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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前三季度建筑施工行业 

发展情况简报 

2019 年第 3 期（总第 9 期）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行业发展部 2019 年 11 月

 

编者按：2019 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697798 亿元，同比

增长 6.2%，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61204 亿元，同比增长

5.4%。建筑业完成总产值 162467.34 亿元，同比增长 6.7%，建筑业

企业新签合同额 187135.3 亿元，同比增长 4.4%。国有及国有控股建

筑业企业完成产值 58233.44 亿元，同比增长 16.8%，占建筑业总产

值的 35.8%。 

对 PPP 项目进一步规范管理。2014 年至 2019 年 9 月末，管理

库项目累计 9249 个、投资额 14.1 万亿元。 

政府部门发布《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一步做好农村危房改

造工作的通知》、《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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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初步核算后，2019年 1-9月，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69779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2%，涨幅较上半年回落 0.1 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国内 GDP 涨幅分别为 6.4%、6.2%和 6.0%。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43005 亿元，同比增长 2.9%；第二产业

增加值 277869 亿元，增长 5.6%；第三产业增加值 376925 亿元，增

长 7.0%。 

一、2019 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1-9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61204 亿元，同比增长

5.4%，增速比 1-8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从环比速度看，9 月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0.41%。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264805

亿元，同比增长 4.7%，增速比 1-8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1566 亿元，同比下降 2.1%，降幅比

1-8 月份收窄 1.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 138361 亿元，增长 2.0%，

增速回落 0.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 311277 亿元，增长 7.2%，增

速回落 0.1 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 4.0%，增速比 1-8 月份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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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值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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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增长 9.1%，增速回落 0.2 个百分点；西

部地区投资增长 5.5%，增速加快 0.3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投资下降

4.6%，降幅扩大 0.3 个百分点。 

分登记注册类型看，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6%，增

速与 1-8 月份持平；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4%，增

速加快 0.7 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8%，增速

回落 0.7 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

比增长 4.5%，增速比 1-8 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

业投资增长 9.8%，增速回落 1.2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 7.9%，

增速加快 0.2 个百分点；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9%，增速加快 1.2

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0.9%，1-8 月份为下降 0.3%。 

二、2019 年前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 

1-9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8008 亿元，同比增长 10.5%，

增速与 1-8 月份持平。其中，住宅投资 72146 亿元，增长 14.9%，

增速持平。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73.3%。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51680亿元，同比增长 8.6%，

增速比 1-8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 20481 亿元，增长

10.0%，增速加快0.2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21754亿元，增长16.2%，

增速加快 0.2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投资 4093 亿元，增长 9.9%，增速

加快 0.2 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3420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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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比 1-8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583683 万

平方米，增长 10.1%。房屋新开工面积 165707 万平方米，增长 8.6%，

增速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122308 万平方米，

增长 8.8%。房屋竣工面积 46748 万平方米，下降 8.6%，降幅收窄

1.4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33084 万平方米，下降 8.5%。 

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545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0.2%，

降幅比 1-8 月份收窄 5.4 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8186 亿元，下降

18.2%，降幅收窄 3.8 个百分点。 

三、2019 年前三季度建筑业经营发展情况 

1-9 月份，全国建筑业完成产值 162467.34 亿元，同比增长 6.7%，

增速回落 2.7 个百分点。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 187135.3 亿元，同

比增长 4.4%，增速回落 3.1 个百分点。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 353244.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7.5%，增速回落 16.1 个百分点。 

（一）各省及地区建筑业产值 

分省份看，江苏省建筑企业完成产值 20682.23亿元，位列第一；

浙江省建筑企业完成产值 13610.45 亿元，位列第二；湖北省建筑企

业完成产值 11184.4 亿元，位列第三。 

产值增幅最大的是广东省，同比增长 20.7%；北京市、云南省、

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比增长均超过 15%，

同比分别增长 15.3%、16.9%、17.9%、15.3%、17.4%；浙江省、吉

林省产值下降幅度较大，分别同比下降 26.8%、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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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份，全国建筑业企业跨省完成产值 55301.22 亿元，同比

增长 3.3%。跨省完成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为 34%。 

分省份看，江苏省建筑企业跨省完成产值 9397.16 亿元，位列

第一；北京市完成 6133.19 亿元，位列第二；浙江省完成 5059.06

亿元，位列第三。内蒙古自治区同比增长 83.6%，增长幅度最高；

浙江省、甘肃省、黑龙江省、海南省等 4 个省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负增长，其中，浙江省同比下降 45.1%，海南省同比下降 46.5%，

