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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2014年我国软装行业市场规模约1322亿元，同比2013年的1150亿元增长了14.96%。

      在公共建筑装饰装修中，受高层、超高层建设项目快速增加，建筑幕墙全年完成工程总产

值3000亿元，比2013年增加了500亿元，增长幅度为20%；成品房精装修受国家产业化政策引

导和市场认知程度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全年完成工程产值6000亿元，比2013年增加1000亿元，

增长幅度为20%；受国际经济缓慢复苏、环境微弱好转的影响，境外工程产值约为300亿元人

民币，比2013年增长了20%。

      2014年，全行业实现建筑业增加值在1.68万亿元左右，比2013年增加了1800亿元，增长幅度

为12%，其中上缴税收约为3000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8.9%左右；劳动者收入9400亿元，

比2013年增加了500亿元，增长幅度为10.6%左右；全行业实现净利润约为730亿元，比2013年

增加了150亿元，增长幅度约为25.9%左右；全行业平均利润率在2.3%左右，比2013年提高

了0.3个百分点。

      2、2014年行业内企业状况

      2014年，行业内企业总数在14万家左右，比2013年减少了约0.1万家，下降幅度为0.7%。退

出市场的企业，主要是承接散户装修、没有资质的小型企业，有资质的基本企业数量变化不

大。2014年，行业内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力度加大，特别是上市公司对企业的并购数量与规

模都超过2013年。但企业的并购、重组都是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进行的，原企业的法人地位没

有改变，因此，并购、重组并未引发企业数量的变化。

      2014年，企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企业平均产值约为2257万元，比2013年增长约为10.1%，其

中公共建筑装饰领域最大企业完成工程产值340亿以上，比2013年增长41.6%；建筑幕墙领域

最大企业完成工程产值170亿以上，增长近21.4%。装饰装修行业年工程产值超过50亿元的企

业增加到8家，比2013年增加了2家。公共建筑装饰装修百强企业平均年产值17.16亿元，

比2013年增加了1.28亿元，增长幅度为8.07%；建筑幕墙100强企业平均年产值15.3亿元，

比2013年增加了2.1亿元，增长幅度为15.91%。

      2014年，新增主业为建筑装饰装修施工一级资质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为127家；新增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一级资质企业83家；新增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项设计甲级资质企

业45家。新增主业为建筑幕墙施工一级资质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为52家；新增建筑幕墙工程

设计施工一体化一级资质企业32家；新增建筑幕墙工程专项设计甲级资质企业27家。行业现

共有建筑装饰装修施工一级资质企业1647家、建筑装饰装修设计施工一体化一级资质企业371

家、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项设计甲级资质企业1069家；建筑幕墙施工一级资质企业496家、建



筑幕墙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企业184家、建筑幕墙工程专项设计甲级资质企业477家。以

上数据均包含兼营资质。

      2014年新增主业为建筑装饰装修施工二级资质企业约为210家；新增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

一体化二级资质企业约为350家；新增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项设计乙级资质企业约为150家。

新增主业为建筑幕墙施工二级资质企业约为230家；新增建筑幕墙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二级资

质企业约为260家；新增建筑幕墙工程专项设计乙级资质企业约为150家。新增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三级资质企业约为610家；新增建筑幕墙施工三级资质企业约为100家。

      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共有建筑装饰行业上市公司16家，其中建筑装饰装修类企业10家，

建筑幕墙类企业6家。另有50多家装饰公司在股权交易所成功挂牌交易，资本市场中装饰板块

在不断扩大。预计未来几年，将持续有装饰公司上市，资本市场中一板、二板、三板的装饰

板块还将持续扩充，登陆资本市场与社会共享企业发展成果的企业数量将不断增加。

      3、2014年行业从业者队伍状况

      2014年全行业从业者队伍约为1600万人，与2013年基本持平。全年接受大专院校毕业生

约20万人，行业内受过高等系统教育的人数达到240万人，比2013年提高了9.1%，受过高等教

育人数占从业者总数的15%左右，比2013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2014年新增装饰工程设计人员

