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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者系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
不久前在湖畔大学《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最
新走势》的演讲摘要。文中四大部分标题
为编者所加。

一、基本面没出问题，中国经济没有
进入衰退期

从2018年3月份开始，中国经济出现
了六个很严重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大量中小企业反映企业
非常难做，压力很大。既有成本压力，也有
资金压力。首先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大部
分企业都在呼吁非常难做，6、7月份就开
始出现倒闭关门现象。第二个现象，企业
违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期没法还债
了，违约的情况非常严重。一开始是国有
企业，后来到民营企业，最后到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违约都非常多，这样一来似乎债
务链条的断裂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现象。第
三个现象，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这些
年所谓新的经营业态陆续出现了“爆雷”，
这几年所产生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出
问题。7月份时非常严重，这是所谓第三个
现象。第四个现象，股市出现非理性下滑。
原来我们担心国民经济可能影响到股市
下跌是300个点到2800，结果没有想到美
国股市大跌又产生了300个点，到了2500
左右，股市出现非理性下跌。第五个现象，
投资人比较恐慌。投资人非常的恐慌，原
因是找不到什么资产最安全。因为安全性
资产像一个社会动机的秤砣一样，一旦没
有它的话整个失调了，压力非常大。第六
个现象，人们感到很迷茫，预期不看好。不
知道中国向哪儿走，迷茫的现象到了 10
月份之后更加严重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六种现象？客观分析
发现，中国基本面没有出问题，整个社会
经济基本面没有出什么问题。中国人致富
欲望仍然很强烈，动力还在。尤其越到基
层，这种动力越强烈。就是中国经济增长
的动力还存在，人们对利益追求，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动力仍然很强大。二是市场没
有出什么问题，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单
体市场之一，人口约14亿，中产阶级比重
还在提高，没有出现消费降级的情况。消
费降级这个观点没有证据。中国仍然是市
场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三是中国仍然是联
合国所公布的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按
照联合国所公布的工业门类，中国是最齐
全的国家。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一
些制造业离开中国，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四是中国交通仍然是世界最方便便利的
国家之一，而且会越来越好，这样对产品
突破运输压力有很大的好处。五是最高决
策层没有改变改革和发展趋向的意图。

既然基本面没有出问题，为什么出现
这六个现象？研究分析发现，主要是五件
事撞在了一起。这五件事，每一件事都有
负面的东西，单个出现影响不大，但撞在
一起负面效应叠加，麻烦就大一点。

哪五件事呢？
第一件事，我们正在防范金融风险。

防范金融风险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说去

杠杆，比如说控制房地产，比如说治理金
融乱象等等，这些做法都有双刃剑的作
用。在实现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都带来
了负面的东西。导致企业资金链压力较
大，甚至断裂。尤其是过去高负债、高增长
的企业基本没法生存了。而他们和正常企
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导致正常负债的企
业也没法运转。我国是一个长期靠高负债
运转的国家，直接融资占的比例很小，基
本靠债务之间运作，几十年都这么走过
来。猛然一下要去杠杆，要收缩债务，企业
一下受不了，导致一些负债高的企业资金
链断裂，而他们和别的正常负债企业有各
种联系，导致正常企业也出现问题。所谓
防范金融风险这件事是对的，没什么错。
问题是它带来的负面东西同时也显现出
来了，从经济学来讲任何对策都是双刃
剑，所以防范金融风险导致一个重要压力
就是企业资金紧张情况比较严重。债务违
约、资金链断裂，再加上操作中有的人粗
暴的做法，盲目惜贷，使得情况更加严重。

第二件事，我们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是结构调
整，经济学界把人们生活分为需求侧、供
给侧。需求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
等等，这是需求侧。供给侧就是指生产侧，
供给侧结构就是指产业结构，所以正在调
整产业结构，原因是原来支持我们的一些
产业不可能继续支持国家经济增长。像传
统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产业，很难持续
增长，因为它们陆续都出了问题。所谓传
统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我们提出去产能
化。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我们得抑制资
产泡沫，标志着这些产业很难继续支持国
家发展，中国需要新的支持增长的产业。
这些产业经过分析已经判断出来，知道哪
些产业会支持我们，提出来三大产业未来
会支持国家经济增长，一是战略性新兴产
业，二是服务业，三是现代制造业。所以正
在推动结构调整。目前处于一个调整空档
期，原有传统产业贡献急速下降，而新产
业没有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这种空档期
带来的负面东西就是增长回落的压力很
大，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不太明确。

