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

第
#

期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

!

(%'#

!))*

年
+!

月
,%-./0&%123%/

45

6/

4

,60/73-8/69:.;6<

=

>:?'!))*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

!"

收稿日期!

!))*@)#@+!

基金项目!建设部(中国建筑业评价体系研究)课题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文宪"

+"A!@

$%男%硕士生%主要从事建筑经济#房地产投资与开发研究'

吴文宪+

!

!

李启明+

!

!

李先光+

!

!

顾炎晴!

"

+'

东南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南京
!

!+))"#

&

!'

南京市建管局%南京
!

!+))"#

$

摘要!依据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引入购买力平价理论对各国建筑业劳

动生产率指标进行了处理!重点比较分析了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建筑业之

间的差距!并比较分析了我国建筑业与其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在分析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低于

发达国家和地区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研究表明!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但与发

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应进一步加大对建筑业的投入!提高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建筑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关键词!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购买力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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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的民众作为劳动者%总能够随着社会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获得更大利益'可见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使得劳动者所得产品的使用价值量增大%劳动者

能够拥有比原来更大的使用价值量%从而拥有更多的

财富'中国已成为
aG_

的成员国%这使中国以一个

渐进的但逐步加快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作为国民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业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达到
Fd

!

+)d

-

+

.

%充分表明了建筑业的重要地位'

虽然近年我国建筑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国际市场份

额也在日益扩大%但建筑业在世界上所面对的竞争在

现在和未来都是很严峻的'由于大量国外承包商进入

中国%中国的建筑业企业和产业部门在国内市场也面

对严峻的国际竞争%而其竞争对手主要是欧美和亚洲

建筑业强国'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决定建筑业国际

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各国建筑业劳

动生产率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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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理论与评价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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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理论分析

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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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劳动者生

产某种产品的劳动效率'

-

!

.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单

位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

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



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

高%反之则越低'由于相同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具有相

同的价格%从而使得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企业和产业

和国家%可以创造的更大的价值总量'劳动生产率分

个别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以全社会的平均

劳动效率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全社会范围内生产先进和落后的根

本尺度'而列宁也曾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

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来看%马克思认为在

商品生产中%每个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耗费的劳动因

其生产条件的不同而会有差别%但商品的价值由生产

商品的社会必要时间劳动所决定'而社会必要劳动是

许多商品生产者或产业在市场交换中相比较的结果%

而且(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

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我们可以得

出个别生产者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即是其商

品竞争力的来源'对于建筑产业来说%各国建筑业竞

争力的来源应是各国提供某项建筑服务的个别劳动时

间%生产同类建筑产品个别劳动时间较少的该国建筑

业即具有竞争优势'而个别劳动时间的缩短正是意味

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另外理论界在研究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时对劳动

生产率也有较多的阐述%经济学之父亚当0斯密创立的

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强调劳动分工从而提高本国的劳动

生产率%进而在国际贸易中实现本国产品生产成本最小

化'大卫0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资

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往往被配置到具有较高生产率

的产业中%认为生产成本的差异是源于商品生产中劳动

生产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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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这一理论也为国际竞争力评价单因素

评价方法中的生产率评价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

!

劳动生产率评价理论

在进行各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评价时%首先要求

各国数据具有可比性%以保证劳动生产率评价的正确

性'作为评价两个国家之间汇率最普遍的评价模型%

购买力平价理论"

SSS

$中的理论价格是两个国家之间

确定汇率的参考依据之一'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两个

国家之间的汇率取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相对购买力'

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应会被等量但相反方向的汇率变动

所抵消'如果
E

国的货币可以比
B

国的货币购买更

多的东西%则
E

国的货币应该兑换较多的
B

国货币'

如汉堡包在美国值
!

美元一个%而在英国值
+

英镑一

个%那么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一定是
!

美元每
+

英磅'如果盛行市场汇率是
+'*

美元每英镑%那么英

镑就被称为低估通货%而美元则被称为高估通货'此

理论假设这两种货币将最终向
!

!

+

的关系变化'目前

的测算有两种方法%即支出法和生产法'支出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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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K2S

$估计

的
SSS

难以用于部门间的实际产出和生产率的比较%

因为支出法估计的
SSS

不是根据生产者价格%而且最

终产品包括了国民经济中不同部门的生产性贡献'对

分部门的产出和生产率的比较%应该使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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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论文将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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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评价建筑业劳

动生产率比较的折算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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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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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计算方法

建筑 业 劳 动 生 产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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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建筑业劳动者在报告期内

生产出建筑业产品的效率'它以建筑产品产量或价值

和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来表示%是考核建筑

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劳动节约情况的重要指标'在投

入劳动力相同的情况下%创造的价值越多%劳动生产率

越高%反之则低'提高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对于缩短建

设工期%加速资金周转%发展建筑生产%促进社会主义

建设%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建

筑业常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标有以建筑业总产值#建筑

业增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的

劳动生产率
\

建筑业总产值3计算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的平均人数&按建筑业增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

建

筑业增加值3计算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人数'

统计数据表明各国普遍采用建筑业劳动增加值作

为劳动生产率的评价基数%因此本文中也采用第二种

计算公式以保证各国数据的统一性'

!'!

