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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建筑业是专门从事土木工程、房屋建设和设备安装以及工程勘察设计工作的生产部门。其

产品是各种工厂、矿井、铁路、桥梁、港口、道路、管线、住宅以及公共设施的建筑物、构

筑物和设施。

      建筑业的产品转给使用者之后，就形成了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固定资产。它是国民经

济各物质生产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进行生产的手段，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美国和其

他一些西方国家，把建筑业与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并列为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

      建筑业生产是由劳动者利用机械设备与工具，按设计要求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制作，从而

生产出一定的产品，这使它具有工业生产的特征。但是，它又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工业生产的

技术经济特点，因而是一个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

      其主要特点是：①固着地上，不能移动；②复杂多样，彼此各异；③形体庞大，整体难分

；④经久耐用，使用期长。建筑业产品的这些特点，又造成了建筑业生产上的一系列特点，

主要是：①生产的流动性。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人员和机具，甚至整个施工机构，都要随施工对象坐落位置的

变化而迁徙流动，转移区域或地点；二是在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施工人员和机具又要随

施工部位的不同而沿着施工对象上、下、左、右流动，不断地变换操作场所。为了适应施工

条件的经常变化，施工机具多是比较小型或便于移动的，手工操作也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建筑业技术的发展。②生产的单件性。由于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功能要求不同，所处的自

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各异，每个工程都各有独特的工程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产品价格也

必须个别确定并单独进行成本核算。③生产周期长。较大工程的工期常以年计，施工准备也

需要较长时间。因此，在生产中往往要长期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内

提供有用的产品。④露天和高空作业多，受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大，质量和安全问题突出。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通过市场调研、国家统计局、全国海关信息中心等数据资料，以及期

刊及网上信息二手资料进行桌面研究。其中国家统计局可利用的数据包括行业数据以及企业

数据；全国海关信息中心包括进出口数据；再加上自身公司的调研团队进行市场调研，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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