第三件事，中国正在进行新旧动能转
换。原来支持中国增长主要是成本优势，
成本优势已经急剧消失了。按道理来讲，
成本优势消失应该是技术优势递补上来，
技术优势很快成长起来，保证中国的增
长。但现在问题是技术优势形成需要一个
过程，这就出现了新旧动能转换的空档
期。原有的优势在丧失，新的技术优势还
没有出来，导致增长回落压力比较大。新

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也出现了空档期，它的
负面东西就是增长回落压力比较大，人们
的预期似乎不是太好。

第四件事，中国正在搞生态文明改
革。十九大和过去相比最大不同点，提“五
大改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生
态文明改革成为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
生态文明无非两件事，一件事是要解决工
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废水、废气、固体垃圾
的处理；另外一件事，生态环境的修复。生
态环境修复对企业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比如长江经济带，3公里之内一律不准建
工厂类企业，过去建了现在必须搬掉。生
态文明改革导致一个非常麻烦的事，企业
无论是排放标准还是搬迁，都会影响到现
在的经济增长，出现增长速度回落压力比
较大。

过去我们叫生态和环境为发展让路，
现在是发展为生态环境让路，当然经济发
展增长会受到一定影响。

第五件事，中美贸易战。美国打贸易
战，我们没想打，因为美国经济处于上升
期。原来我们判断打贸易战对我们影响不
是太大，结果没有想到对人们心理影响非
常大。从理论上讲，美国同我们打贸易战，
一分钱不让中国对美国出口，对我们影响
是0.2%～0.5%的增长，这个我们能消化得
了。但没想到对国民心理影响这么大，只
要美国宣布加税，第二天中国股市一定大

跌。中美经济关系 40 年来一直总体比较
平稳，一下出现这个问题，人们一点没法
判断，很担心会不会走向冷战。要真走向
冷战的话，中国经济就很麻烦了，所以心
理影响非常大，导致人们很迷茫，预期比
较差。

这五件事负面效应叠加，最后导致中
国经济从2018年3月至今出现了负面效
应叠加现象。这种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
国经济没有进入衰退期，而是进入调整
期，这是一个重要判断。因为从基本面来
看，我们没有进入衰退期。我们估计调整
期最少需要三年时间，2018、2019、2020
年，需要三年调整才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口号，要真正转
向标准化，三年将是调整期。调整期把这
些负面的东西逐一加以解决之后，中国经
济才能进入到所谓高质量增长期。

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怎么调整？我
认为大致要做好三件大事：稳金融、稳增
长、稳开放。

二、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必须稳住
金融

金融必须稳定，金融不能出现大起大
落，所以第一件事是稳金融。因为一旦金
融稳不住的话，调整期很难渡过。总体实
体经济发展是要靠金融支持，金融一旦出
现大起大落的话，可能这个调整期就会出
现混乱，所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金融，

金融必须稳住。
怎样稳金融呢？我认为要做好五件

事：
第一，控制好货币政策。金融的核心

是货币政策，一定要控制好货币政策。控
制好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一方面要防范
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要保持增长的需要，
这两个必须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控制
好货币政策有三个要点很关键，一定要掌
控好三个要点：一是要保证中性稳健的货
币政策；二是流动性充足，保证流动性充
足；三是货币政策必须顺畅地实现目标。

