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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技术服务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以全过程工程咨询为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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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国家领导人在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

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

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1]在这一大背景下，建筑业技术服务类企业如何顺应发展大势，借助

先进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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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During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14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ational	 leaders	stressed	 in	 the	

deliberation	of	the	Jiangsu	delegatio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not	to	ignore	

and	abando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prevent	a	 rush,	bubble,	and	do	not	engage	 in	a	model."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proceed	from	their	actual	conditions,	develop	new	industries,	develop	new	models	

and	develop	new	drivers	in	light	of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s,	industrial	bas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nditions,	 sel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new	models	and	new	drivers,	

transform	and	upgrad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th	new	 technologies,	and	actively	promote	high-end,	

intelligent	and	green	 industries."	 [1]	 In	 this	context,	how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echnical	

service	enterprise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make	use	of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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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17年以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各地方主管部门对于全过程工程咨询的政策支持和行政引导下，推动了

全过程工程咨询市场的初步形成，各地区根据自身的实施特点形成了不同规模、不同服务、不同组织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活动。根据相关

市场研究报告的统计，在这些活动中，既有本身就是从事项目管理的企业，也有本身从事勘察设计、造价咨询、工程施工、工程监理等

单一专项领域，向全过程工程咨询市场拓展的企业。得以赋能，推动建筑业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一、建筑技术服务业概述

（一）建筑技术服务业定义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17)，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的企业定义为第748中类：工程技术

与设计服务，可归纳为：在建筑业中提供咨询、勘察、设计、监

理四大类技术服务的企业。

（二）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现存问题

根据实际工作的角度出发，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国内城市化进

程，各建筑业技术服务企业在建筑行业中起到“蓝图”作用，引

导和把握着各建设项目从概念构想到实体落地的重要作用。同

时，也随着过去二十年城市建设的进步，各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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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不断优化和成熟，行业自身的传统专业水平已接近达到上限

高度，从业人员容纳程度也逐步饱满，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逐步

暴露出来。

首先，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及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

速度加快，而建筑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而在如今

的建筑业技术服务市场中，大多数的实际项目建设没有在技术上

的创新需求，更多的只是密集型的服务劳动，行业内的技术自我

更新能力匮乏。

其次，建筑技术服务业在现有发展过程中，从业人员庞大、

市场竞争激烈等问题。根据住建部公布的2022年数据，目前，勘

察设计企业27611个，相关从业人员488万人 [2]；建设工程监理企

业共有16270个，从业人员193.1万人 [3]；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共有

11398家，从业人员868,367人 [4].

最后，建筑技术服务业内部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比较落

后。随着现今的信息技术爆发式发展，在生活上发生了翻天覆地

式的变化，移动支付广泛使用、线上商业服务推广迅猛、个人信

息逐步电子化推进；在生产上带来了新的一波浪潮，硬件算力迭

代式发展、大语言模型相竞推出、无人驾驶孕育而生，一个信息

化、数字化的技术浪潮正在席卷各行各业。而在建筑业技术服务

行业中，数字化程度推进进展缓慢，尽管都是使用的计算机和互

联网做为生产工具，但是并未形成数据化整合、信息化分析、数

字化迭代的发展能力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

（一）新质生产力定义

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也称“物质生产力”，它是人们实践

能力的最终结果，是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指人们用来生产物质

资料的那些自然对象与自然力的关系，它表明生产过程中人与自

然的关系。[5]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生产力水平得

到进一步提高，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国际竞争、科技封锁趋势日

益扩大，迫使我国在原有传统技术和生产力的基础上，需要引发

新一代的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变革，进一步提升生产力。由此，“新

质生产力”诞生了。

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由技术革命性突

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

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

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具有强大发展动能，能够引领创造新的社

会生产时代。[6]

（二）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理解

结合上文所提，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及劳动生产优化组合三

个方面，简单谈谈个人分析。

首先，相对于传统生产力中劳动者的定义，建筑业技术服务

行业“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定义，需要更具有“智能性、综

合性”的要求。相对于现今信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技术浪潮，对

于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劳动者们，在传统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劳