约10万人，增长幅度约为8%，全行业设计人员总数约为145万，占从业者总数的9.1%左右。

      2014年全行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为19.75万元，比2013年提高了9.36%左右。行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主要影响因素是产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具体表现在施工过程的成品率不断提高。目

前公共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平均成品率在60%左右，最高的可达到90%以上；住宅装饰装修工

程的平均成品率在40%左右，最高的可达到70%以上。同时，产业化水平提高具体表现在劳动

力结构的变化，目前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与生产加工基地人员数量比约为6:4，大型骨干企业可

达到5.5:4.5。

      行业从业者队伍的年龄构成中，20～35岁的从业者主要集中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工厂

加工领域，女性比例在40～60%；而施工现场作业人员主要由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构成，男性

比例在90%左右。由于年青技术工人补充严重不足，施工现场劳动力老化现象日益突出，从

业者队伍的年龄、性别结构越来越不合理。行业已经到了改变施工作业方式的临界点，必须

通过技术升级才能解决，是转变行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推动因素。

      本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研究报告是智研咨询公司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

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尽的内容。智研咨询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

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中国建筑装饰

装修行业研究报告是2014-2015年度，目前国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

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价值。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智研咨询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

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

总署、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研究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

联系的全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中国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建筑装饰装修行

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建筑装饰装修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

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

，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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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2022年我国建筑装饰产业预测

建筑装饰行业的发展与房地产的发展是同步的，房地产一直在增长，所以建筑装饰行业也必

然会随之增长，且涨幅大概在10%左右。

2、十二五期间我国建筑装饰业发展目标

（1）&ldquo;十二五&rdquo;行业规模的发展目标

&mdash;&mdash;行业2015年工程总产值力争达到3.8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7万亿元，总增长

率为81%，年平均增长率为12.3%左右。

&mdash;&mdash;在全部工程总产值中，公共建筑装饰装修（包括住宅开发建设中的整体楼盘

成品房装修）争取达到2.6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5万亿元，增长幅度在136%左右，年平均增

长率为18.9%左右；其中建筑幕墙要达到4000亿元，比2010年增长2500亿元，增长幅度在167%

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为21.3%左右。

&mdash;&mdash;住宅装饰装修（单个家庭独立装修工程）争取达到1.2万亿元，比2010年增

长2500亿元，增长幅度在26.3%左右，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9%左右。

&mdash;&mdash;行业总产值中，海外工程产值力争达到5000亿元，比2010年增长3000亿元，增

长幅度在150%左右，年平均增长速度在20%左右。

（2）&ldquo;十二五&rdquo;的企业发展目标

&mdash;&mdash;到2015年，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的企业总数力争保持在12万家左右，比2010年

减少3万家，下降幅度为20%左右。

&mdash;&mdash;企业结构与品质力争发生重要变化，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工程资质的

企业数量争取达到7万家以上，增长幅度为20.7%。

&mdash;&mdash;在企业做大、做强、做专、做精方面，力争取得新的进展，形成一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专业工程企业；以工程企业为核心的集团式装饰企业数量争取达到100

家；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上市的建筑装饰工程类企业数量力争达到25家以上。

&mdash;&mdash;行业内领军企业的产值力争有大幅度提高，其中建筑幕墙专业50强的平均产

值争取达到30亿元；最大领军企业2015年的工程产值力争达到350亿元左右，比2010年增长230

亿元左右，增长幅度达到190%左右，年增长速度在24%以上。

&mdash;&mdash;公共建筑装饰装修100强企业的平均产值力争达到25亿元，最大领军企业2015

年工程产值力争达到130亿元，比2010年增长80亿元，增长幅度达到160%左右，年增长速度

在21%以上。

&mdash;&mdash;住宅装饰装修专业的最大企业，2015年工程产值力争达到40亿元以上，

比2010年增长20亿元，增长幅度在100%左右，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4.8%以上。