!

各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国际可比的劳动生产率可

按以下方式计算!利用各国每年的
K2_S@SSS

数据

把各国建筑业各年的增加值%统一调整为以美元表示

的增加值%然后用各国建筑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

动投入要素数量来计算单位产值%以此来进行各国间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取得了

较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国际建筑业强国来说%我国的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还是较低%如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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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宪!等%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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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国家"地区#各年购买力平价指数%

D

&

年份
+""! +""F +""C +""D +""# +""* +""A +""" !))) !))+ !))! !))F !))C

中国
+'+" +'F* +'## +'"+ !')! !')F +'"A +'"D +'"! +'AF +'A) +'A! +'"!

加拿大
+'!C +'!C +'!F +'!+ +'!+ +'+" +'+" +'+" +'+A +'!! +'!F +'!C +'!D

法国
)'"A )'"* )'"* )'"# )'"D )'"F )'"F )'"F )'"! )'") )'") )'") )'"+

英国
)'#F )'#F )'#F )'#C )'#D )'#D )'#D )'#D )'#D )'#! )'#+ )'#F )'#F

德国
+')+ +')! +')F +')F +')+ +')+ +')+ +')) )'"A )'"A )'"# )'"D )'"F

意大利
)'*F )'*C )'*D )'*A )'*" )'A+ )'A) )'A+ )'A+ )'A! )'A! )'AC )'AD

日本
+A+'!) +*A'A! +*#'CA +*!'D" +#A'** +#*'!+ +#D'F* +#+'*C +D#')A +C"'!" +CF'#* +FA'A* +FF'*!

瑞典
"'!A "'C+ "'CC "'D) "'D! "'DA "'DA "'#C "'#) "'FC "'F# "'F) "'+"

台湾
!!'F* !!'#! !!'A) !F')* !F')F !!'"* !F'++

美国
+')) +')) +')) +')) +')) +')) +')) +')) +')) +')) +')) +')) +'))

韩国
D!"'A! DDF'!! DAC'C+ #+*'*) #C+'#C #*)'!A *)!'D" *)"'+) *F!'!" *#+'C" **A'** *AC')F *AC'!#

!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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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中国与各国"地区#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绝对值分析

年份
+""! +""F +""C +""D +""# +""* +""A +""" !))) !))+ !))! !))F !))C

中国
C)++'D F#F# C#)A DAF! D"DA #DAF **#* A*+# "#FF +++)F +)+!C +)"#" ++**)

加拿大
F#"CD F#F*A F*F)) F*!** FAA"D F"*DA C++"* C!F#) CF+CC CFFFA C!D)C C+FF"

法国
CD*!# CF*DF CDC)D CD*+D CDC)* C!A"F CF+!) C!"!! CC*C* C#+DD CC*#+ C#+AF

英国
!*!"F !AD*C !"##* !"CD# F))F) F+DFD F)#") F)#*A F))A" F+A!F FFF!A F!DA*

德国
FAF)* FD*FD FD""* FC)!* FFFFA FF"A! FC+FC FD+FD FDAC* F#F*A F***C FA++D

意大利
C!!"A C)!C# FA"F# F"F)C C)FFA FA#F" F"F*# FA#F" F")+A F**AC F*C!* F#FDA

日本
F*FD+ F#*#C FCD"" F!CC) F!*!! F+A*) F!+F) F!##* FF!#" FC"+F FD*DF

瑞典
F+D!A F!D)! FC#)* FCD*) FD+#A FCF*+ FFAF* FF!CF F!C+* F!A!* F!FCC F!DA)

台湾
+*!AF +*C!C +*)CC +#CA! +*!"A +A")" +AAFF

美国
C++"# C)CFD C+!*) C)FA# C)#"* C)FD* F"#!A FA*+) F*#") F*#C# F*#+C F##CA F#)+"

韩国
FDD+C F#!D! FC)F# F!*D# F!D") F++)D FCCF* FF+CF !")F" !"#)F !*++)

!

数据来源!

3<<

N

!33

U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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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

!))D

$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从

+""!

