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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发展报告数据依据 2020 年企业年报数据统计。根据住建部相关数据，全市应申报单位 2293 家，

实际申报 1259 家，故本年度报告数据以 1259 家上报企业为基础。

一、企业总体情况、资质类型分析

（一）企业总体情况

1、2020 年本市有 1259 个具有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企业参加年报统计，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1.5%（2019

年 1240 家），占本市应报企业数的 54.91%（见附 1-1）

附 1-1

2、其中内资企业 1215 家、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22 家、外商投资企业 21 家、事业单位 1家。

（二）资质类型分析
1、主营工程勘察业务的企业 67 家，占申报企业总数的 5.3%。其中综合勘察甲级资质 5家，甲级 15 家、

乙级 40 家、其他及不分级 7家。

2、主营工程设计业务的企业 752 家，占申报企业总数的 59.7%。其中：勘察甲级 2 家、乙级 1 家；设

计综合甲级 7 家，甲级 278 家、乙级 92 家、丙级 27 家；建筑装饰甲级 36 家、乙级 124 家、丙级 54 家；环

境工程甲级 8 家、乙级 15 家；建筑智能化甲级 15 家、乙级 14 家；建筑幕墙甲级 14 家、乙级 9 家；轻型钢

结构甲级 1家、乙级 3家；照明工程甲级 4家、乙级 14 家；风景园林甲级 14 家、乙级 20 家。

3、主营工程施工业务的企业 436 家，占申报企业总数的 34.6%。其中：勘察甲级 2 家、乙级 3 家；工

程设计甲级 32 家、乙级 82 家、丙级 13 家；建筑装饰甲级 29 家、乙级 142 家、丙级 35 家；环境工程甲级

1 家、乙级 5 家；消防工程乙级 2 家；建筑智能化甲级 21 家、乙级 27 家；建筑幕墙 16 家、乙家 10 家；轻

型钢结构甲级 2家；照明工程甲级 1家、乙级 2家；风景园林甲级 4家、乙级 6家。

4、主营工程监理业务的企业 2家，占申报企业总数 0.2%。其中：工程设计甲级 1家、乙级 1家。

第一章   申报企业统计数据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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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业人员情况分析

（一）2020 年末从业人员情况
1、从业人员总数为 296195 人。其中勘察人员 10734 人、设计人员 114193 人、施工人员 169080 人、监

理人员 1925 人、招标代理人员 12 人、规划人员 251 人。（见附 2-1）

2、专业技术人员192852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32394人，中级职称人员67777人，初级职称人员66984人。

（见附 2-2、2-3）

3、注册执业人员 52303 人次。其中：一级注册建筑师 3284 人，二级注册建筑师 575 人；一级注册结构

师 3343 人，二级注册结构师 197 人；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1088 人，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2657 人，注

册电气工程师 1356 人，注册化工工程师 505 人，注册城市规划师 699 人，注册监理工程师 1079 人，注册造

价工程师 3449人，一级注册建造工程师 25354人，二级注册建造工程师 5902人，其他注册工程师 2815人。

（见附 2-4）

附 1-2

附 2-1

附 1-3

附 2-2

5、主营招标代理业务的企业 1家，占申报企业总数 0.1%，具有工程设计乙级资质。

6、主营城市建筑规划设计业务的企业 1家，占申报企业总数 0.1%。其中：工程设计甲级 1家。

（见附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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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3 附 2-4

附 3

（二）数据分析
1、从业人员总数296195人，与2019年相比上升14.1%（2019年为259682人）。其中勘察人员10734人，

设计人员 114193 人 , 施工人员 169080 人。

2、专业技术人员 192852 人，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21%。其中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人数与

2019 年相比均有所增加；高级职称增加了 8944 人，中级职称增加了 23293 人，初级职称增加了 26842 人。

3、注册执业人次与 2019 年相比增加了 57%。其中建筑、结构、岩土、设备、电气、城市规划、监理、

造价等各类注册人次与 2019 年相比均有所增加，增幅在 2-40% 左右；二级注册建造师等人次有 9% 减少。

三、新签合同情况统计

（一）新签合同额和合同数
2020 年具有勘察设计资质的企业工程勘察设计新

签合同额合计 806.66 亿元。其中：

1、工程勘察新签合同额合计 56.06 亿元，境外工

程勘察新签合同额合计 4113 万元。

2、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合计 750.6 亿元。其中：

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中设计部分 99.13 亿元；全过

程工程咨询新签合同额中的设计部分 41.06 亿元；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新签设计合同 25690 项，合同额

338.98 亿元；市政工程设计新签设计合同 9716 项，

合同额149.55亿元；境外工程设计新签设计合同额11.11亿元；工程设计新签合同对应投资额49490.3亿元；

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对应建筑面积 13.62 亿平方米。

3、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合计 67.18 亿元。其中：前期咨询新签合同额 23.95 亿元，招标代理

新签合同额 3937 万元，工程监理新签合同额 5.74 亿元，项目管理新签合同额 22.44 亿元，工程造价咨询新

签合同额 2.49 亿元，境外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 2.07 亿元。	

4、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数 2132 项，合同额合计 24.62 亿元。其中：建筑师负责制业务新签合

同 33 项，合同额合计 6397 万元。

5、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数 23960 项，合同额合计 6920.68 亿元。其中：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

额 3202.83 亿元，合同数 10142 项；市政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 1104.57 亿元，合同数 953 项；专项设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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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体化新签合同额 651.23 亿元；境外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 137.01 亿元。（见附 3）

（二）数据分析
根据统计的数据来看，工程勘察设计新签合同额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10.2%。

1、工程勘察新签合同额较去年有很大幅度的增加。

2020 年度工程勘察新签合同额相比 2019 年增加 33.74%。境外新签合同额相比 2019 年减少 59.04%。	

1）主营勘察业务的企业工程勘察新签合同额占工程勘察新签合同总额的 51.1%，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减少

（2019 年为 52.53%）。

2）主营设计业务的企业工程勘察新签合同额占工程勘察新签合同总额的 47.6%，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增加

（2019 年为 40.66%）。

3）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工程勘察新签合同额占工程勘察新签合同总额1.2%，与2019年相比有所下降（2019