（3）&ldquo;十二五&rdquo;行业从业者队伍建设发展目标



&mdash;&mdash;到2015年，行业的从业者总数力争达到1800万人，比2010年增加300万人，增

长幅度为20%。在工程产值预计增长81%的前提下，劳动力增幅相对下降，劳动力素质需要大

幅度提高。

&mdash;&mdash;在整合社会资源、加大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制与机制、搭建人才培养平台

的基础上，着力调整行业的人才结构，提升从业者队伍的整体素质。力争通过技术发展和人

力资源水平的提高，使行业年平均劳动生产率由2010年的14万元/人，提高到21万元/人，增长

幅度达到50%。

&mdash;&mdash;到2015年，建筑装饰行业从业者队伍中，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人数力争达

到250万人，比2010年增加100万人，年平均增加20万人。每年新增从业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员争取占到50%左右。

&mdash;&mdash;行业内持证上岗的人员比例要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的比例力争达到90%以

上；中部地区的比例力争达到80%以上；西部地区的比例力争达到60%以上。

&mdash;&mdash;到2015年，力争形成一支在社会上有较强影响力的设计师、工程项目管理团

队。设计师队伍人员总数争取达到120万人，比2010年增加40万人，其中，中、高级设计师总

人数争取达到12万人，比2010年增加7万人，高级设计师争取达到1万人，并产生出在国际上

有影响力的名牌设计师；项目管理人员力争达到40万人，其中一级注册建造师争取达到18万

人，比2010年增加7万人。

&mdash;&mdash;在&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力争造就一批有成就的企业家，形成高端人才

队伍，一方面扩大行业的社会影响，一方面为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

保障。

（4）&ldquo;十二五&rdquo;行业的技术发展目标

&mdash;&mdash;到2015年，建筑装饰行业工程主导技术力争实现重大突破，标准化、工业化

部件部品的比重要大幅度提高，要认真借鉴国内、外经验，在新建工程项目中，成品化率争

取达到80%以上；在改造性项目中，成品化率争取达到60%以上。

&mdash;&mdash;在配合施工现场成品化率提高的实用技术方面要有新的进展，在拼装、组装

技术研发、工业化生产制造技术应用、模数化、标准化设计方面，力争形成一批新的成果。

&mdash;&mdash;在幕墙技术方面，要根据国家节能标准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新型幕墙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力争实现我国建筑幕墙行业由生产、应用大国向技术强国的转化。

&mdash;&mdash;在新型光伏幕墙、呼吸式幕墙、单元式幕墙及新型节能型材、面材应用，以

及节能门窗制造与应用技术方面，争取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力争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mdash;&mdash;在节能减排技术方面，要进一步推动绿色、节能、环保的装修设计；普及应



用节能、节材、节地的产品与技术；研发既有建筑的节能减排技术，并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实用技术。

&mdash;&mdash;推广应用新的翻新技术、替代技术、综合利用技术等资源节约型技术，力争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使节能减排、环保安全技术的整体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mdash;&mdash;在企业技术装备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高企业、项目管

理的智能化水平，力争实现设计、生产加工、现场作业、仓储保障等全过程的智能化控制。

要以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建设为基础，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5）&ldquo;十二五&rdquo;行业的环境发展目标

&mdash;&mdash;要进一步宣传、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环境政策和环境保护的相关标准、规范

。

&mdash;&mdash;到2015年，随着产业化、工业化的发展和环境保护制度的落实，争取环境负

荷进一步降低。其中万元产值装饰装修工程产生的垃圾数量，力争比2010年下降40%；万元产

值的有害物质排放量，力争比2010年下降50%；竣工工程能源、水资源消耗量，力争比2010年

下降30%。

&mdash;&mdash;要通过施工现场生产技术的发展、新材料的应用、成品比例的提高、物资回

收制度的完善，减少施工作业中的噪音、粉尘、震动，降低污水排放、异味排放、废弃物数

量，提高施工现场的环境质量水平。

3、 低碳环保将成为我国建筑装饰业的趋势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在2010年度中国欧松生态板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我国建筑装饰业发

