虑不够,导致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得分普遍低于

大型国有企业,这不利于建筑市场的公平性和公正

性;二是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等级评价周期是三年一

审,加上现行的信用等级评定较少考虑建筑市场主

体历史数据,现行的信用评价结果容易失真,已经

难以客观、准确地反映建筑市场信用状况,也无法

动态展示信用的变化趋势;三是信用等级评价体系

不够完善、数据质量不高,现行的建筑市场主体信

用等级发布机制不健全,导致信用数据的使用存在

一定的缺陷。
(2)从业(执业) 人员信用体系尚未建立。 建

筑业个人信用是关键和核心,急需建立从业(执业)
人员信用体系。 但是目前建筑市场主体信用体系

没能突出个人信用等级的重要性,不符合逐步淡化

企业信用、加强个人信用的信用管理趋势。
(四)工程交易模式落后,信息孤岛现象突出

(1)工程交易模式落后。 一是在设计、施工承

发包模式(平行承发包模式)中,由于设计、施工分

离,导致阶段之间、主体之间、专业之间产生大量内

耗,从而产生大量的无效工作。 而设计、施工一体

化(工程总承包)模式则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消除阶

段之间、主体之间、专业之间的内耗,从而极大程度

地减少无效工作。 然而,当前工程总承包模式推行

情况并不理想,据统计,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建

筑工程只占 9%左右。 二是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专业

化程度不高,导致项目管理水平低下。 首先,处于

核心地位的业主多采用自我管理模式,这使得整个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水平低下。 其次,设计、施工、监
理等项目管理专业化程度不高,需要引入 PM、PMC
等专业化项目管理,强化策划、规划、计划、控制、检
查、调整、评价等手段,来提高界面管理效率、管理

水平,减少无效工作。
(2)建筑行业信息孤岛现象突出和协同能力低

下。 信息化是减少建筑工程价值内耗和无效工作

的有效手段。 但由于建筑行业涉及建筑市场、生命

周期、专业、市场主体、地区等众多维度,加之建筑

行业信息化缺乏顶层设计, Revit、 GTJ (广联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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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进度计划(P3)等软件不能很好地兼容以及数

据格式不统一。 因此,建筑行业信息化存在突出的

信息孤岛现象、协同能力低下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

下,信息化不但没有有效支撑建筑工程业务,反而

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工作。
(五)建筑市场主体综合能力不强,从业人员素质有

待提高

(1)建筑市场主体综合能力不强。 受计划经济

体制下形成的建筑市场主体影响以及长期采用设

计施工分离模式(DBB)的影响,我国建筑市场主体

综合能力不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咨询水平不

高。 与设计、施工、技术等相比,建筑市场碎片化问

题突出、咨询水平普遍不高。 二是既有设计力量又

有施工力量的工程公司缺乏。 行业拥有大量的设

计企业、施工企业等市场主体,但是缺乏兼有设计、
施工能力的建筑市场主体。

(2)建筑行业人员配备不合理。 随着新业务、
新模式、新技术的出现,建筑行业人员配备不合理,
导致建筑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不高。
归纳起来,建筑业人员配备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综

合素养培育不足。 我国建筑行业从业人员中农民

工占比非常高,其中取得职业技能证书和接受过短

期培训的农民工比例很低,与国家要求的农民工

100%接受短期培训有很大差距。 二是执业资格人

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尽管注册建筑工程师、注
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建造师等经

过国家考试,获得了资格证书,但是执业资格人员

在工程实践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工程经济

性等方面存在较多的短板。 总之,建筑业从业(执

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严重制约了建筑业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
(六)建筑业碳排放问题突出,降碳途径不够全面

(1)建筑业碳排放问题依然突出。 根据《中国

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2018 年全国建筑全过

程能耗总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46. 5%。 “十四

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指出,建筑业依然存在发展质

量和效益不高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发展方式粗放、
劳动生产率低、高耗能高排放等问题。 在碳排放

中,建筑业非增值活动在碳排放中占据较大的比

例。 2023 年全国建筑业 GDP 为 31. 59 万亿元,如
果能够将非增值活动降低到制造业水平(26%),那
么建筑业可以减少投资 9. 80 万亿元,减少碳排放

