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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建筑行业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四

章，报告对我国建筑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产品进出口、行业投资

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 行了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

做出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

提供权威、 充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前言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步发展，为建筑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从2003

年到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32941.76亿元增加到436528亿元，年复合增长29.49%。 

2003-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统计：亿元                            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2002年             32941.76                               2003年             42643.42                               2004年   

         58620.28                               2005年             75096.48                               2006年             93472.36                     

         2007年             117413.91                               2008年             148167.25                               2009年            

194138.62                               2010年             241414.93                               2011年             301932.85                       

       2012年             364835.07                               2013年             436528.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同期，建筑业总产值由2002年18527.18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59313亿元，年复合增长21.6%。

建筑业增加值由6465.46亿元增加到38995亿元，年复合增长17.74%。2002年～2013年，建筑业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定在5%～7%之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2002-2013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及增加值统计：亿元 

                                         建筑业总产值             建筑业增加值                               2002年             18527.18         

   6465.46                               2003年             21865.49             7490.78                               2004年             27745.38  

          8694.28                               2005年             34745.79             10367.31                               2006年            

40975.46             12408.61                               2007年             50018.62             15296.48                               2008年

            61144.26             18743.2                               2009年             75863.78             22398.83                              

2010年             95205.82             26660.98                               2011年             117734.16             31942.66                

              2012年             135303.34             35459.00                               2013年             159313.00             38995.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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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法国房屋交易量大幅下滑，但房价仍保持攀升的趋势，全国平均房价仅比上一年

下跌1.9%，房源紧张地区，如首都巴黎房价仍继续上涨，房产泡沫仍未消除。面对法国房地

产市场失衡，房源紧张地区房子供不应求，而新房开工量和房建许可证发放量双双下跌，房

价和房租上涨压力加大，法国住房部长塞西尔&bull;迪弗洛日前表示，要遏制房地产投机泡沫

，采取措施降低房价、地价和租房价格。 

    法国房地产公司新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12法国房价仍保持高位，全国二手房均价同上

年相比仅下跌1.9%，其中二手公寓房均价每平方米3484欧元，二手别墅房均价为每平方

米2068欧元，但巴黎等房源紧张地区房价创出历史新高，巴黎市二手房均价去年每平方米升

至8518欧元，比前一年上涨1.5%。 

    由于房价近年来大幅上涨，房产泡沫不断加剧，住房购买力下降和潜在购房人对未来感到

担心，因此即使房贷平均利率降低，去年12月降至二战以来最低水平3.23%（保险费和担保费

用除外），法国二手房交易量仍大幅下跌：全国二手公寓房去年交易量比上一年大跌19%，

二手别墅房交易量跌去13.3%。21世纪房地产公司预计，2013年法国二手房交易量会继续下降

，但房价难以下跌。法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GEDD）认为，法国目前住房购买力接

近历史最低水平。 

    法国经济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法国房地产过度膨胀引起的房产泡沫损害整体经济

。2000年以来法国房价大幅攀升，涨幅一倍以上，而德国房价保持稳定，法国房价高涨造成

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抬高了企业成本，使企业生产性开支减少，这有损法国企业竞争力，并

加重社会不平等。 



    对此，经济部提出应遏制房价上涨和房地产投机泡沫。住房部长迪弗洛表示，不希望法国

出现新的投机泡沫，政府的目标是降低房价、地价和租房价格。她提出的有关措施遏制房产

泡沫措施，包括：支持住房建设，改善大城市房屋供不应求状况；改变二手房贷不设上限的

做法，避免助推房价；对房贷零利率政策进行改革，发放新房贷将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主

要是帮助低收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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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喜集团（Vinci Group）是一家拥有100年以上历史的建筑服务企业，其前身由毕业于巴黎

综合理工大学的两名工程师ALEXANDRE GIROS和LOUISLOUCHEUR创办于1899年。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 

    万喜集团集中于特许经营和建筑两大基本核心业务，其中建筑业务细分为建筑、能源和公

路三大业务板块。 

具体如下： 

    1.万喜承包及服务公司（VINCI CONCESSIONS），下设道路与公路特许经营部、停车场运

营部、机场运营部和体育场部，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业务。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