动者基础上，在综合能力和信息技术处理能力有一定的新要求。

一方面，为解决和打通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之间的壁垒，势必需

要未来从业的劳动者需要掌握上下游多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另一

方面，为实现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数字化发展，也必然迫使“新

质生产力”语境下的劳动者，更多的要掌握计算机信息方面的专

业知识，以便提供企业或行业顺应新技术发展势潮的“赋能”动

能。综合来说，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是

能够融入甚至推动行业向着数字化发展的必要基础。

其次，对于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资

料，我们借鉴语言大模型的框架思路进行分析。而今的语言大模

型，通过基于海量文本数据训练的深度学习模型，能够生成自然

语言文本，还能够深入理解文本含义，处理各种自然语言任务，

更甚至能处理较为专业的语言任务，比如：合同合约询问、法律

条款咨询、多语言翻译等等。那么，我们能否沿着语言大模型的

思路，畅想一下筑业技术服务行业“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资料的

内涵，在各专业现有的专业类基础上，产生能整合实现优化多专

业有机融合，从局部最优向整体最优转变综合智能的生产资料。

最后，在“新质生产力”语境下，劳动生产优化组合是打破

现今建筑业技术服务接替式流程。由一家建筑业技术服务企业从

项目整体角度出发，在专业技术、时序时效、投资效益等多角度

出发，从而实现减少反复风险，达成整体最优的目标。

总体来说，借助未来能掌握上下游多专业、多学科的复合型

人才，先进智能信息模型与之结合，打破传统的建筑技术服务细

分行业的壁垒，这也就引出了发展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

三、全过程工程咨询现状及发展建议

随着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国内技术服务企业面临迫切

的转型需求。为了响应国家政策的导向，并抓住全过程工程咨询

业务发展的趋势，众多企业开始积极探索并实践转型之路。但从

全局视角来看，我国全过程工程咨询的应用相较与国际来说，存

在起步晚、研究少、经验匮乏的不利点，整体上各企业向全过程

工程咨询发展仍处于初期起步阶段。

（一）全过程工程咨询研究现状

刘芳等（2021）剖析分析了现阶段勘察设计、投资决策、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项目管理、工程监理等咨询类企业面临转

型发展的问题，并针对各类型企业，提出转型发展策略 [7]。丁继

勇等（2023）通过梳理各地方法规政策以及相关文献，识别出

12种业主视角下全过程工程咨询需求，同时借助 A-Kano模型

对12种需求进行了排序，并针对各类型企业转型全过程咨询提出

建议 [8]。李伟峰等（2019）剖析了国内全过程工程咨询的行业状

况，研讨出有设计主导的全过程工程咨询的模式，及该模式对工

程项目建设存在的效用 [9]。

黄万里等（2023）研究分析了建筑业监理行业发展环境、政

策方向以及市场需求，提出监理企业以内外部融合、PMO资源管

理和新信息技术赋能的，全过程咨询项目管理转型路径 [10]。任泽

等（2023）分析了目前咨询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以及建设全过程

工程咨询企业所需要的五种能力，并结合企业自身自愈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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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服务能力提升策略 [11]。

许珊等（2023）构建了，在 L型造价咨询企业转型全过程工

程咨询过程中，管理体系不足、造价咨询方式陈旧落后等24个

制约因素，并利用 DEMATEL-ISM方法进行了分析，得出各制

约因素中的原因因素、结果因素以及制约因素的层级关系、影

响关系，给出了制约因素之间的影响机理和路径 [12]。徐文博等

（2023）分析了 H公司全过程工程咨询能力情况，并利用头脑风暴

法对其能力进行关键要素评价，再采用关键因素识别表法，形成

最终关键要素，最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 H公司全过程咨询服务

能力评价体系 [13]。

（二）发展全过程工程咨询建议

（1）调整人才培养思路

正如上文对于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新质生产力”劳动者的

分析，综合专业知识和数字信息知识将作为未来“新质生产力”

语境下劳动者的新要求。那么，对于这一新要求，在人才培养思

路上可以有以下几个方向的转变。一是，对于高校培养方面，适

当结合现今新信息技术发展方向调整学生培养计划，将计算机语

言纳入培养计划中，并加大产教研融合，时刻把握住建筑业技术

服务行业发展方向；二是，对于现今建筑业技术服务企业，结合

自身企业所立足的行业和基本资源，同步培养企业内人才向上下

游领域发展，以此实现企业市场范围拓展，并培养人才综合专业

能力。三是，结合先行政策导向，提出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数字

化变革要求，搭建统一建筑业技术服务数字化综合平台标准要

求，以此形成市场大环境迫使人才的形成。

（2）推动“数字化变革”发展

“数字化变革”是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融入现今信息和数字

技术发展的技术浪潮的必经之路。就企业方面，可以搭建基本的

企业内数字化平台，形成企业内一套数字化标准。同时，在此基

础上注重收集、归纳日常工作中的数据，既能从中分析出一套数

字化路径，又能储备实现“建筑业大模型”的基本数据。就政府

方面，可以加大推进数字化转型政策力度，优先提出建筑业技术

服务行业数字化变革要求，搭建统一建筑业技术服务数字化综合

平台标准要求，形成“数字化变革”的大环境。同时，对于市场

中，各行业中数字化领先方面综合整合，促进相互交流，既可以

带动落后行业数字化的能力，又可以打通各行业之间的壁垒，实

现整体最优化。

（3）调整企业管理思维方式

要实现建筑业技术服务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归根到

底还是行业企业能否在信息技术爆发发展的环境下，通过创新发

展实现生产力的变革。结合现今建筑业技术服务企业的管理思维

方式，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已实现企业创新式发展的目标。

一是，对于企业自身资源水平，适度扩大企业市场范围，向全过

程技术服务方向进行转型。并从技术为主向服务为主进行转变，

以解决行业痛点为出发点，找到符合企业自身着力的创新点。二

是，适度加大对于新技术、新理论、新模式的投入，以此积累创

新资本，为实现后续创新“爆发点”做好储备。并注重企业内创

新思维，鼓励企业内人员提出的创新思维和理念。三是，推进企

业内信息化进程，开创数字化部门，搭建企业内数字平台。从传

统业务流程出发，转变数字化全流程，统筹归纳过程中数据，推

行企业内部数字思维。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是未来我国重点创新和发展的方向，各行各业都

将会把新技术、新理念与自身生产力相结合，为我国高质量发展

提供新发展动能。由此看来，对于各个传统的建筑业来说，势必

要抓住这一次发展机遇，打破传统发展问题，解决新的发展思

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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