14. 43%(按照建筑业碳排放占比 46. 5%计算) [2] 。
(2)降碳途径不够全面。 目前建筑业降碳途

径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技术进

步、社会治理等。 可见,现有碳排放研究聚焦产业

链视角,重点关注建材生产、运行和施工等阶段的

降碳问题,缺少从非增值活动角度开展降碳研究

和采取措施的内容,使得该部分的碳排放没有得

到有效减少。 此外,虽然学界已开展数字化赋能

建筑业降碳的研究,但有关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

业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研究仍较为匮乏,且在实

际工作中也缺乏相应的指导框架、实施路径和策

略支持。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路径

　 　 为支撑建筑业“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

型升级路径,针对关键难题,建筑业亟需加快与先

进制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快新质

生产力形成和发展,推进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

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44]见图 4。
(一)促进核心科技创新,赋能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

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核心科技创

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石。 核心技术的创新,能
够实现建筑业向智能建造的转型,提高建筑业的核

心竞争力。
(1)核心科技创新的实践路径。 建筑业需建立

“政产学研金服用”的建筑业创新共同体。 长期以

来,我国建筑业科技创新一直存在科研成果转化

难、科研投入效果不理想、科研成果碎片化等问题,
难以满足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为此,建筑业

需要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的科技创新共同体,建
立政府主导创环境、企业主体强创新、学科人才激

活力、科技研发出成果、金融配套强保障、中介服务

提效率、成果转化增效益的运行机制。
(2)核心科技创新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质生产

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建筑业需要

从人才、观念、技术、制度 4 个层面开展核心科技创

新工作[50] 。 一是人才创新。 人才创新作为建筑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

能[63] 。 为了实现人才驱动效应最大化,建筑业需

要培养战略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交叉学科型人才。
二是生产要素创新。 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老龄化问

题,可以从生产资料智能化和劳动对象工业化两个

方面加以解决,具体包括:研发建筑机器人、实现质

量安全隐患(特性)的自动检测、推动构件生产工厂

化。 三是观念创新。 在大力发展建筑业新质生产

力的同时,建筑企业需要进行观念创新,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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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数字化技术服务建筑业业

务、建筑业企业树立服务意识。 四是技术创新。 技

术创新主要包括:根据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研发信息技术;围绕智能服务、移动传播、沉浸

体验三方面[64 65] ,构建建筑业大数据体系[66] 。 五

是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形成建筑业新质生产力

的重中之重,也是基本保障,主要包括建筑业体制、
机制创新等。

图 4　 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二)优化要素配置融合,促进项目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

与制造业企业生产力不同的是,建筑业企业生

产力形成的基本单元是项目,而非生产力的三大

要素。
换而言之,建筑企业要以项目为单元,通过劳

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原材料、
半成品、成品等)相互作用,产生项目生产力,从而

形成建筑业企业生产力。
(1)以有利于发展项目新质生产力为原则优化

配置生产要素。 项目既是建筑业管理的核心,也是

生产要素配置的基本单元。 首先,建筑企业要优化

劳动者配置,按照项目需要对劳动者进行配置。 项

目经理是建筑业最为短缺的人员,其次是建筑业战

略管理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等,建筑业劳动者的培

养、使用等均应按照项目需求展开。 其次,建筑企

业要优化劳动资料配置,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与

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提高生产工具的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丰富劳动手段。 再次,建筑企业要优化劳

动对象配置。 劳动对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对于生

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影响。 因此,建筑企业要通过

研发与应用新材料等,实现劳动对象与劳动者、劳
动资料之间的有机结合。 最后,建筑企业要优化科

技资源配置,要针对科技资源按照组织进行配置的

不足,改为按照项目配置科技资源,从根本上改变

科技创新碎片化问题。
(2)建筑业全产业链各环节要优化配置生产要

素。 建筑业产业链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涵
盖物化阶段(原材料开采、建筑材料和设备的生产、
构件加工制造、建筑工程施工安装)、运营维护阶段

及拆除处置阶段。 各个阶段均存在生产要素优化

配置,并且各阶段生产要素的配置具有关联性。 首

先,要素优化配置是形成项目新质生产力的前提,
理清项目新质生产力与要素配置优化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高效整合和利用数据、信息、知识等新型生