年的
C)))

美元左右增加到
!))C

的
++**)

美

元%劳动生产率接近于原来的
F

倍%取得了较大的成

绩'但是从和其他建筑业强国和地区比较中也可以发

现%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比较低%如英国#日本#

瑞典#美国这些建筑强国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增长较慢%

甚至出现下降"如美国$%但这些国家的建筑业劳动生

产率普遍达到
F))))

美元以上%法国建筑业劳动生产

率已达到
CD)))

美元%我国台湾地区建筑业劳动生产

率
+""A

年也接近
!))))

美元'

图
+

!

各国"地区$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对比图

从上图可清晰地看出我国建筑业与发达国家之间

的差距%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从产业与经济发展阶段角度

分析%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已经进入发达阶段%处于后

工业化时期%建筑业已完成了建筑业的技术和资金积

累%建筑业相关产业发展平衡%而且主要发达国家基本

上已经实现建筑业的工业化%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相对

较小%而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建筑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机械化水平和管理经验均

与国外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导致了我国建筑业劳动生

产率与国外的差距'但同时由于我国建筑业市场准入

门槛较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建筑行业%使得我

国建筑业存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而且这一优势在

一定时期内仍将保持下去%而国外劳动力成本较高也限

制了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今后我国与发达国家

和地区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从上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
+""!

年我国建筑业

劳动生产生产率基本为主要发达国家的
+)d

左右%到

!))F

年我国这一比率在
!)d

!

F)d

之间%到
!))C

年

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已是美国的
F!'*d

%表明我国

建筑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

缩小%但同时也看出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表明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由于本文在计算建筑业劳动

生产率时以购买力平价为调整系数%而我国的汇率与

购买力平价存在一定的差距%若以目前汇率计算我国

建筑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但

目前国际市场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表明人民币的购买

力上升%部分研究也表明购买力平价与汇率将趋于一

致%从而保证了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的有效性'

AF+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

第
!"

卷



表
F

!

中国与各国"地区#劳动生产率对比"

d

#

年份
+""! +""F +""C +""D +""# +""* +""A +""" !))) !))+ !))! !))F !))C

中3加
+)'" +)') +!'C +D'# +D'F +#'# +A'" !)'# !!'F !D'# !F'A !#'D

中3法
A'A A'F +)'+ +!'A +F'+ +D'F +A') !)'F !+'D !C'+ !!'# !F'A

中3英
+C'* +!'* +D'D +"'A +"'A !)'" !D'F !A'C F!') FC'" F)'C FF'*

中3德
+)'D +)'! +!'A +*'+ +*'" +"'C !!'A !C'A !#'" F)'D !#'A !A'A

中3意
"'D "') ++'A +C'A +C'A +*') +"'* !!'# !C'* !"'C !*') F)'!

中3日
+)'* "'" +F'F +A') +A'! !)'* !C'! !#'* !"') F+'A !A'F

中3瑞
+!'* ++'! +F'F +#'" +#'" +"'! !F') !#'! !"'* FF'A F+'F FF'*

中3台
!F'! !)'" !*') FD'C FC'C FC'A C+'!

中3美
"'* "') ++'! +C'C +C'# +#'F +"'# !!'D !D'# !"'D !#'" !"'" F!'*

中3韩
++'F +)') +F'D +*'A +A'F !+'! !!'# !#'F FF'! F*'D F*'F

!!

数据来源!由表
!

数据计算获得

!'F

!

各国"地区#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发展趋势分析

从各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变化图"以
+""D

年

各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指数为
+))

$中可以清晰的看出

各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变化趋势%如图
!

所示'

图
!

!

各国家"地区$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变化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筑业劳动

生产率指数自
+""!

年来变化较小%主要呈现小幅波动

状态%其中以加拿大和英国涨幅较为明显%这与人们思

维习惯上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会随之提

高较快相矛盾%主要原因在于各发达国际已经完成了原

始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积累%产业已进入成熟时期%建筑

行业科技含量相对较低的特征决定了其劳动生产率提

高较为缓慢%而我国由于建筑业发展历程较为短暂%处

于产业发展的成长期%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正处于

积累时期%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空间较大%劳动生

产率指数自
+""!

年来取得了飞速的上涨%从发达国家

建筑产业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未来我国建筑业仍将出现

较快的上涨%将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C

!

我国建筑业与其他行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状况可以在与我国其他

行业的对比中发现成绩与差距%如图
F

所示!

图
F

!

建筑业与其他产业劳动生产率对比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取

得较大的成绩%在近年有较快的增长%但相对于其他产

业"如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主

要原因在于建筑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较其他

行业劳动者整体素质不高%科技进步贡献率相对较低%

因此要加大对建筑业的相应投入%提高其科技水平和

管理能力以确保建筑业的支柱产业地位'

F

!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原因及措施分析

F'+

!