展迅速，产值年增长率近20%，低碳环保将成为今后建筑装饰业的发展趋势。

我国建筑装饰业已发展成为有企业18万家、从业人员1400多万、年产值1.85万亿元的大产业；

近20年来，我国建筑装饰业发展迅速，年增长率将近20%，远远高于同时期GDP的增长速度

。

低碳环保是建筑装饰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板材行业的绿色革命产品，欧松板无论在绿

色环保、结实耐用、自然稳定上，都具有传统板材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采用

的原料木材是具有低碳意义的速生材、小径材、间伐材，避免了原始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

，欧松板已成为欧洲、美洲建筑中胶合板、刨花板的升级替代产品，在我国也已逐渐成为装

饰装修行业的主流板材。在当前世界可采伐森林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林业剩余

物、次小径材和人工速生林等资源发展人造板以替代木材产品，有利于保护天然林资源。目

前，我国人造板的人均消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以欧松板为

代表的人造板行业也将呈稳步增长态势。

4、建筑装饰业企业经营发展趋势



建筑装饰行业位于建筑业整体链条的末端，起着进一步完善和美化建筑物以及提高其质量和

功能的作用，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属于建筑装饰和其

他建筑业（E50）。

完整的建筑装饰装修产业链相对较简单，包括设计&mdash;&mdash;工厂化部品部件加

工&mdash;&mdash;材料供应&mdash;&mdash;施工等环节。建筑装饰主要包括公共建筑装饰装

修、住宅装饰装修和幕墙工程三大组成部分。

（1）行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特点

建筑装饰与土木建筑业、设备安装业等一次性完成的工程业务不同。每个建筑物在整个使用

寿命期内需要进行多次装饰装修，周期一般不超过10年，因此建筑装饰行业具有需求可持续

性的特点。我国现有城市建筑面积400亿平方米，为存量建筑的改造性装修业务带来巨大发展

空间。

此外，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逐

渐加快以及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保障了中国建筑装饰业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快速持续发展

。在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仍然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住宅装饰装修市场仍将

持续增长。根据中国装饰业协会的预测，&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将有1300万左右的农业

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直接拉动建筑业需求6亿平方米以上。

（2）行业整合纵深发展

由于市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因此，行业整合也不断纵深发展。2012年

，行业内企业总数在14.2万家左右，比2011年减少了3000家，比2005年减少了4.8万家。退出市

场的企业，主要是承接散户装修、没有资质的小型企业。

按照中国装饰业协会的发展目标，通过不断加强行业监管，淘汰落后企业，促进行业结构调

整和并购重组等举措，力争到2015年，行业的企业总数保持在12万家左右，该规模水平较2012

年减少2.2万家，降幅为15.5%。

（3）行业政策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培育

行业监管加强、建筑技术水平要求提升以及行业利润空间趋紧等多重因素加速市场中小型建

筑装饰公司的淘汰，此外，国家政策也在推动行业资源整合，这为大型龙头企业的扩张带来

了机遇。目前，行业龙头企业金螳螂年产值占行业比重不到1%，因此，龙头企业市场扩张和

提升空间很大。

中国建筑装饰行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行业龙头企业培育的目标：

&mdash;&mdash;行业内领军企业的产值力争有大幅度提高，其中建筑幕墙专业50强的平均产

值争取达到30亿元；最大领军企业2015年的工程产值力争达到350亿元左右，比2010年增长230

亿元左右，增长幅度达到190%左右，年增长速度在24%以上。



&mdash;&mdash;公共建筑装饰装修100强企业的平均产值力争达到25亿元，最大领军企业2015

年工程产值力争达到130亿元，比2010年增长80亿元，增长幅度达4到160%左右，年增长速度

在21%以上。

&mdash;&mdash;住宅装饰装修专业的最大企业，2015年工程产值力争达到40亿元以上，

比2010年增长20亿元，增长幅度在100%左右，年平均增长速度在14.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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