下降幅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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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建筑业总产值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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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跨省完成产值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省外完成产值（亿元）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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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华东地区上半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为 68529.93亿元，

位列第一。同比增长幅度最高的为华南地区，增幅为 19.1%；跨省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最高地区为华东地区，企业完成产值 26341.46 亿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7.2%，增速较去年下降 18.2 个百分点。增长幅

度最高为华南地区，增长 23.5%。 

表 1：2019 年前三季度各地区完成建筑业产值、省外产值及变化情况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同比变化率（%） 建筑业省外总产（亿元） 同比变化率（%）

华北地区 18927.04 10.8 10432.44 16.0 

华东地区 68529.93 0.3 26341.46 -7.2 

华中地区 26037.17 12.5 8164.78 12.1 

华南地区 14280.52 19.1 3034.87 23.5 

西北地区 8507.02 10.4 2247.25 13.1 

西南地区 22073.01 11.7 4012.28 18.2 

东北地区 4112.65 -4.5 1068.14 5.4 

（二）企业新签合同额 

分省份看，江苏省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 19344.6 亿元，位列

第一；浙江省企业新签合同额 15587.05 亿元，位列第二；广东省企

业新签合同额 14291.6 亿元，居第三位。同比增长幅度最高的为青

海省，同比增长 48.5%；浙江省下降幅度较大，同比下降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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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新签合同额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新签合同额(亿元）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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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华东地区新签合同额位列第一，计 74330.47 亿元，

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3.3%，是唯一的负增长地区。西北地区增长

20.4%，增长幅度较大。 

表 2：2019 年前三季度各地区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及变化情况 
 建筑企业新签合同额（亿元） 同比变化率（%） 

华北地区 24010.51 6.0 

华东地区 74330.47 -3.3 

华中地区 30339.18 11.9 

华南地区 18442.47 13.5 

西北地区 10458.66 20.4 

西南地区 24622.37 7.9 

东北地区 4931.60 0.5 

（三）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 

分省份看，江苏省房屋新开工面积 56897.96 万平方米，位列第

一；浙江省 40374.26 万平方米，位列第二；湖北省 27195.91 万平方

米，位列第三。 

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幅度最高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

27.2%，共有 19 个省市地区出现负增长。下降幅度较高的为西藏自

治区、浙江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分别同比下降 40.4%、32%、

26.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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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新开工面积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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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5 个地区均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华东地区

新开工面积为 170525.5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4.2%，下降幅度最大。

西北地区同比增长 11.7%，位列第一。 

表 3：2019 年前三季度各地区房屋新开工面积及变化情况 
 建筑业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同比变化率（%） 

华北地区 33640.47 -0.0008 

华东地区 170525.55 -14.2 

华中地区 63478.45 -1.0 

华南地区 23568.90 -0.9 

西北地区 14296.91 11.7 

西南地区 40198.25 0.4 

东北地区 7536.07 -13.8 

（四）建筑企业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数 

1-9 月份，全国建筑企业单位数 97378 家，同比增长 7.9%。 

分省份看，江苏省建筑业企业单位 8985 家，位列第一；浙江省

7063 家，位列第二；山东省 6733 家，位列第三。海南省建筑企业

数量同比增长 28.3%，贵州省同比增长 24.5%，福建省同比增长

18.9%，增幅居全国各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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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建筑企业单位数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建筑企业单位数（家）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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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份，全国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数量 4679.24 万人，同比下

降 1.9%。 

分省份看，江苏省建筑业企业人员 674.59 万人，位列第一；浙

江省 546.71 万人，位列第二；福建省 372.42 万人，位列第三。增长

幅度超过 10%的是广东省、安徽省，分别同比增长 14.3%、10.4%。

下降幅度超过 20%的有浙江省、河北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

青海省，分别同比下降 21.5%、25.7%、20%、21.1%、22.5%。 

 

分地区看，华东地区建筑企业数量为 37624 家，位列第一。华

南地区同比增长 15.7%，华中地区同比增长 10.7%，位居前列。 

企业人员数量最高的为华东地区，计 2291.28 万人，与去年同

期相比减少 105.51 万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

区企业人员数量为负增长，华北地区同比下降 11.4%，东北地区下

降 11.1%，下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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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建筑企业人员数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建筑企业人员数（万人）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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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9 年前三季度各地区建筑业企业数量、企业人员数量及变化情况 
 建筑业企业数量（家） 同比变化率（%） 企业人员数量（万人） 同比变化率（%）