年为 6.80%）。

2、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平稳增长。

2020 年度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相比 2019 年度增加 8.76%，增幅有所下降（2019 年比 2018 年增长

25.36%）。其中：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中设计部分，相比 2019 年增加 43.11%，增长较快；房屋建筑工程设

计新签合同额，相比 2019 年增加 21.54%，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占工程设计新签合同总额的 45.2%，

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增加，2019 年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占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合计的 40.41%；市政工

程设计新签合同额，相比2019年减少 2.61%。工程设计新签合同对应投资额与2019年相比有较小幅度的下降，

但对应建筑面积有所增加。

1）主营工程设计业务的企业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占工程设计新签合同总额的 95.7%，与 2019 年相比有所

增加（2019 年为 94%）。

2）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占工程设计新签合同总额的3.8%，与2019年相比有所下降（2019

年为 5.8%）。

3）主营工程勘察业务的企业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占工程设计新签合同总额的 0.2%，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增

加（2019 年为 0.1%）。

4）主营监理业务的企业工程设计新签合同额占工程设计新签合同总额的 0.1%，与 2019 年持平。

3、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总额有所下降。

2020 年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相比 2019 年降低 16.57%，降幅有所增加（2019 年为 -14.32%）；其

中前期咨询、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境外工程咨询的新签合同额同步增长，而工程监理、项目管理新签合

同额均有所下降。其中：前期咨询新签合同额和项目管理新签合同额，分别占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的

35.7% 与 33.4%。工程监理新签合同额、项目管理新签合同额同比降低 5-41%，其他咨询业务的新签合同额，如

前期咨询、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境外工程咨询等有 6-12% 左右的上升。

1）主营工程设计业务的企业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占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总额的 86.4%，与

2019 年相比有所下降（2019 年为 92.9%）。

2）主营监理业务的企业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占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总额的 10%，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增加（2019 年为 4.9%）。

3）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占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总额的 2.3%，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增加（2019 年为 1.6%）。

4）主营工程勘察业务的企业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占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的 1.4%，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增加（2019 年为 1.2%）。



2020 年度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发展报告

5

4、统计新增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没有过去的数据可以对比。

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新签合同 2132 项，合同额 24.62 亿元，其中建筑师负责制业务新签合同 33 项，占

其合同总数 1.55%；合同额 6397 万元，占合同额 2.60%

5、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增幅较大。

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较 2019 年上升 55.26%；合同数 23960 项，同比增长 43.05%。房屋建筑工程总承

包新签合同额、市政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专项设计施工一体化新签合同额分别占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

总额的 46.3%、16%、9.4%

1）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占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总额的 72.7%，与 2019 年相比有

所增加（2019 年为 65.1%）。

2）主营工程设计业务的企业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占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总额的 27.2%，与 2019 年相

比有所下降（2019 年为 34.6%）。

3）主营工程勘察业务的企业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占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总额的 0.1%，与 2019 年相

比下降（2019 年为 0.2%）。

四、财务情况

（一）营业收入
2020 年参与统计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 7469.5 亿元。

其中按主营业务：

1、工程勘察收入总额 35.45 亿元。

2、工程设计收入总额 432.32 亿元。其中：工程总承包收入中设计部分 53.83 亿元、全过程工程咨询业

务中设计部分 10.83 亿元、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收入 131.52 亿元、市政工程设计收入 68.94 亿元、境外工程

设计收入 5.43 亿元。

3、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 37.5 亿元。其中：前期咨询收入 11.76 亿元，招标代理收入 1014 万元，工

程监理收入 3.5544 亿元，项目管理收入 11.39 亿元，工程造价咨询收入 1.09 亿元，境外及其他工程咨询

服务业务 6416 万元。

4、工程总承包收入 2825.47 亿元。其中：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收入 1157.84 亿元，市政工程总承包收

入 421.58 亿元，专项设计施工一体化收入 270.16 亿元，境外工程总承包收入 66.64 亿元。

其中按单位：

1、主营工程勘察业务的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68.67 亿元。

2、主营工程设计业务的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1972.73 亿元。其中：工程设计收入 411.32 亿元，其他工程

咨询业务收入 34.39 亿元，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收入 11.47 亿元，工程总承包收入 735.07 亿元。

3、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5426.30 亿元。其中工程设计收入总额 18.54 亿元、其他工程咨

询业务收入总额 2.74 亿元、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 2087 亿元。

4、主营招标代理业务的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2929 万元。

5、主营规范设计业务的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1.52 亿元。

（二）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等
1、全年营业成本 7918.56 亿元，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28.94%；营业税金及附加 28.76 亿元。

2、营业利润 267.11 亿元，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9.14%；利润总额 293.65 亿元，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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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勘察收入总额相比 2019 年降低 23.44%，

其中境外工程勘察收入比 2019 年下降 66.64%。

1）主营勘察业务的企业工程勘察收入占勘察收入总额的 62.1%，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增加（2019 年为 53.52%）。

2）主营设计业务的企业工程勘察收入占勘察收入总额的 36.5%，与 2019 年相比有所下降（2019 年为 41.05%）。

3）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工程勘察收入占勘察收入总额的 1.4%，，与 2019 年相比有所下降（2019 年为 5.42%）。

2、工程设计收入总额相比 2019 年增加 10.12%，其中境外工程设计收入比 2019 年下降 18.24%。

1）主营工程设计业务的企业工程设计收入占工程设计收入总额的95.14%，与2019年相比有所下降（2019年为96.02%）。

2）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工程设计收入占工程设计收入总额的4.29%，与 2019年相比有所增加（2019年为 3.49%）。

3）主营勘察业务的企业工程设计收入占工程设计收入总额的0.22%，与 2019年相比有所增加（2019年为 0.15%）。

4) 主营规划设计业务的企业工程设计收入占工程设计收入总额的 0.35%。

3、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总额相比 2019 年下降 49.9%，除工程监理外，前期咨询、项目管理、招标代理、工程

造价咨询的收入都低于 2019 年的水平，降幅 9-48% 左右。同时，工程监理服务收入比 2019 年增加 26.6%。

1）主营工程设计业务的企业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占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总额的 91.64%，与 2019 年相比大幅

增加（2019 年为 60.01%）。

2）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占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总额的7.3%，与2019年相比大幅下降（2019

