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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建筑业生产力要素特质及其对生产能力影响力的相关分析
,

提 出了界定 中国建筑

业适度规模的有用信息和改善其就业状况
、

实现产业文明的三项合理建议
。

〔关键词 ] 建筑业
,

适度规模
,

产业文明

建筑业规模的大小
,

直接影响建筑市场的供求

关系
,

而供求关系失衡将导致无竞 争状态或过分竞

争
,

产生不公平交易并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

因此
,

研究和确定建筑业 的适度规模
,

是关 系到建筑业成

长发展
、

就业
、

管理的重大问题
。

1 建筑业规模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建筑业的规模
,

是指基于一定生产力水平并 由

其生产力要素的质和量所决定的生产最终建筑产品

的能力
。

这种生产能力具体地说
,

是由建筑业从业

人员的素质与数量
、

技术装备水平以及材料与制 品

的性能
、

质量和可加工程度等要素有机结合而形成

的
。

但是
,

由于建筑产品及其生产过程技术经济特

点的影响
,

这些生产要素对于建筑业生产能力的贡

献度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

首先
,

由于中国建筑产品以钢筋混凝土及砖石

砌块为主体
,

现有建筑材料及制品的性能
、

质量的改

善及可加工程度
,

对提高建筑业 生产能力的作用相

当有限
。

其次
,

由于建筑产品形体庞大具有固定性
、

多样

性
,

其基本生产过程的作业活动只能在施工现场进

行并且是人机配合
、

以人为主的劳动过程
,

机械设备

的工作过程不连续且多半是辅助性 的
。

因此
,

虽然

部分工序可以实现机械化
、

半机械化
,

甚至个别生产

环节可 以实现 自动化
,

但总体上说
,

技术装备能力并

不反映建筑业生产最终产 品的能力
。

恰恰相反
,

建

筑业增加产值 (反映建筑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及按进

度结算的中间产品的能力 )主要还 是靠增加人力
。

这种情况可从图 l 所作的分析得到充分说明
。

图 1 对于技术装备率增长率和从业人员增长率

与总产值增长率 的相关分析
,

揭示 了建筑业增加总

产值对增加从业人员 的依赖关 系
,

说明了建筑业作

为劳务密集型产业
,

其产业规模主要取决 于从业人

员即施工队伍的规模
。

这同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或

规模 的内涵是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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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建筑业生产力分析

(原始资料来源于同期中国统计年 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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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建筑业适度规模的界定

根据上文所作的分析
,

建筑业 的适度规模主要

是指其所拥有的生产能力与建设需求相平衡时的施

工队伍的规模
。

适度规模是政府管理建筑业
、

调控

建筑市场供求关系的一个基本依据
,

但它又是个很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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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直接加以界定的问题
,

这 主要是因为建筑 市场需

求取决于建设投资
,

而建设投资常常被人为地用来

调控内需
、

刺激或抑制经济发展速度
,

因而具有波动

性
。

这种波动性使我们很难在供求关系上确定一个

哪怕是相对稳定 的平衡点
,

其结果在建设需 求的高

峰期膨胀起来 的施工 队伍
,

到了建设需求的低谷就

会因生产力的过剩而产生巨 大的浪费
。

对此
,

本项

成果根据建筑与人类生产活动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

通过建筑业从业人员 的国际比较
,

提 出一种以 人口

为基数确定建筑业适度规模的新的思路
,

参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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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l) 括号内为 19 97 年数据
;

( 2 )原始资料来源
:

联合国《统计月报》 199 9 年 6 月 ;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统计年鉴 》
,