产要素;其次,树立建筑业全产业链生产要素的优

化配置理念有助于全面实现全产业链各环节生产

要素的协同配置。
(三)促进管理制度重塑,保障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

为了促进建筑业生产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的优化配置,我国需要建立适应建筑业

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促进形成有利于关键性颠

覆性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转化的新制度,从而提高

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激发建筑业生产力的发展活

力。 研究认为数字机关事务治理模式并非对机关

事务管理进行简单的技术赋能,而是在技术与制度

不断双向调试的过程中实现有效治理[67] 。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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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双向交互理论框架见图 5。

图 5　 技术—制度双向交互理论框架

(1)技术采纳与技术嵌入。 一是技术采纳。 它

是一种量变,体现在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等方面。 技术采纳的目的在于通过技术赋能降低

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技术调试路径以技术采

纳为终点,其对组织冲突的化解、对组织效率的提

升是短期的[67] 。 二是技术嵌入。 它是一种质变,
体现在创新模式、开放创新范式等。 制度调试路径

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制度重塑,即形成一个适应新技

术并能进一步推进技术升级的新的制度体系[67] ,
需要经历技术嵌入(数字化与建筑业融合嵌入)—
组织调试(最突出的表现是工作标准化、工作流程

再造以及组织机构变化)—制度重塑(通过组织与

制度的相应变革,以适应和巩固新技术的改革成

效,包括重塑管理制度和重塑业务规范)三个环节。
(2)建筑业制度重塑内容。 一是要重塑情境化

下的建筑业制度。 我国建筑业制度更多地参照了

西方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做法,难以适应建筑业(项

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是要重塑碎片化的

制度。 我国建筑业制度主要是按照行业管理需要

而制定的,换而言之,现有制度并不是按照项目进

行制定的,这导致项目新质生产力的相关制度呈现

出碎片化现象,使得冲突问题突出、建筑业效率降

低。 因此,以项目为对象,对现有碎片化制度进行

重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多方掣肘、面
临诸多挑战。 为此,本文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关键难题和实践路径开展

了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项目新质生产力是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基础。 如何解放项目生产力是建筑业的关键。
首先,政府要以有利于项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目

标,开展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行业管

理部门要以项目新质生产力为基本单元,开展建筑

业管理、重塑管理制度;最后,市场主体培育、市场

规则制定等要围绕项目而进行。
(2)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要区别对待。 对于劳

动者,建筑企业要强化人才支撑,培育高素质的项

目经理、经营管理等人才,以充分驾驭和发挥建筑

业新质生产力的潜力;对于劳动资料,建筑企业要

加强建筑业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积极应用和推广

现代建筑业技术,重点将现代科技技术运用于施工

现场;对于劳动对象,建筑企业要通过数字化转型,
构建现代建筑业产业体系, 推进建筑业高质量

发展。
本文的对策建议如下:
(1)对建筑业行业管理部门的对策建议。 一是

管理部门要积极引导建筑业(项目)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二是管理部门要重塑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

制度(包括体制、机制、模式等);三是管理部门要组

织建筑业科技创新工作;四是管理部门要出台建筑

业(项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配套政策。
(2)针对建设单位的对策建议。 一是建设单位

要根据行业管理制度与要求,积极推行工程总承包

模式、全过程咨询模式、BIM 技术[68] 等;二是建设

单位要在政府指导下,牵头开展项目信息化、数字

化工作,实现数据共享;三是建设单位要开展项目

各参与方、全过程各阶段和项目各专业之间的协同

工作,实现项目价值增值的目的;四是建设单位要

积极推广应用科技创新成果,与科研单位建立合作

机制。
(3)针对江苏市场主体的对策建议。 一是市场

主体要改变与新质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各种生产关

系,比如企业管理体制、企业管理模式、经营管理方

式、考核办法等;二是市场主体要改变服务质量,树
立一切服务于“建设单位”的理念;三是市场主体要

以项目为中心,优化配置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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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of
 

how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garnered
 

consid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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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sectors.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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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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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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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d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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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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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productivity
 

in
 

facilit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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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his
 

sector.
 

Furthermor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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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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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ch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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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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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ctical
 

pathway
 

for
 

leverag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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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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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projects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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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units
 

for
 

gener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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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onstruc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