年为 36.20%）。

3）主营勘察业务的企业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占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总额的 1.05%，与 2019 年相比有所增加

（2019 年为 0.71%）。

4）主营招标代理业务的企业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占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收入总额的 0.01%。

附 4-1 附 4-2

附 4-3

15.21%；净利润 264.72 亿元，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22.14%。

3、资产合计 9514.0678 亿元。其中，流动资产

7235.36 亿元、固定资产 427.1191 亿元，负债合计

7101.37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2412.7 亿元，应付职

工薪酬 102.12 亿元。

（三）数据分析
2020 年勘察设计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相比 2019 年增

加 21.94%。

见附 4-1、4-2、4-3



2020 年度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发展报告

7

5）从其他工程咨询业务数据来看，大都呈下降趋势，还没有大的突破。

4、全过程工程咨询无上年度数据可比。

5、工程总承包收入总额相比 2019 年上升 10.67%，其中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市政工程总承包、专项

设计施工一体化、境外工程总承包收入都比 2019 年有所上升，特别是市政工程总承包收入与 2019 年相比

增加 234.34%。

1)	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工程总承包收入占工程总承包收入总额的73.87%，与2019年相比有所下降（2019

年为 74.85%）。

2）主营工程设计业务的企业工程总承包收入占工程总承包收入总额的 26.02%，与 2016 相比有所下降

（2019 年为 24.76%）。

3)主营勘察业务的企业工程总承包收入占工程总承包收入总额的0.11%，与 2019年相比有所下降（2019

年为 0.27%）。

五、科技活动情况

（一）科技活动支出和成果
1、2020 年行业科技活动支出总额 262.93 亿元。

2、科技成果转让（化）收入总额 1471.15 亿元。

3、新增专利 6852 项，累计拥有专利 34917 项；

4、新增专有技术 787 项，累计拥有专有技术 4812 项；

5、获国家级、省部级奖 5343 项，其中国家级 712 项。

6、参加编制国家、行业、地方技术标准 1815 项；其中国家级 857 项。

7、参加编制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设计（册）70 册，其中国家级 16 册。

（二）数据分析
1、2020 年科技活动费用支出总额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30.66%（2019 年比 2018 年增加 10.84%）。

2、科技成果转让（化）收入总额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591.39%，增加幅度较大，（2019 年比 2018 年增

加 15.55%）。

3、新增专利 6852 项，比 2019 年增加 2102 项。

4、新增专有技术 787 项，比 2019 年增加 203 项。

5、获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相比 2019 年增加 21%。其中国家级奖项 712 项，较去年 605 项增加 107 项，

比 2019 年增加 18%。

6、参加编制国家、行业、地方标准（项）相比 2019 年增加 57%，其中国家级比 2019 年增加 561 册。

7、参加编制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设计（册）相比 2019 年增加 19%，增加 11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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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年度纳入协会统计的企业数量不一致，且有大量主营业务为工程施工的企业参与统计，为更好分析

勘察设计行业发展趋势及发展特点，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从主营业务为勘察设计的企业中选择有代表

性的20家大型企业、20家中型企业、20家小型企业，制定统计表格进行补充统计。剔除报送不完整数据后，

以 18 家大型企业、18 家中型企业、13 家小型企业作为典型样本，分析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发展趋势及发

展特点。

一、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

（一）新签合同额
根据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20 年 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新签合同额合计 753.16

亿元，同比增长 26.57%，增幅提升 2.22 个百分点。

表 1   2017-2020 年 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新签合同额统计

单位：亿元

2020 年选取的样本企业

第二章   样本企业数据

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其他工程咨询 工程总承包 合同合计

2020 年 14.84 329.96 17.82 390.54 753.16

2019 年 23.25 327.18 27.05 217.56 595.04

2018 年 13.23 300.90 10.70 153.68 478.51

2017 年 11.01 242.17 11.06 173.54 437.77

2020 年同比 -36.17% 0.85% -34.12% 79.51% 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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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20 年 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新签合同额分布

图 1 2020 年 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在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分布

其中，2020 年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 570.49 亿元，同比增长 61.93%，增幅提

升 23.25 个百分点。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占合同总额的 75.75%，占比提高 16.54 个百分点。

表 2   2017-2020 年 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统计

单位：亿元

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其他工程咨询 工程总承包 合计 占比

2020 年 7.48 252.52 10.7 299.79 570.49 75.75%

2019 年 6.39 210.81 19.90 115.21 352.31 59.21%

2018 年 7.30 200.72 5.94 40.07 254.04 53.09%

2017 年 4.05 160.72 5.80 31.63 202.19 46.19%

2020 年同比 17.06% 19.79% -46.23% 160.21% 6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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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营业收入
2020 年，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14.36 亿元，同比增长 6.72%。其中上海以外区域

实现收入 228.75 亿元，同比增长 19.28%。上海以外区域实现收入占比 55.74	%，占比提高 5.98 个百分点。

（三）利润
2020 年，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在实现营业收入 414.36 亿元，同比增长 6.72% 的前提下，实现

净利润 30.04 亿元，同比下降 3.07%；产值利润率（净利润 /营业收入）为 7.25%，同比下滑 0.73 个百分点。

2020 年，上述企业人均产值 144.57 万元，同比增长 11.40%；人均净利润 10.48 万元，同比增长 1.16%。

表 4  2017-2020 年 18 家大型勘察设计企业上海以外区域收入统计

单位：亿元

表 5    2017-2020 年 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盈利性统计

表 3   2017-2020 年 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营业收入统计

单位：亿元

工程勘察收入 工程设计收入 其他工程咨询
业务收入

工程总承包收
入 合计 上 海 以 外 区 域

收入占比
2020 年 7.64 144.84 5.18 71.09 228.75 55.74%

2019 年 7.11 131.60 3.70 49.37 191.78 49.76%

2018 年 5.34 103.50 2.19 23.92 134.95 40.74%

2017 年 3.96 87.26 3.12 18.95 113.28 40.67%

2020 年同比 7.45% 10.06% 40.00% 43.99% 19.28% -

营业收入合计 工程勘察收入 工程设计收入 其他工程咨询
业务收入 工程总承包收入

2020 年 414.36 13.43 250.66 8.20 138.11

2019 年 388.26 11.97 237.59 8.48 127.39

2018 年 333.72 11.43 206.49 8.06 105.27

2017 年 285.28 9.18 175.86 6.21 87.28

2020 年同比 6.72% 12.16% 5.50% -3.32% 8.41%

营业收入
（亿元）

企业净利润
（亿元） 产值利润率 人均产值

（万元）
人均净利润
（万元）

2020 年 414.36 30.04 7.25% 144.57 10.48

2019 年 388.26 30.99 7.98% 129.77 10.36

2018 年 333.72 26.98 8.09% 117.47 9.50

2017 年 285.28 23.19 8.13% 107.81 8.76

2020 年同比 6.72% -3.07% - 11.4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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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外业务经济指标
2020 年，18 家大型样本勘察设计企业新签境外工程合同额 14.80 亿元，同比增长 19.55%，占企业新签