华北地区 10381 1.9 302.27 -11.4 

华东地区 37624 7.8 2291.28 -4.4 

华中地区 13540 10.7 696.30 4.4 

华南地区 7546 15.7 384.10 10.2 

西北地区 6525 8.1 237.89 -2.0 

西南地区 12960 9.4 643.54 1.5 

东北地区 8802 3.8 123.86 -11.1 

（五）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发展情况 

1、各省及地区建筑业产值 

1-9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 58233.44亿元，

同比增长 16.7%，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35.8%。 

分省份看，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完成建筑业产值

6842.36 亿元，占北京市建筑业产值 80.6%，位列第一；湖北省国有

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 5385.26 亿元，占湖北省建筑业总

产值的 48.1%，位列第二。产值增长幅度位居前列的为西藏自治区、

广东省，分别同比增长 3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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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完成总

产值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建筑业总产值（万元）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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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华东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

14985.75 亿元，位列第一，占地区总产值 21.9%，华中地区国有及

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 10679.04 亿元，位列第二，占地区总

产值 41%；华南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同比增长

25.3%，位列第一。 

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比重最高的为西

北地区，占比 57.4%；华东地区占比最低，占比 21.9%。 

表 5：2019 年前三季度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总产值及变化情况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占地区总产值比重（%） 同比变化率（%） 

华北地区 5488.75 29.0 10.4 

华东地区 14985.99 21.9 16.0 

华中地区 10679.04 41.0 20.0 

华南地区 6008.68 42.1 25.3 

西北地区 4881.92 57.4 11.0 

西南地区 7925.78 35.9 20.6 

东北地区 1420.92 34.5 -5.1 

2、企业新签合同额 

1-9 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 80839.51 亿

元，同比增长 12.8%，占全国建筑企业新签合同额的 43.2%。 

分省份看，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

8962.81 亿元，位列第一，占全市新签合同额的 82.1%；湖北省国有

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 7954.42 亿元，位列第二，占全

省新签合同额的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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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华东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

20884.14 亿元，位列第一；华中地区新签合同额 14981.75 亿元，位

列第二；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幅度最高的为西北地区，增长 27%。 

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占比最高的地区为西北

地区，占比 63.9%，占比最低的为华东地区，占比 28.1%。 

表 6：2019 年前三季度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新签合同额及变化情况 

 新签合同额（亿元） 占地区总产值比重（%） 同比变化率（%） 

华北地区 7712.74 32.1 0.3 

华东地区 20884.14 28.1 10.0 

华中地区 14981.75 49.4 15.8 

华南地区 8925.09 48.4 22.2 

西北地区 6687.31 63.9 27.0 

西南地区 10718.55 43.5 13.0 

东北地区 1967.12 39.9 5.8 

3、建筑业企业单位及人员数量 

1-9 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单位数 6793 个，同比增

长 1.6%，占全国建筑业企业的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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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新签合

同额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亿元）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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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份看，山东省 527 家，位列第一，同比增长 5.2%；广东省

399 家，位列第二，与去年同期持平；贵州省增长幅度大，同比增

长 24.2%。 

 

1-9 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人员数 986.21 万人，同

比增长 6.4%，占全国建筑业人员总数的 21.1%。 

  分省份看，广东省人员数 79.66 万人，位列第一，同比增长 22.3%；

四川省人员数 69.42 万人，位列第二，同比增长 14.3%。从增长幅度

看，云南省同比增长 33.5%，位列第一；西藏自治区同比 25.8%，

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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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单位数

量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单位数量（家）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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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19年前三季度各省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人员数

量及同比变化率

2019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人员数（万人） 同比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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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华东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 1881 家，位列

第一，同比增长 3.1%，占地区总数量的 5%；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数量出现负增长，分别同比下降 1.6%、

