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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建筑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生产部门，它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

着密切的关系。2001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新一轮景气周期，与建筑业密切相关的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FAI）总额增速持续在15%以上的高位运行，导致建筑业总产值及利润总额

增速也在20%的高位波动。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经过多年的市场整顿、制度建设及有效

监管，我国建筑市场正在进入健康的发展轨道，可谓亮点频闪。

    2013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为159313亿元，同比增长16.1%；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为11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4.6%。

    2014年上半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达到649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3%；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完成营业额615.8亿美元（折合378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5%。

    未来5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6%以上，城市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将达到95%以上

。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和中心城市的发展预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起飞，也预示了

建筑业更广阔的市场即将到来。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建筑行业行业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调查报告》共十五章

。首先介绍了建筑业的相关概念等，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建筑行业的发展现状，然后具体介

绍了房屋和土木 工程建筑业、建筑装饰业、绿色节能建筑业、智能建筑、建筑工业化的发展

。随后，报告对建筑业做了区域发展分析、国内外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行业竞争分析、

营销分析和投资潜力风险分析，最后对建筑业的未来前景与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地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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