合同额的 1.97%；实现境外业务收入 3.36 亿元，同比下滑 5.88%，占企业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其他

工程咨询服务收入的比例为 0.81%。

（五）人员情况
根据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统计数据，2020 年 18家样本大型勘察设计企业，期末从业人员 28662 人，

同比减少 4.20%。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25017 人，同比减少 3.26%，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87.28%。注册执业人员

6726 人，同比增长 4.80%，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23.47%。

表 6   2017-2020 年 18 家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境外业务情况

单位：亿元

表 11   2020 年 18 家样本大型勘察设计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分布

单位：人

表 7     2020 年 18 家样本大型勘察设计企业各类人员占比

年份 境外新签合同额 境外收入

2020 年 14.80 3.36

2019 年 12.38 3.57

2018 年 12.22 6.34

2017 年 14.60 7.65

2020 年同比 19.55% -5.88%

年份 期末从业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人员 注册执业人员

2020 年 28662 25017 6730 8613 5627 6726

2019 年 29919 25860 6853 8718 5909 6418

2018 年 28409 24653 6314 7829 6684 5899

2017 年 26462 22036 5867 7096 6865 5419

2020 年同比 -4.20% -3.26% -1.79% -1.20% -4.77% 4.80%

年份 专业技术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注册人员

2020 年 87.28% 23.48% 30.05% 19.63% 23.47%

2019 年 86.43% 22.91% 29.14% 19.75% 21.45%

2018 年 86.78% 22.23% 27.56% 23.53% 20.76%

2017 年 83.27% 22.17% 26.82% 25.94% 20.48%

2020 年同比 6.72% -3.07% - 11.4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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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

（一）新签合同额
根据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20 年 18 家中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新签合同额合计 122.75

亿元，同比增长 29.02%。

其中，2020 年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 64.79 亿元，同比增长 58.79%。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占合

同总额的 52.78%，占比提高 9.89 个百分点。

（二）营业收入
2020 年，18 家中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4.55 亿元，同比增长 27.70%。其中上海以外区域

实现收入 32.78 亿元，同比增长 89.50%。上海以外区域实现收入占比 38.96%，占比提高 9.35 个百分点。

表 8  2017-2020 年 18 家中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新签合同额统计

单位：亿元

表 9  2017-2020 年 18 家中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统计

单位：亿元

表 10    2017-2020 年 18 家中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营业收入统计

单位：亿元

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其他工程咨询 工程总承包 合计 占比

2020 年 0.22 39.95 1.44 23.17 64.79 52.78%

2019 年 0.10 26.10 0.36 14.24 40.80 42.89%

2018 年 0.06 26.37 0.31 17.78 44.52 44.64%

2017 年 0.01 21.24 0.88 35.86 57.99 54.93%

2020 年同比 118.01% 53.06% 299.53% 62.76% 58.79% -

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其他工程咨询 工程总承包 合计

2020 年 4.65 58.84 6.69 52.57 122.75 

2019 年 3.84 46.73 2.00 42.56 95.14 

2018 年 3.75 46.78 1.74 47.46 99.73 

2017 年 1.49 40.38 2.32 61.39 105.58 

2020 年同比 21.12% 25.90% 234.04% 23.51% 29.02%

年份 营业收入合计 工程勘察收入 工程设计收入 其他工程咨询业
务收入 工程总承包收入

2020 年 84.55 3.53 33.87 5.19 41.55

2019 年 66.21 3.03 31.96 1.60 21.83

2018 年 52.16 2.83 31.16 0.96 11.03

2017 年 41.44 1.66 24.51 0.94 7.29

2020 年增幅 27.70% 16.45% 5.98% 225.41% 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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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7-2020 年 18 家中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上海以外区域收入统计

单位：亿元

表 12     2020 年 18 家中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盈利性统计

年份 工程勘察收入 工程设计收入 其他工程咨询
业务收入

工程总承包收
入 收入合计 上 海 以 外 区 域

收入占比
2020 年 2.12 17.31 1.15 12.20 32.78 38.96%

2019 年 0.03 14.59 0.08 2.61 17.30 29.61%

2018 年 0.02 11.70 0.11 1.33 13.16 28.63%

2017 年 0.00 9.78 0.05 0.93 10.76 31.27%

2020 年增幅 - - - - 89.50% -

年份 期末从业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注册执业人员

2020 年 6381 4911 932 1837 1382 1210

2019 年 7048 5228 1013 2400 1956 1139

2018 年 6684 5222 1031 2330 1914 1077

2017 年 5524 4363 848 1851 1661 936

2020 年同比 -9.46% -6.06% -8.00% -23.46% -29.35% 6.23%

（三）利润

2020 年，18 家中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在实现营业收入 84.55 亿元，同比增长 27.70% 的前提下，实现

净利润 4.43 亿元，同比增长 42.16%；产值利润率（净利润 / 营业收入）5.24%，同比增长 0.53 个百分点。

2020 年，上述企业人均产值 132.51 万元，同比增长 41.05%；人均净利润 6.94 万元，同比增长 57.01%。

（四）人员情况

根据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统计数据，2020 年 18 家样本中型勘察设计企业期末从业人员 6381 人，

同比下降 9.46%。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4911 人，同比下降 6.06%，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76.96%。注册执业人员