4.1%，同比增长幅度最大的西南地区，增幅为 8.4%。 

表 7：2019 年前三季度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数量及同比变化率 

 建筑业企业数量（个） 占全地区总数量比重（%） 同比变化率（%） 

华北地区 1102 10.6 -1.6 

华东地区 1881 5.0 3.1 

华中地区 974 7.2 0.6 

华南地区 554 7.3 0.9 

西北地区 706 10.8 1.3 

西南地区 942 7.3 8.4 

东北地区 634 7.2 -4.1 

华东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人员数量 268.97 万人，位

列第一，同比增长 4.2%，占全地区总数的 11.7%；华南地区国有及

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同比增长 15.2%，增长幅度位列第一，西北地

区、东北地区为负增长，分别同比下降 2.5%、12.4%。  

表 8：2019 年前三季度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人员数量及同比变化率 

 企业人员数量（万人） 占全地区总数量比重（%） 同比变化率（%） 

华北地区 119.49 39.5 1.5 

华东地区 268.97 11.7 4.2 

华中地区 174.42 25.0 11.2 

华南地区 130.92 34.1 15.2 

西北地区 106.19 44.6 -2.5 

西南地区 154.44 24.0 13.6 

东北地区 31.78 25.7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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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外投资和承包工程 

1-9 月份，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 5964.4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2.7%（折合 870.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其中，我国境内

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501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 5551.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折合

809.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 

1-9 月份，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 6998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1.5%（折合 1021 亿美元，同比下降 6.3%），新签合同额

10052.9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0.2%（折合 1466.7 亿美元，同比下

降 5.1%）。 

1-9 月份，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 56 个国家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 100.4 亿美元，同比下降 6.9%，占同期总额的 12.4%，主

要投向新加坡、越南、老挝、印尼、巴基斯坦、阿联酋、泰国、马

来西亚、柬埔寨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

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61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 4906

份，新签合同额 868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的 59.2%，同比增长 18.4%；完成营业额 558.9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

的 54.7%，同比下降 4.4%。 

四、PPP 模式推进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管理项目库累计 9249 个、投资额 14.1 万

亿元；落地项目累计 6039 个、投资额 9.2 万亿元，落地率 65.3%；

开工项目累计 3559 个、投资额 5.3 万亿元，开工率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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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库项目情况 

前三季度，净增项目 412 个、投资额 6895 亿元，扣除地方主动

退库项目，三季度比二季度净增入库项目213个、投资额4420亿元；

净增落地项目 228 个、投资额 3359 亿元；净开工项目 113 个、投资

额 2045 亿元。 

管理库共包括能源、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市政工程、城镇综合开发、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

程、旅游、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政府

基础设施和其他 19 个一级行业。 

（二）示范项目执行情况 

截至 9 月末，四批示范项目共 976 个，投资额 2.1 万亿元，覆

盖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兵团和 19 个行业。其中，2014

年第一批示范项目 18 个（最初为 30 个，陆续调出 12 个），投资额

518 亿元；2015 年第二批示范项目 157 个（最初为 206 个，陆续调

出 49 个），投资额 4499 亿元；2016 年第三批示范项目 421 个（最

初为 516 个，陆续调出 95 个），投资额 9042 亿元；2017 年第四批

示范项目 380 个（最初为 396 个，陆续调出 16 个），投资额 5989

亿元。落地示范项目共 910 个，投资额 2.0 万亿元，覆盖 19 个行业。 

（三）民企参与情况 

社会资本性质的 5990 个落地项目中，参与合作的社会资本共

10713 家，其中民企占 34.6%；民资背景落地项目 2607 个、投资额

3.0 万亿元，分别占社会资本所有制信息完善落地项目的 43.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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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四）财政承受能力情况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按财政本级（含省本级、地市本级、区县

本级）统计，全国 2602 个有 PPP 项目入库的行政区中，2583 个行

政区（占 97.9%）的各年度 PPP 项目从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财政支

出责任占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以下简称财承占比）保持在 10%以

下，符合财政承受能力要求。其中，1866 个行政区财承占比低于 7%

预警线，处于安全区间，含 1415 个行政区低于 5%，按照《关于推

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财金〔2019〕10 号，

简称 10 号文），可以继续申请各行业领域的政府付费类项目入库。

19 个行政区超 10%，这些行政区已经停止新项目入库。 

五、2019 年第三季度建筑业相关政策文件 

★ 7 月 17 日，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

改革试点城市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以城市为单位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充分发挥地方熟悉情况、整合资源的优势，突出地方主体地位，

落实好中央减税降费政策，中央财政给予资金支持。且需立足于完

善机制，弥补市场失灵，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

下“支小助微”，更好地利用市场化手段创造良好环境，激发内生动

力。《通知》明确，从 2019 年起，中央财政通过普惠金融发展专项

资金每年安排约 20 亿元资金，支持一定数量的试点城市。试点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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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为 3 年，东、中、西部地区每个试点城市的奖励标准分别为 3000