199 8 年 ;美 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同期 sI C
。

从表 1 所示的资料可见
,

中国建筑业从业人员

占总人 口及全产业从业人数 的比例
,

均低于美
、

日
、

英
、

德
、

韩等建筑业实力较强的国家的水平
,

这说明
,

中国建筑业 目前的从业人员规模是不大的
。

基于这

个事实
,

一方面考虑到中国人 口 因素的影响
,

另一方

面也考虑到中国建筑业生产力水平总体还 比较低的

实况
,

结合 中国经济发展 以及建筑与人 的关系等因

素所决定的
、

未来 中国建设需求的规模与增长潜力
,

我们认为中国建筑业从业人员 (包括农村建筑队 )占

总人 口 的比例
,

可以控制在 3 % 左右
,

高 于 3 % 可能

会导致过分竞争
,

太低 时就会影响必要 的竞争
。

从

市场机制比较成熟的国家 的情况看
,

建筑业 上述从

业人员的规模能够维持绝大多数建筑企业正常生存

与发展
、

并能保持建筑市场有一个适 当的供求关系

和竞争关系
,

这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

正在着力发展经济的中国来说
,

是完全可以参照的
。

3 中国建筑业的就业 问题

建筑业适度规模的界定
,

为该产业的成长发展
、

就业
、

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

但是
,

建筑业 的就业问

题
,

要受建筑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
,

还要结合建筑业

的行业特点并考虑到生产力组织方式 的要求
,

制定

正确的政策
,

进行科学管理
。

从 中国建筑业 目前 的

就业情况来看
,

以下 3 个问题及建议应引起足够 的

重视
。

3
.

1 适度规模与弹性

按照上文的结论
,

中国建筑业的从业人员可 以

总人 口的 3 % 作为控制上限并 以此作为建筑业 的基

本产业大军
,

保持相对稳定
,

这对中国建筑业的技术

进步和成长是极为重要的
。

当建设需求非正常波动

时
,

可以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增加需求
,

或者以城市

待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 由他们临时注册结

成的建筑队作为机动力量来补充或调整供给 (进人

或退出 )
,

以达到建筑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
,

随着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和政府扩大内需
、

增加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 以及住房制度 的改革
,

中国建筑市

场正处于黄金时代
,

建筑市场 的供求关 系总体是平

衡的
,

因此中国建筑业 目前没有对现有从业人员进

行
“

下岗分流
”

的必要性
。

至于少数在计划经济体制

下隶属于
、

并且长期服务于单一部 门的专业化 国有

企业因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引起建筑市场需求结构变

化而面临困境的问题
,

应通过拓宽经营领域来解决 ;

而大 中型建筑企业改革中需进行的管理层与劳务层

的分离
,

实际上只是一种生产力的重组活动川
,

不应

该采用
“

下岗分流
”

的方式来进行
。

建筑业作为劳务

密集型产业
,

在市场供求关系总体平衡 的条件下让

从业人员进人国企改革形成 的失业 队伍是不适 当

的
。

3
.

2 退休年限与二次就业

由于建筑产品生产过程的活劳动多半是重体力



29 8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劳动并且工作条件较差
,

因此有必要适 当降低从业

人员的退休年龄
,

以保证劳动安全和施工队伍的年

轻化
。

基于建筑 业从 业人员的工作性质
,

参照国外

多数企业的类似作法
,

一般工程技术与管理人员的

退休年龄可定为 55 岁 ;生产工人的退休年龄可定为

50 岁
,

少数高空作业及恶劣环境下工作人员的退休

年龄还 可再低些
。

与此 同时
,

应 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上述各类人员的工资待遇
,

使其在较短的工作年限

中能为退休后的生活提供必要 的积累
。

此外
,

退休

职工 也可根据 自己的身体状况
、

家庭收人状况 以及

社会的需要
,

谋求适合于 自己或 自己力所能及 的二

次就业
,

这样对 自己
、

对社会
、

对国家都是有利的
。

3
.

3 使用通勤劳务
,

实现产业文明

所谓通勤劳务
,

就是施工作业人员能够从家庭

或相对固定的住所早出晚归去工作
,

这是建筑业的

高级就业方式
。

除水利枢纽工程
、

交通工程和大型

工矿建设项 目外
,

中国建筑业在城市建设 中应早 日

实现这种就业方式
,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城市建筑 工

地变为流动人 口 聚居点的状况
,

解决 目前施工现场

存在的人道
、

环境与治安问题
,

提高建筑业的产业文

明度
。

建筑业使用通勤劳务
,

目前在乡镇建设
、

小城镇

建设中可以看到它的缩影
。

大城市和大中型城市由

于建设规模
、

通勤条件和建筑市场与建筑业管理模

式 中存在的问题
,

采用通勤 劳务这种就业方式需要

进行综合治理
。

对此
,

读者可 自行参阅本研究的相

关成果仁2 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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