1210 人，同比增长 6.23%，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18.96%。

年份 营业收入
（亿元）

企业净利润
（亿元） 产值利润率 人均产值

（万元）
人均净利润
（万元）

2020 年 84.55 4.43 5.24% 132.51 6.94

2019 年 66.21 3.12 4.71% 93.94 4.42

2018 年 52.16 2.35 4.51% 78.03 3.52

2017 年 41.44 2.12 5.12% 75.02 3.84

2020 年同比 27.70% 42.16% - 41.06% 57.01%

表 13   2020 年 18 家样本中型勘察设计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分布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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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其他工程咨询 工程总承包 合计 占比

2020 年 0 22511.75 334.37 0.00 22846.12 48.30%

2019 年 90.00 17460.62 485.40 190.00 18226.02 57.34%

2018 年 150.00 14158.82 372.47 100.00 14781.29 44.22%

2017 年 680.00 14242.07 607.40 2520.00 18049.47 60.50%

2020 年同比 -100.00% 28.93% -31.11% - 25.35% -

三、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

（一）新签合同额

根据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20 年 13 家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新签合同额合计

47301.10 万元，同比增长 48.82%。

其中，2020 年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 22846.12 万元，同比增长 25.35%。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占

合同总额的 48.30%，占比减少 9.04 个百分点。

（二）营业收入

2020 年，上述 13 家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9443.11 万元，同比增长 10.68%。其中上海

以外区域实现收入 16224.00 万元，同比增长 39.38%。上海以外区域实现收入占比 55.10%，占比提高 11.64

个百分点。

表 14    2020 年 18 家样本中型勘察设计企业各类人员占比

表 15  2017-2020 年 13 家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新签合同额统计

单位：万元

表 16  2017-2020 年 13 家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统计

单位：万元

年份 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注册人员

2020 年 76.96% 14.61% 28.79% 21.66% 18.96%

2019 年 74.18% 14.37% 34.05% 27.75% 16.16%

2018 年 78.13% 15.42% 34.86% 28.64% 16.11%

2017 年 78.98% 15.35% 33.51% 30.07% 16.94%

2020 年增幅 27.70% 16.45% 5.98% 225.41% 90.28%

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其他工程咨询 工程总承包 合计

2020 年 4088.74 42877.99 334.37 0 47301.10

2019 年 450.25 30068.83 985.40 280.00 31784.48

2018 年 980.00 31309.72 770.47 365.00 33425.19

2017 年 1350.00 24502.14 1132.40 2850.00 29834.54

2020 年同比 808.10% 42.60% -66.07% - 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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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2017-2020 年 13 家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营业收入统计

单位：万元

表 19     2017-2020 年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盈利性统计

单位：万元

表 18  2017-2020 年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上海以外区域收入统计

单位：万元

年份 营业收入合计 工程勘察收入 工程设计收入 其他工程咨询
业务收入 工程总承包收入

2020 年 29443.11 0 28807.05 636.06 0.00

2019 年 26601.66 382.75 25570.10 573.45 258.36

2018 年 21669.56 876.32 19827.57 615.40 350.28

2017 年 25641.49 1215.87 20606.08 1069.17 2750.37

2020 年同比 10.68% - 12.66% 10.92% -

年份 营业收入
（万元）

企业净利润
（万元） 产值利润率 人均产值

（万元）
人均净利润
（万元）

2020 年 29443.11 2713.83 9.22% 53.53 4.93

2019 年 26601.66 1256.09 4.72% 50.96 2.41

2018 年 21669.56 2349.81 10.84% 48.70 5.28

2017 年 25641.49 909.82 3.55% 57.88 2.05

2020 年同比 10.68% 116.05% - 5.05% 105.06%

年份 工程勘察收入 工程设计收入 其他工程咨询
业务收入

工程总承包
收入 收入合计 上 海 以 外 区 域

收入占比
2020 年 0 15615.30 608.70 0 16224.00 55.10%

2019 年 65.28 11140.87 258.40 175.35 11639.90 43.46%

2018 年 128.35 10498.00 308.98 85.00 11020.33 50.86%

2017 年 650.73 10986.45 559.15 2520.00 14716.34 57.39%

2020 年同比 - 40.16% 135.57% - 39.38% -

（三）利润
2020年，上述13家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实现净利润2713.83万元，同比增长116.05%，产值利润率（净

利润/营业收入）9.22%，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2020年，上述企业人均产值53.53万元，同比增长5.05%；

人均净利润 4.93 万元，同比增长 105.06%。

（四）人员情况
根据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统计数据，2020 年 13 家样本小型勘察设计企业期末从业人员 550 人，同

比增长5.36%。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14人，同比增长16.62%，占从业人员总数的75.27%。注册执业人员134人，

同比减少 3.60%，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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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2020 年 13 家样本小型勘察设计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分布

单位：人

表 21    2020 年 13 家样本小型勘察设计企业各类人员占比

年份 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注册人员

2020 年 75.27% 11.09% 31.27% 14.55% 24.36%

2019 年 68.01% 14.37% 33.52% 23.56% 26.63%

2018 年 67.42% 16.18% 35.73% 19.10% 29.66%

2017 年 67.72% 14.67% 32.73% 23.02% 27.31%

2020 年同比 10.68% - 12.66% 10.92% -

年份 期末从业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注册执业人员

2020 年 550 414 61 172 80 134

2019 年 522 355 75 175 123 139

2018 年 445 300 72 159 85 132

2017 年 443 300 65 145 102 121

2020 年同比 5.36% 16.62% -18.67% -1.71% -34.96% -3.60%

四、样本企业对比

根据样本企业数据，大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上海以外区域收入占比均保持增

长态势，且增长趋势更为稳定。

图 2 大型、中型、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上海以外区域新签合同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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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型、中型、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上海以外区域营业收入占比

图 4  大型、中型、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人均产值对比

（单位：万元）

从企业人均产值看，大型勘察设计企业人均产值明显高于中、小型勘察设计企业。在大型勘察设计企业、

中型勘察设计企业人均产值保持增长趋势的前提下，小型勘察设计企业人均产值增幅不明显。

从企业人均净利润看，大型勘察设计企业人均净利润明显高于中型、小型勘察设计企业，且呈现逐年增

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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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型、中型、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人均净利润对比