万元、4000 万元、5000 万元。奖励资金可用于试点城市金融机构的

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或代偿，或用于试点城市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资本补充。试点城市应注重加强部门统筹协调和政策联动，

特别是与中央财政已出台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代偿补偿等政策形成互补和合力，不得对同一主体重复安

排资金支持。 

★ 7 月 2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发

布《关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一步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全国现有 4 类重点对象危房存量 135.2 万户，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4.3 万户。上述危房存量已全部纳入 2019 年

中央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和补助资金范围，须于 2019 年底前全部开工，

2020 年 6 月底前全部竣工。 

《通知》要求，相关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工作责任感和

使命感，夯实锁定危房改造任务，严格执行现行建设标准，加大对

深度贫困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加强危房鉴定和竣工验收技术指导，

做好农房抗震改造试点工作，持续深入开展作风专项治理，并强化

责任落实。 

★ 7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

营商环境的通知》。 

《通知》要求，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

做法，严格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政府采购执行管理，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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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电子化政府采购，进一步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并完善政府采

购质疑投诉和行政裁决机制。新政采取从源头开启管制的策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制定涉及市场主体的政府采购制度办法，要严格

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充分听取市场主体和相关行业协会商会意

见，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止出现排除、限制市场竞争问题。

重点审查制度办法是否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条件排斥潜在供

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是否设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审批或

者具有审批性质的备案，是否违规给予特定供应商优惠待遇等。经

审查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可以颁布实施；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应当不予出台或者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后出台；

未经公平竞争审查的，不得出台。 

★ 8 月 2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营

商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提出，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是

贯彻落实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政治站位，提高思想认识，强

化组织领导，周密抓好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商务部、铁路局、民航局，

按照职责分工，指导督促各地区、各部门落实专项整治任务。各地

招投标工作牵头部门是本地区专项整治的统筹部门，要加强组织协

调，形成部门合力，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治任务。各地招投标行政

监督部门是本地区专项整治的责任主体，要切实担负起行业监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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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将整治任务落实到位。各级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协助做好专项

整治工作。二是依法纠正查处。各地区、各部门对随机抽查、重点

核查过程中发现的限制、排斥不同所有制企业招投标的违法违规行

为，要依法予以处理。对尚未截止投标的项目，招标公告、投标邀

请书、资格预审公告、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设置限制、排斥不

同所有制投标人内容的，责令及时改正，取消不合理的条件限制；

对已截止投标但尚未确定中标候选人的项目，视违法情节严重程度

责令改正；对已经完成招标的项目，也应严肃指出违法情形，责令

承诺不再发生相关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严重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记入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信用记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公开。

对地方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招投标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依法严肃处理。对地方各级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管职

责的，进行严肃问责。三是加强宣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要通过

多种途径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充分彰显党中央、国务院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进一步

增强企业发展信心，稳定市场预期，为专项整治工作营造良好舆论

氛围。要大力开展行业警示教育，通过多种渠道曝光一批典型违法

违规案例，增强相关市场主体对招投标违法违规行为危害性的认识，

自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四是建立长效机制。建立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一项长期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在开

展专项整治工作的基础上，健全管理制度，完善工作机制，加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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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监管，坚决防止违法违规行为反弹。同时，注重广泛听取招投标

市场主体、行业协会等方面意见建议，加快建立健全保障不同所有

制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支持不同所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

制，巩固专项整治成果。 

★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纲要》提出到 2020 年，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通建设

任务和“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各项任务，为交

通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从 2021 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推

进交通强国建设。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拥有发达的快速

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城乡区域交通协调发展达到新

高度；基本形成“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都市区 1 小时通勤、城市

群 2 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3 小时覆盖）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

圈”（国内 1 天送达、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 3 天送达）；

交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纲要》从技术角度提出了基础设施布局完善、立体互联；交

通装备先进适用、完备可控；运输服务便捷舒适、经济高效；科技

创新富有活力、智慧引领；安全保障完善可靠、反应快速；绿色发

展节约集约、低碳环保等发展要求，并提出要充分结合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超级计算等新技术。在开放合作面向全

球、互利共赢方面，《纲要》要求构建互联互通、面向全球的交通网

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为主体，推进与周边

国家铁路、公路、航道、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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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的全球连接度，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航运中心，推进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拓展国际航运物流，发展铁路国际班列，推进跨

境道路运输便利化，大力发展航空物流枢纽，构建国际寄递物流供

应链体系，打造陆海新通道。维护国际海运重要通道安全与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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