建筑业产业化水平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预制构件#砌块#轻质板材#室

内外装修材料与设备以及工厂化生产的活动房屋均已

实现了标准化和通用化%这就大大缩短了建设工期%日

本在实施住宅产业化之后每条生产线
C)

!

CA

分钟完

成一套住房&

CA)

名工人每月可生产住宅
"))

套%运到

现场后
+'+

个工作日就可以组装成一套现代化的住

宅%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

-

#

.而我国建筑业产业

化刚处于起步和推广实施阶段%产业化水平较低%建筑

业生产方式的差别造成了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巨大差距%但同时也表明随着我国建筑

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建筑业劳动生产率有着较大的提

升空间'随着建筑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应

加快建筑业产业化和工业化的步伐%虽然现在建设部

开始推广部品化生产%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建筑业

仍然以湿作业为主%建筑部品较少%工业化程度较低'

日本在推进产业化方面则采取了巨大努力%如制定了

(住宅生产工业化促进补贴制度)%对于新技术#新部品

的实施和应用金融机构予以长期低息贷款%以及生产

技术开发补助金制度等一系列的财政金融方面的鼓励

政策'因此国家应首先研究产业化推进机制%然后采

取相应的经济和财政措施%鼓励大型建筑企业研发和

推广应用建筑部品%以提高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F'!

!

建筑业科学技术水平

相关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技

术和规模两方面的提高%

-

*

.而目前我国建筑业经济增

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的增长%科技进步贡献率则处于

相对较低的水平%仅为
+F'+Dd

%低于电信#邮政#畜牧

业#农业和工业%与国外建筑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存

在着较大的差距'表明我国建筑业科学技术应用水平

较低%而现在各行业"包括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已较大的依赖于科技进步及新科学技术的应用%特别

是我国建筑业信息化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

距%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将使劳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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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筑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建立良

好的技术推广体制%而不仅仅是研发技术本身'信息

化作为现代建筑业形成有效管理的平台%已成为建筑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应加快建立适应现代建筑业

管理的信息化系统'

F'F

!

建筑企业规模

产业规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途径%从

研究结果来看%我国建筑业平均规模较发达国家低%特

别是我国建筑业产业集中度较发达国家和地区低很

多%而产业集中度过低一方面会导致过度竞争%另一方

面也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限制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我国应提高建筑业行业进入壁垒%避免过度竞争%

另外应鼓励企业提高核心竞争能力%走专业化道路而

不是都发展成为总承包企业'应加大对重点企业的扶

植%提高我国建筑业的产业集中度%一方面增强其在国

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其加强技术水平

的提高及推广%带动整个建筑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F'C

!

劳动力价格水平

劳动力价格可以简单的用工资水平来表示%研究表

明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呈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

%

-

A

.而且研究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工资水平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呈逐渐的上升趋势'原因在于

目前我国建筑业提高工资仍然是主要的激励方式%而且

较高的工资水平一方面可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进入该

行业%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行业内人员的流动性'由于我

国建筑业管理水平及其他原因使得行业利润率较低%而

且建筑业中工资拖欠问题严重%削弱了从业人员的积极

性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因此要提高劳动力价格应首先

解决工资拖欠和利润率低的情况%发达国家的建筑企业

由于管理水平较高使得其行业利润率远高于我国建筑

企业%从而导致了劳动力价格方面的差距'

F'D

!

从业人员素质

目前我国建筑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结构尚不合理%

高学历专业人员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操作人员较大比例

由农村劳动力构成%而随着建筑业技术含量的不断提

高%建筑业目前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和技能水平偏低的状

况就会限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达国家和地区良好

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培训制度使得建筑业从业人员素质

的不断提高以适应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针对我国目前

建筑业从业人员整体水平较低的状况%国家应鼓励企业

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建立完善的在岗人员培训制度%另

一方面应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包括管理人员和专业操

作人员%由于(引起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最重要原

因是管理的失效而不是劳动者技术水平因素)"

T0/96P%

%

+"AF

$%因此应特别重视加大对高层管理人员的培养%以

缩小在此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较大差距'

C

!

结
!

论

从以上分析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建筑业劳动生

产率取得了较快的提高%但与国外建筑业强国比较则

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
F)d

左右%表

明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从

原因分析上可以看出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差距主要源自于建筑业产业化水平#建筑

业科学技术水平#建筑企业规模#劳动力价格水平及从

业人员素质等方面'但作为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

国家%我国建筑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作为影响我国建

筑业国际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应进一步加大

对建筑业的管理和投入%在以上各方面采取积极有效

的措施%提高我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以进一步促进我

国建筑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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