建筑设计、成套工程、工程融资、项目管理等，在道路基础设施高速公路建设、智能停车场

建设、空港管理及服务有很强业务能力。其中道路与公路特许经营部主要的经营公司

是Cofiroute，经营着法国985公里长的高速公。2005年，从法国政府收购了ASF，使万喜集团

成为法国最大和欧洲领先的道路特许经营公司，经营着4316公里的公路里程。停车场运营部

主要的公司是Vinci Park，作为法国最大的和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停车场运营商，在全球12个国

家从事设计、建造、融资和运营服务，拥有790000个停车位。机场运营部主要的运营公司

是WFS，作为长期合同的机场运营商，是世界上第3大私人机场服务运营商和居于世界前列的



货物运营商。在体育场方面，万喜集团从事法国最大的体育场Stade de France的经营管理。 

    2.万喜能源公司（ V I N C E ENERGIES），是法国第一大、也是欧洲第一大能源工程及信息

化公司，其业务有四大领域&mdash;&mdash;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运输、电力输送与变电

、城市照明）、工业能源（电力输送、电力销售与计量、气体处理、火灾防护等）、服务（

能源网络、空调工程、火灾防护与隔离、大厦自动化系统服务）、电讯（电信基础设施及企

业视-数-声一体化传输网络）。 

    .万喜路桥公司（EUROVIA），是法国最大道路建材生产商，也是世界前列的道路建设与废

料循环利用商。涉足道路和桥梁建设中的四项业务：道路工程（建设、翻修和维护道路、公

路和铁路基础设施以及工业和零售业网络）；建材生产（220个采石场、60个粘合剂厂、110

个材料回收与处理厂）；环保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建筑物拆除、噪音与污染防控、污水处

理、防水、废弃物处理等）；其它服务（复杂基础设施的设计、协调、咨询、技术支持的一

体化解决方案、以及现场维护、IT网络管理、道路的冬季维护与应急处理等）。 

    4.万喜建筑工程公司（ V I N C I CONSTRUCTION），是法国建筑行业骨干企业，从事建筑

、民用工程、水利工程等服务。子企业主要有三个：在法国本土的Sogea和GTM；英国的PLC

、比利时的CFE、在德国、中欧和非洲等地开展业务的万喜建筑国际公司；在世界范围内从

事特大型和高技术含量项目的Freyssinet和DEME公司。 

二、2011-2013年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17 

    根据万喜集团发布的财务报告：2013年上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187.11亿欧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3.6%。2013年上半年其在本国市场收入为118.1亿欧元，占收入总量的63.1%。 

 2011-2013年万喜集团（VINCI）收入区域分布：百万欧元                                          2011年            

2012年             2013年上半年                               法国             23，562             24，324             11，810             

                 中欧和东欧             2，490             2，001             641                               英国             2，071            

2，257             1，265                               德国             2，101             2，374             1，101                               

比利时             1，131             1，210             614                               欧洲其他             1，519             1，505    

        749                               欧洲不包括法国             9，310             9，348             4，371                               美

洲             1，284             1，832             794                               非洲             1，710             1，695             883    

                          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             1，090             1，435             853                               欧洲外市

场合计             4，084             4，962             2，531                               收入总计             36，956             38

，634             18，711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资料来源：公司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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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步发展，为建筑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从2003

年到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32941.76亿元增加到436528亿元，年复合增长29.49%。 

 2003-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统计：亿元                            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                               2002年             32941.76                               2003年             42643.42                               2004

年             58620.28                               2005年             75096.48                               2006年             93472.36            

                  2007年             117413.91                               2008年             148167.25                               2009年          

  194138.62                               2010年             241414.93                               2011年             301932.85                     

         2012年             364835.07                               2013年             436528.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同期，建筑业总产值由2002年18527.18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59313亿元，年复合增长21.6%。

建筑业增加值由6465.46亿元增加到38995亿元，年复合增长17.74%。2002年～2013年，建筑业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定在5%～7%之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2002-2013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及增加值统计：亿元                                          建筑业总产值             建

筑业增加值                               2002年             18527.18             6465.46                               2003年            

21865.49             7490.78                               2004年             27745.38             8694.28                               2005年     

       34745.79             10367.31                               2006年             40975.46             12408.61                              

2007年             50018.62             15296.48                               2008年             61144.26             18743.2                    

          2009年             75863.78             22398.83                               2010年             95205.82             26660.98        

                      2011年             117734.16             31942.66                               2012年             135303.34            

35459.00                               2013年             159313.00             38995.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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