第二，去杠杆政策要调整。去杠杆没
错，因为杠杆确实很高。按照2018年一季
度公布的数据，政府负债占 GDP 总量的
35.2%，这个数据偏低。偏低的原因不是弄
虚作假，是因为把政府负债没有统计进
来，划到企业负债里了。二是企业负债是
GDP增长的159%，这个数字偏高，企业负
债没有这么多。高的原因是把两级政府划
到企业负债里了，一个是开发区负债，一
个是地方融资负债，把这两个去掉的话其
实企业负债只是占GDP总量130%，没有
这么高。借债主体性质确实是企业，如果
去 掉 的 话 企 业 真 正 负 债 是 GDP 总 量
130%。三是个人负债占GDP总量55.8%，
在座的2015年年底个人负债占总量30%，
2016年、2017年这两年急速上涨，现在到
了55.8%。个人负债里主要是房贷和车贷，
城市主要是房贷，农村主要是车贷，导
致个人负债上升太快。虽然没有到达红
色警戒线，但是上升太快。这三种债务
加起来，整个社会负债占 GDP 总量的
250%，确实太高。按照有的学者计算，
社会负债上升到GDP总量270%时，就会
引爆一场严重的金融风险。

2018年7月31日政治局会议就提出
要调整一下去杠杆政策，两个调整。一
个是控制好去杠杆的力度。我查了一下
相关决策部门的信息，体会到所谓力度
就是指不是当年把去杠杆降到正常水
平，而是用三年时间，先把杠杆率从
250%降到 200%。200%还高，不着急，
三年之后再继续降，五年时间才把负债
降到正常水平。如果前三年从250%降到
200%的话，去杠杆40万亿，一年13万亿
左右。13万亿左右，企业承受得起，应
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样一来，力度上调
整之后，大致就会保证既能防范金融风
险，又能保证企业资金链不会断裂，保
证企业资金需求。

第二个调整就是要结构性去杠杆。
那就是不再搞一刀切了，谁的杠杆高就

去谁的。我定了两个重点，一个是国有企
业，一个是地方政府债，这两个确实有点
高。国有企业去杠杆和地方政府去杠杆成
了结构性杠杆的重点。国有企业去杠杆，
我看了一下，上半年大致上通过两条办法
把国有企业新增杠杆已经控制住了，就是
新一轮负债已经被控制住了。

要控制好去杠杆政策，我估计将走向
稳杠杆，适当把杠杆稳定在目前状态下。
2018 年 12 月份以后，人们会感到资金紧
张情况逐渐得以缓解，整个社会资金需求
会得以缓解，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第三，稳外汇。央行第三季度政策报
告关于外汇有一个提法：“更加注意市场
的调节作用”。很明显，更加注意对外汇国
家的调控作用，再一次告诉大家外汇不能
出事。稳外汇是稳金融的重要因素，外汇
一旦出问题本币就出问题了，整个社会的
秤砣就不见了，出现大动荡。怎么稳？两个
提法，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第二个指标
就是外汇储备量不能持续减少。

第四，稳股市。股市必须稳住。过
去对这个事情认识还不是太足，现在意
识到资本市场必须要稳住，想办法稳住
资本市场。怎么稳资本市场呢？现在看
来有三条办法，第一条办法，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上市公司质量必须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不高的话，谁敢买你的股
票，可能人家不会买你的股票，所以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凡是与提高质量有关
的重组并购都可以放开，只要能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的话，可以推动重组并购，
都可以。第二条，减少行政对股市的干
预。监管部门不要干预股市交易，只要
做一件事，保证公开透明。公布信息公
开透明，信息的公开。第三条，需要长
期资金支持。中国股市不稳定没有长期
资金支持，所以像社保基金、保险基金
可以入市，下一步推动这种中长期资金
进入股市来解决问题。这三条如果能做
到的话，应该能稳住资本市场。股市必
须稳定。股市不稳定，金融就稳定不了。

第五，防止资产泡沫破灭，引爆整
个金融动荡。2019年考验我们能不能稳
定金融的关键是房地产。过去房价上升
很快我们有办法，但万一大跌怎么办，
房地产既不能涨得太快，也不能跌得太
快。房价跌得太快，等于泡沫就破了，
破了也不行。银行不能出事，它要出事
就是整个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了。银行
不能出事的前提是房地产不能出事，这
是重大问题。最近房价开始回落了，
2019年稳金融问题，主要是房价大跌怎
么办。房价如果大跌，你们知道中国人
财富 65%是房产，等于所有人财富要缩
水。第二条，现在信用关系基本建立在
房价基础上。一旦大跌会不会导致整个信
用贷断裂，而且现在好多财产和房产，像
上市公司，他们控制房产在 1 万亿元左
右，那样暴跌的话是什么结局？2019年稳
金融核心是房地产问题。这条如果能稳
住，渡过这个难关的话，2020年稳金融
问题就比较轻松一点。 （未完待续）