（单位：万元）

图 6  大型、中型、小型勘察设计样本企业产值利润率对比

从企业产值利润率（净利润 / 营业收入）看，虽然大型勘察设计企业营业收入、合同额、人均产值、人

均净利润均呈现增长态势，但大型企业的产值利润率并未体现出同步的增长态势。中型企业的产值利润率

则明显低于大型勘察设计企业，盈利性受限。



2020 年度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发展报告

19

一、勘察设计承发包情况

根据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数据，2020 年上海市勘察发包次数 96 次，同比下降 22.58%；勘察发

包金额合计 2.33 亿元，同比增长 49.36%。

2020 年，上海市单个勘察项目平均发包金额为 242.71 万元，同比增长 92.92%。

第三章   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数据

图 7  2015—2020 年上海市勘察发包情况

图 8  2015—2020 年上海市单个勘察项目平均发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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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海市设计发包次数 856 次，同比增长 2.39%；设计发包金额合计 45.84 亿元，同比增长

35.42%。

2020 年，上海单个设计项目平均发包额为 535.51 万元，同比增长 32.26%。

2020 年上海市一体化发包次数 520 次，同比下降 34.84%；一体化发包金额合计 321.78 亿元，同比下降

32.58%。

图 9  2015—2020 年上海市设计发包情况

图 10   2015—2020 年上海市单个设计项目平均发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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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5—2020 年上海市一体化发包情况

图 12 2015—2020 年上海市单个一体化项目平均发包额

2020 年，上海单个一体化项目平均发包金额为 6188.08 万元，同比增长 3.47%。

根据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数据，2019—2020年上海各专业领域工程勘察发包额数据见下表所示：

根据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数据，2019—2020 年上海建设市场勘察中标总额排名前十的企业及

其中标总额见下表：

表 22    2019—2020 年上海各专业领域工程勘察发包额统计

单位：万元

年份 合计 房屋建筑 市政基础设施
（非交通类） 交通工程 园林绿化 城市基础设施

维修 其他

2020 年 23341.16 5258.83 384.30 16334.30 534.79 81.84 747.10

2019 年 15575.37 3970.26 1545.36 5018.24 119.63 4456.43 465.45

同比 49.36% 32.46% -75.13% 225.50% 347.04% -98.16% 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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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数据，2019—2020年上海各专业领域工程设计发包额数据见下表所示：

根据上海市建设市场管理信息平台数据，2019—2020 年上海建设市场设计中标总额排名前十的企业及

其中标总额见下表：

表 24     2019—2020 年上海各专业领域工程设计发包额统计

表 23    2019-2020 年上海建设市场勘察中标总额前十名的企业

年份 合计 房屋建筑
市政基础设
施（非交通

类）
交通工程 装修工程 园林绿化 城市基础设

施维修 其他

2020 年 45.84 27.74 0.31 10.58 1.12 0.83 1.07 4.19

2019 年 33.85 19.91 0.37 3.64 1.30 0.97 2.68 4.98

同比 35.42% 39.33% -16.22% 190.66% -13.85% -14.43% -60.07% -15.86%

2020 年

序号 企业名称 中标总额（万元）

1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10588.18

2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0273.3

3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651.5

4 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1364

5 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288.34

6 中船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19.59

7 上海新地海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677.35

8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664.63

9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593.79

10 上海申元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576.42

2019 年

序号 企业名称 中标总额（万元）

1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3299.00

2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3299.00

3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1959.47

4 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1569.76

5 上海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1020.14

6 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978.58

7 中交上海航道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41.62

8 上海申元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793.79

9 上海协力岩土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534.96

10 上海市岩土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 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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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2019-2020 年上海建设市场设计中标总额前十名的企业

2020 年

序号 企业名称 中标总额 ( 亿元）

1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46

2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7.16

3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4.37

4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4.28

5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3.03

6 株式会社日建设计 1.56

7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1.52

8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51

9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51

10 上海德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50

2019 年

序号 企业名称 中标总额 ( 亿元）

1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41

2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2.68

3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2.51

4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6

5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5

6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4

7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0.9

8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0.84

9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0.64

10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0.6



2020 年度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发展报告

24

表 5    2019 年营收超 6 亿元企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勘察设计收入

（万元）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41

1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374976.260

2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301275.000

3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75449.370

4 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47899.890

5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163223.000

6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160395.390

7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146577.000

8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122469.620

9 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6388.803

10 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4733.313

11 上海水石建筑规划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104219.000

12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95390.634

13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95111.346

14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82551.265

15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2176.000

16 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70769.500

17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0399.650

18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66231.680

二、2019、2020 年超 6 亿财务指标企业（不含子公司）

每年的统计，营收超 6亿企业需要单独申报而且需要提交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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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0 年营收超 6 亿企业（不含子公司）

从上表可以看出，营收超6亿元企业的类型比较多样化，有市政、建筑、工业、铁路等，以国企为多数，

但也有天华、水石、联创、尤安、千年等几家以民用建筑为主业的民营设计企业连续上榜，他们的经验值

得研究。

2020年营收超6亿的企业共有16家，比上年减少2家。有两家新上榜，分别为上海核工院和上勘集团。

下榜的 4 家分别是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分布在不同的行

业中。

其中 11 家业绩有增长，平均增长率 15.2%。增长最多的是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增幅达 85.8%；业绩

同比下降的有三家，平均降幅为 7%，下降最显著的是邮电院，降幅达 12.6%。其中中交三航院业绩降幅达

60% 以上，电力华东院也在 40% 以上。

三、新业务开展情况

（一）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建筑师负责制业务

表 7     全过程工程咨询和建筑师负责制业务前 10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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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近几年来大力推行全过程工程咨询的成果，今年统计报表中新增该项目。从表中可以看出开展

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数量较大、业务量也比较大的有上海隧道院、中交三航、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从

近 1.9 亿到 6.1 亿。榜上的 10 家企业中两家以建筑工程为主业的企业均为 0，说明在民用建筑项目中全过

程发包甚少。但从新签合同数和合同额来看，这两家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尤其建工设计院，有 354 个新签

合同，其他 8家企业从新签合同额来看也均有明显的增量。说明此项业务正在快速推进中。

建筑师负责制业务只有一家有此项收入，为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今年新签有该业务的，又增加了

