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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行业分析 

1.建筑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

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供给侧改革的潜力和机遇巨大，但同

时也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动能转

换及挑战增多等颇为复杂的形势变化。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柱产业，面对当前人口红利的消失，建

筑业生产方式粗放、劳动力短缺、劳动生产率低下、国际竞

争力不强等突出问题，困扰了我国建筑业企业和行业的整体

发展。 

2021 年 5 月 10 日，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广东省

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

施》），构建了广东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其中

《若干措施》强调先进建造方式的应用，重点推行智能建造，

要求加大新技术的集成与运用、加强智能建造应用场景建

设、推进 BIM 技术应用等，同时要大力推进新型建筑工业化，

发展绿色建筑，同时还要求增加产业人才供给，并通过建设

产业工人训练基地，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探索建筑业现代学徒制，改革建筑用工制度。《若干措施》

从政策层面为广东省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及建筑人才培养指

明了方向和路径。 

茂名作为北部湾城市群及湛茂都市圈的一个重要城市，

将被打造成沿海经济带新的增长极，同时将为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提供重要支撑。随着茂名市域范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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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高速、高铁、机场等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及城乡建设

项目的相继投用和开工建设，建筑产业化及智慧建造将成为

茂名建筑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也为处于建筑

产业化发展阶段的粤西地区，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而

茂名市电白区作为“中国建筑之乡”，在电白注册的建筑企

业就有 348 家，也必将抓住所面临的发展机遇，成为促进地

区建筑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据统计，2021 年 1-9 月，电白

区建筑业产值 739.93 亿元，同比增长 17.5%，税收收入

25.52 亿元，同比增长 64.0%，占全区税收收入比重 72.8%。

可见，茂名建筑行业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和优势

尤为突出。 

为了弥补建筑行业劳动力供求缺口、持续提升“十四五”

期间我国建筑行业的质量安全水平，建筑业必将迈向智能

化、机械化、自动化的发展时代，通过信息技术、数字化技

术的应用，大幅提升行业生产效能与工人人均效率。随着

BIM 技术、智能建筑、智慧工地、无人机等技术在建设工程

中的逐步运用，国家、省、市对高技能建筑产业人才的需求

将会进一步加大。 

2.人才需求分析 

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全国范围内，建筑人才

需求同比增长 11.7%。一线地区中，广东对建筑人才需求增

长较快，同比增长达到 15%；北京对建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

13.5%；上海对建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 13.2%。；二线地区

中，江苏、浙江、湖北、四川、河北、天津、河南、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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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湖南十个省市对建筑人才需求较为旺盛，同比增长均

超过 12%。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及建筑行业改革的不断

深入，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建筑行业新材料、新设备、新工

艺、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建筑行业对技能型建筑人才的需求

也将不断增长。 

目前，广东省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超过 337 万人，从业人

数位列国民经济行业第三。而粤西作为“建筑之乡”，拥有

建筑企业 709 家，在本地区建筑业从业人数就超过 35 万人。

且粤西地区的建筑施工企业大部分都在市外设立了分支机

构或项目部，外出施工从业人员超 100 万人，企业承担的项

目遍布全国各地及“一带一路”各国。“十三五”期间广东

省建筑业产值年均增率为 9.985%，每年对建筑类人才需求

达 6.3 万人，仅粤西地区每年建筑类人才缺口就达 4200 人，

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城镇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燃

气、公共交通、老旧小区改造以及高速公路、机场、水利工

程等基础工程建设，都急切需要建筑类人才，这一缺口也将

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仍在不断增大。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粤府函〔2020〕82 号）》

指出推动现代建筑材料向规模化、绿色化、高端化转型发展。

从粤西地区的职业教育专业群结构来看，学院建设工程管理

专业群是粤西地区高职院校中唯一的土木建筑类专业群，而

阳江市、云浮市、湛江市都是以农、医、师为主的高职院校，

所培养人才远远未能满足粤西地区作为“建筑之乡”对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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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专业人才和产业集群的需求。今后应加大力度加强茂

名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群的建设，使到粤西地区

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合理化、完整化，以培养更多满足建筑行

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建筑类专业技术人才，助力区域经济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