中国宏观经济最新走势
□魏 杰

2019年是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新
中国建筑业也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历经
了七十个春秋。建筑行业既是一个古老
而稳定的传统行业，又是一个充满变化
和希望的朝阳行业，要弄清它的发展规
律和趋势，需要放到一个相对较长的时
段去分析考量。于是，我选了《新中国
建筑业的七十年回望》这样一个题目写
下此文。

建筑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
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
国建筑业的走向与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
关。新中国建筑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是新中国伟大崛起的辉煌画卷中一个重
要的篇章。

从新中国诞生到现在，建筑业历经
了一系列变革，回顾和梳理一下其发展
历程，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一、国家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
1960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华民族进入
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新中国建国之
初，一穷二白，又面临着西方势力的围
追堵截，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国家
政策，通过学习苏联“老大哥”经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成了新中国国民
经济的总体布局。此一时期国民经济大
发展，大规模建设在全国展开，建筑业
在完成总体布局的基础上快速扩张，建
筑产业的基本家底和管理体制也在这一
时期基本形成。

1952 年 2 月，毛泽东主席签署命
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分部队转
为工程部队，投身于国家建设。同年 4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央人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集体转
业部队的决定》，将原属西北、西南、华
东、中南4个军区和二十三兵团的8个师
转业为建筑工程师，确定番号为第一至
第八工程师。8万军工集体转入建筑业，
为建筑业的发展增加了一支生力军，并
成为组建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局的基础。

1953 年 6 月，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
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
同年 7 月，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经
过三年的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和生产准
备，1956 年 7 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如
期建成投产，并成为该时期典型建筑。

当时，苏联援助中国 156 项工程，
随后在1956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
高扬率团访华时又决定再援助中国兴建
55 个新的工业企业作为对 156 项工程的
补充，包括军事、冶金、化工、机械、
能源等多个项目领域。在苏联的援助之
下，中国工业制造能力显著增强，中国
建筑业逐渐成长。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新
中国诞生、抗美援朝、学习“老大哥”、国民
经济基础布局、北京“十大建筑”等。

二、准军事化管理体制阶段(1960～

1978年)
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终止合

同。苏联援建中国的 304 个项目，到 1960
年年底建成103个，201个正在建设中。苏
联全部撤走在华专家，而且带走全部设计
图纸和有关资料，使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
科研项目被迫中断，正在建设的200多项
工程有一大批被迫停工“下马”。

随着苏联“老大哥”变脸，中苏关系交
恶，中国建筑业开始走上独立自主、准军
事化管理的发展阶段。国家一方面要搞经
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准备打仗，党中央
决定组建基建工程兵、扩充铁道兵。“深挖
洞、广积粮”“大三线建设”等成为中国建
筑业的主战场。

1961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1960
年的 388.7 亿元锐减到 127.4 亿元，1962
年又减到71.3亿元。由于投资额大幅度
压缩，全国建筑业大规模精简，全民所
有制职工人数由 557.2 万人减到 193.3 万
人，其中，建筑工程部系统由 146 万人
减为 56.8 万人，减少了 89.2 万人，将近
三分之二。一些省市撤销了建筑工程
局，并动员大批职工回乡务农。这一时
期，我国建筑业经历了一段压缩、精简
的低迷期，给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

1962 年初，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
会)召开，建筑业开始广泛总结“大跃进”
的经验教训，并重新制定措施、组织力量，
开始停止集体企业盲目升级为国营企业
的做法，恢复集体所有制形式，使生产关
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与此同时，从1958
年下放企业收回8万多人，重新组建了8
个工程局。在远离沿海地区的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新疆、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
18个省、自治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