一家市政院，新签总量虽比上年度翻番，但平均每项合同金额为 300 多万元，而核工项目平均每项合同金

额仅为 72 万元。建筑师负责制项目中包括设计费，因此可以看出，项目规模极小。

统计显示，工程总承包的主力军毫无疑问是施工企业。只有上海市政设计总院以近70亿进入前15名。

根据总量统计，主营施工业务的企业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占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总额的 72.7%。主营工

程设计业务的企业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额占工程总承包新签合同总额的 27.2%。

特别从统计中单独摘出工程设计企业的排名见上表，除市政院之外，其中工业类工程公司依然是总包

主力，房建企业只有两家公司，华建集团两个资质加起来总承包业绩约有 17 亿元，其次是建工设计院约

10 亿元。从新签合同额来看也并增长也不明显。（表中空白为省略排在其前面的企业）

统计显示，大力推进的房建和市政工程总包业务，市政企业业绩较明显，而房建类项目则较少。	

根据之前的统计，上海的专项设计事务所占全国数量的三分之一，共有 120 家左右。

今年参与申报的设计事务所共有 81 家，其中建筑事务所 71 家，结构事务所 9家，机电事务所 1家；

其中 33 家为有限公司，41 家为普通合伙，7家为有限合伙；

规模最大的事务所是近期上市的霍普建筑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应该也是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事务所。

霍普共有设计人员 530 多人，营收达到 3.16 亿元。此外还有三家事务所业绩超 1.5 亿元，分别是上海地东

（二）工程总承包业务

（三）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

表 8          工程设计企业总承包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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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日源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上海方大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

另有一家今年上市公司为上海尤安建筑设计事务所，但其也拥有建筑行业甲级资质，名称为上海尤安建筑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从注册人数看，其中 14 家建筑设计事务所为按新的资质标准注册的 1位注册建筑师的事务所。

表 9                  前 20 家事务所数据

一、2020 年行业总述

2020 年最重大的事件无疑就是新冠疫情。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传播，对国际、国内各个层面都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历史值得记载的一页。

疫情的全面爆发在上半年导致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放缓，企业经营困难、企业数量减少。下半

年疫情受控之后，宏观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加大以“两新一重”为重点的固定资产投资。海外市场

严重受阻情况下，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策略；疫情导致重视健康城市建设，从社区、

环境、设施、空间等层面加大对健康城市的投入，大量的医疗健康设施的建设成为 2020 年市场的最大增长

点；为保持经济稳定的中央和地方国有投资为主的投资结构，社会投资大幅减少，进一步强化国企功能角色，

资源、项目向大型国有企业集中。中小企业在竞争中劣势明显，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加速行业服务升级，

加速行业重组整合。

疫情的全面爆发，引发企业和管理模式的重大变化，远程办公，线上会议、培训、论坛等，大大提高了

互联网应用能力和对网络的依赖，实现信息化对业务的全覆盖推进数字化转型并最终导向智能化。

第四章   对近几年行业发展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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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市场机会

2021 年是“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布局之年，与以往相比，当前工程勘察设计企业面临的外部发

展环境更加复杂多样，行业发展正在面临着国内外局势加速演变、国内经济转型、城市发展升级、疫情防

控常态化等多重影响，未来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风险加强。为此，从宏观经济和国家政策层面

优化投资结构，再造发展新引擎，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一）国家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建设现代

化基础设施体系，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重点发展“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方面，出台	“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拓展 5G 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建设。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面推进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重大工程方面，及时推进川藏铁路、西宁至成都铁路、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等交通水利重大项目。

交通强国：加强出疆入藏、中西部地区、沿江沿海沿边战略骨干通道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

构建快速网，基本贯通“八纵八横”高速铁路；加快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和机场群；加快城际铁路、市域(郊 )

铁路建设，构建高速公路环线系统；加快沿边抵边公路建设，继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道路安全设施。

智能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改造：对城市供水、排水、供电、燃气、热力等市政基础设施进行升级

改造和智能化管理，提升市政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能。协同发展智慧城市和智能网联汽车。建设

城市道路、建筑、公共设施融合的感知体系，打造车城网平台，实现“聪明的车、智能的路、智慧的城”

协同发展。

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工业领域钢铁和煤炭投资明显回升，电力投资出现结构性调整，水电成为主力。有

序发展海上风电，加快西南水电基地建设，安全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设；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20% 左右；推进以电代煤，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地热能；加快电网基

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微电网建设，加强源网荷储衔接，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加快建设天然气主干管道，

完善油气互联互通网络。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骨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水利设施协调

配套；加强重点水源和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建设；实施防洪提升工程，全面推进堤防和蓄滞洪区建设。

强化乡村建设的规划引领：	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科学编制县域村庄布局规划，因地制宜、

分类推进村庄建设，规范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保护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和乡村风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区域一体化，大都市圈规划：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	

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一是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优化

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

平原、北部湾等城市群，培育发展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

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	二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培育发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以城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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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和市域（郊）铁路等轨道交通为骨干，打通各类“断头路”“瓶颈路”，推动市内市外交通有效衔接

和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提高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

房地产开发市场走弱：与以上几大方面不同的是，房地产的走向相反。房地产开发近几年一直受到宏观

调控，“房住不炒”、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成为新的理念。

虽然房地产总体投资表面在继续增长，但整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中度越来越高。在疫情和宏观

政策的影响下，随着房产税的临近、刚需人口减少，房地产供应逐步进入到总量过剩阶段，商业、办公、

住宅等都出现了结构性转变。

房地产逐步进入下行通道的同时 , 城市更新也即将出台新的政策 ,	不许大拆大建，除增建必要的公共

服务设施外，不大规模新增建设规模，不突破老城区原有密度强度，严格控制老城区改扩建、新建建筑规

模和建设强度。这将可能使来自城市更新的建设机会也大为减少。

（二）上海市场

上海城市进入“存量”市场，城市更新、精细化管理提升环境质量、绿色生态等成为关注的重点。国家

政策带动之下，上海提出了新的空间发展战略，即新城开发以及浦东新区的。

1.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启动

5 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重大建设项目三年行动计划公布。坚持制度 + 项目双轮驱动，跨域一体推动