1966年，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扩充
原有的铁道兵，使从事建筑业的现役军人
达百万以上，加上建设兵团等准军事化建
设力量，中国建筑业准军事化管理为主体
的体制基本形成。

1965 年 12 月东风号万吨巨轮建成、
1969年12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等是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1973
年，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引进一批进口项
目，如辽阳化纤厂工程等，提出了加强港
口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大作用。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苏
联专家全部撤走、原子弹爆炸、组建基建
工程兵、扩充铁道兵、“大三线”建设、新中
国进入联合国、尼克松访华、粉碎“四人
帮”等。

三、企业承包经营管理阶段(1978～
1987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
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
施工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一时
期，中国建筑业在国家发展规划中被列
为支柱性产业，建筑业改革大纲发布实
施，企业承包经营制全面推开。体制机
制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建筑
业发展迅猛。

1979 年 8 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基
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在基
本建设领域开始试行“拨改贷”，改变了以
往政府财政无偿拨款的计划经济模式。
1980年4月，国家正式提出赋予国营施工
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制
度，给施工企业留有合理利润，经营责任
制开始在国营施工企业中陆续推行。1983
年，建筑企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同年 2
月，建设部发布《建筑业改革大纲》，提出
十个方面的改革举措，推行企业承包经营
制。同年 3 月，国家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布

《基本建设项目包干经济责任制试行办
法》，按建设规模、投资总额、建设工期、工
程质量、材料消耗包干，实行“责、权、利”
相结合的经营管理责任制。1984 年 9 月，
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
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
16项重要改革举措，包括全面推进基本建
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大力推行工程招
标承包制、全面推行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
等。随后，国家计委等单位又相继颁发了
一系列规定和办法，标志着我国建筑业改
革的全面启动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重
大转变。

从 1978 至 1983 年，我国建成投产的
大、中型项目达 595 个，如上海宝山钢铁
总厂、葛洲坝水电站、京秦铁路复线电气
工程等一大批大型的具有现代化技术的
建设项目。陡河电厂、秦岭电厂、北京石化
总厂、上海石化总厂等骨干项目，也都在
这个期间建成投产。同时期，在电力建设、
油田建设、铁路的复线电气化建设以及港
口建设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1984年，中
国建筑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设当时
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由此产
生了传颂至今的里程碑式口号——“深圳
速度”。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十
一届三中全会、八二宪法、建筑业改革大
纲、厂长经理负责制、百元产值含量包干、
利改税、青藏铁路、“深圳速度”等。

四、项目法施工阶段(1987～1997
年)

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长篇通讯——《鲁布革冲击》。 时任国务
院总理赵紫阳、副总理李鹏分别作出批
示，要求全国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
验，开启了我国建筑业生产方式和建设工
程管理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鲁布革水电工程建设中引进世界银
行贷款，面向国际公开招标，全面引入竞
争机制。日本大成公司以最低价中标后，
实行项目法施工，达到了缩短工期、降低
造价、质量优良的目标。这对我国原有的
建设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形成了在工
程建设领域具有划时代影响的“鲁布革经
验”。1987 年 7 月国家计委等五部委批准
18家企业作为第一批鲁布革经验推广试
点单位先行先试，以“工程招投标”为突破
口，以“管理层与劳务层分离”为标志，推
行“项目法施工”。“鲁布革经验”开启了我
国工程建设领域改革的新篇章，后来的招
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总承包管理等
皆受此影响。

1995～1996年，国家建设主管部门按
照国际惯例就推行项目管理进行了大量
调查研究，先后两次发布推行项目管理的
指导意见，提出了推行工程项目管理实现

“四个一”的管理目标，推动了“项目法施
工”的实施进程。

1987年，“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
优质工程奖)”设立。“鲁班奖”的设立推动
了企业质量管理能力的提升，增强了获奖
企业的社会信誉度、知名度和积极性，促
进了全行业工程质量水平的提高。

1992年春，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冲破了
关于市场和计划争论的框框，当年 10 月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目标，要求完善市场环境，转换建
筑企业经营机制，使建筑业企业成为真正
的市场竞争主体。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
鲁布革冲击、项目法施工、两层分离、
招投标制、施工监理制、企业资质管
理、鲁班奖设立、“小平南巡”“分税
制”、宏观经济调控等。

五、“法人管项目”阶段(1998～
2013年)

1998 年 3 月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
后开始推进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大大
加快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建筑业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较早的行业，在新一轮改
革中又一次被推到改革前沿，建筑企业的
改革大戏再次精彩上演。

1998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正式开始实施，随后《招投标法》《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等一批法律法规和规范陆续发布，建筑市
场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发展。在此背景
下，中国建筑率先提出“法人管项目”理
念，进一步丰富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内涵。

这一时期，中国建筑、中铁工、中铁
建、中交集团等建筑央企陆续上市，企业
发展步入快车道。一批苏浙民企通过股份
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内部管理体制机制
的改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崛起，
如中南建设、南通三建、南通四建、龙信建
设、金螳螂装饰、浙江中天、浙江广厦、亚
夏股份等一批优秀民企发展迅猛。

2001年，时任中国建筑总经理的孙文
杰首次提出“法人管项目”的理念，而后创
新了“法人管项目”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
主要体现为“三集中”，即“资金集中管理、
大宗材料集中采购、劳务集中招标”，通过

“三集中”管理，实现企业体系管理的精细
化和法人管理的集权化与集约化。中国建
筑提出的区域化经营、专业化发展、精细
化管理、国际化协同的管理理念逐渐被行
业内认可，成为许多优秀建筑企业运营管
理的基本做法。2003年中建五局率先提出
的“三次经营”理念，而后又总结提炼出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方圆图”理论模型，丰
富了“项目法施工”和“法人管项目”模式
的科学内涵。

2001～2010年，建筑业总产值以20%
左右的增长率稳定上升。2009 年，“4 万
亿”救市计划实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确保建筑业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
弊端。2010年开始，建筑业产值与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均显现出下行趋势。建筑业产
值规模虽然保持了快速发展，但可持续发
展能力仍显不足，发展模式粗放，发展质
量不高，标准化、信息化、精细化水平较
低，管理手段落后，建造资源耗费量大，技
术进步较慢，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诚实
守信的行业自律机制缺位。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建
筑法正式实施、招投标法发布、项目管理
规范、法人管项目、住房制度改革、三峡工
程、“4万亿”救市、高铁建设、金融危机、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等。

六、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2014
年以来)

建筑业的发展虽然一路历经风雨，但
始终在持续前行。随着PPP模式的推广、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特点的来临，
建筑业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2014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广运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
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试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
版）》，大大促进了PPP模式在全国各地的
快速推进，PPP模式给建筑市场带来了深
刻变化。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
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
年境外业务完成营业额 11382.9 亿元，同
比增长7.5%，新签合同额17911.2亿元，同
比增长10.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
已占境外业务总量的近一半。2018年全国
有69家企业入围国际承包商250强，上榜
企业数量蝉联各国榜首。

2015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战略，这
一战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投
入结构、排放结构、动力结构以及分配结
构，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与可持续发
展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既是建筑业的一次前所未有
的机遇，也是一次挑战。

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他提出了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新要求。

从规模增长速度来看，这一阶段建筑
业经历了从高速到缓慢再到平稳的发展
过程，建筑业数量型、速度型发展态势有
所弱化。从发展质量上来看，建筑业在装
配化、绿色化、信息化等方面取得一定成
效，向高标准、高品质、高效益发展又前进
了一步。

近几年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PPP模
式推广、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营改
增”、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宪法修正案、中
美贸易战等。

回望过去，思考未来。2019年，我们又
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世界面临着百年不遇
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各种矛盾交织在一
起，形势错综复杂。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遇
到诸多艰难险阻，但与建国初期的“一穷
二白”相比，与当年美苏的围追堵截、新中
国孤立无援相比，目前的困难应该不算什
么！当前中国建筑业正处在由高速度增长
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阶段，只要我们
坚定信心，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做好自
己，做强自己，就一定能够攻坚克难，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既定目标。

(作者系中南建设集团董事局副主
席、总裁)

新中国建筑业的七十年回望
□鲁贵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