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包含上海青浦、苏州吴江、浙江嘉善，面积共 2413 平方公里，是长三角一体

化的“试验田”。规划建设导则聚焦生态环境、城市设计、综合交通 3 个重点领域，为今后示范区规划设

计和建设内容确立统一的标准。《三年行动计划》重点聚焦先行启动区，包括“一厅三片”（水乡客厅、

青浦西岑科创中心、吴江高铁新城、嘉善祥符荡创新中心）集中示范和生态环保、设施互通、产业创新、

民生服务四个方面分类示范共 5大板块、18 项主要行动。

2. 打造五大新城

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实施新城发展战略，推进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和南汇等五个新

城建设，将之建设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计划至 2025 年，五个新城基

本形成独立的城市功能，在长三角城市网络中初步具备综合性节点城市的地位；五个新城常住人口总规模

达到 360 万左右，新城所在区的 GDP 总量达到 1.1 万亿元。至 2035 年，五个新城将各自集聚 100 万左右的

常住人口，基本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综合性节点城市。近期五大新城已全面启动建设。

3. 浦东及临港新定位

中央出台《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浦东新区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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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浦东新区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实施方案》，提出要抓好一批重大工程

项目。将推动科学之城、金色中环、五彩滨江、浦东枢纽等重点区域建设，形成精彩频现、亮点纷呈的时

代城市特色风貌。同期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临港

新片区将对标国际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实施差异化政策制度探索，加快打造更具国际市场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根据

城市规划，临港将塑造“一核一带四区”空间格局，大批高精尖项目值得期待。

4. 建设“森林城市”“公园城市”

2021年8月发布《上海市生态空间建设和市容环境优化“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上海市“公园城市”“森

林城市”“湿地城市”生态空间基础初步形成；以建设“生态之城”为目标的城乡公园体系、生态空间结构体系、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生态质量和功能全面提升，“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市”生态空间基础初步形成，

多层次、成网络、功能复合的生态体系发挥整体效益。

5. 城市精细化

习近平来沪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上海这种超大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

样精细。”去年 7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共建超大城市精细化建设和治理中国典范合作框

架协议。上海制定了《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提出要积极运用改革办法破解超大城市建设和治理难题。大力推进旧区改造、城市更新和重点区域开发建设，

精心打造“一江一河”，积极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能城市、绿色城市和人文城市，持续提升人居

环境品质，探索超大城市精细化建设和治理的新路子。

6.“一江一河”及滨江公共空间：

在大力推进“一江一河”两岸贯通开放的同时，上海也正全面实施滨水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同时加快区域

转型，增强功能，打造精品，继续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面提升滨江核心段公共空间景观品质。

7.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高水平规划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

设总体方案》“一核”是上海虹桥商务区，面积为 151 平方公里，主要承担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国际贸易

中心新平台和综合交通枢纽等功能。“两带”是以虹桥商务区为起点延伸的北向拓展带和南向拓展带。北

向拓展带包括虹桥 - 长宁 - 嘉定 - 昆山 - 太仓 - 相城 - 苏州工业园区，重点打造中央商务协作区、国际贸

易协同发展区、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拓展区；南向拓展带包括虹桥 - 闵行 - 松江 - 金山 - 平湖 - 南湖 - 海盐 -

海宁，重点打造具有文化特色和旅游功能的国际商务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区、江海河空铁联运新平台。

8. 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

今年 6 月 , 上海通过《关于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上海城市软

实力主要体现在开放包容和集成创新两大方面，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上，生态绿色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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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家园的基础和前提，科技创新是节能减排、降低城市发展对传统资源依赖的重要途径，

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具体而言，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利用多源、多元数据采集、分析模型技术，科学地预测城市生态空间的

用地规模，制订生态空间与其它功能区之间的互动方案，让现代科技更充分惠及新城建设、旧城更新、城

市生态廊道设计，建立新型绿色城市与智慧城市良性互动关系，进而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

三、行业管理

坚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近几年国家层面的主要精力所在。对行业来讲，放宽市场

准入加大诚信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各方主体责任是行业管理优化的逻辑。

1. 淡化资质强化注册人员管理

去年，国务院《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标准框架》，年初，住建部《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	度改革方案》

出台，“能减则减、能并则并”，大幅压减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对可由市场自主选择、行业自律进行调

节的企业资质类别予以取消。虽然具体的资质标准尚未出台，但从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将会大幅降低准入

门槛。未来将构建资质许可、信用约束和经济制衡相结合的建筑市场准入制度，降低新业务、新模式推行

阶段企业资质门槛；建立工程质量终身制，明确注册执业人员的权利、义务、责任，规范执业人员从业行为，

加大个人执业责任追究力度。压减工程建设等领域企业资质资格类别、等级，全面实行资质审批告知承诺

制管理和电子化审批。

通过建筑师负责制实践，促进个人执业资格的落地。加强资质审批后监管，将企业不实承诺、违反承诺

等行为列入企业不良信用信息，加大告知承诺弄虚作假惩处力度。

2. 业务模式转变

在市场管理思路转变的背景下，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一体化、全过程服务模式，陆续出台了关于工程总

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的相关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合同文本等。在政府、国有投资项目中率先推行，鼓

励建设单位在选择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同时委托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PPP）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在民用建筑中积极探索建筑师负责制。

四、企业层面

中央、国有企业加快混改、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部分大型民营企业寻求资本市场，加快上市步伐，

目前共有 30多家以设计咨询为主业的企业上市，还有几家发布招股说明书。近一年来在注册制改革主推下，

我国证券市场审核明显提速，IPO 过会大幅提升，因此未来将有更多企业走上资本市场。上海情况，华建集

团是目前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国有企业，2021 年又有尤安设计和霍普设计成功上市。此外在新三板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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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经纬、陆道、尧舜、浚源等。

由于前述各方面政策的影响，资源的集中度日益提高，通过品牌输出向平台化发展成为不少规模型企业

的选择，而大量的中小企业则面临一定的发展困境不得不向大型企业靠拢，而一大部分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

服务于开发商的中小型设计机构则面临着生存困境。

五、企业发展建议

1. 认清行业形势，把握发展趋势

2020 年是一个转折之年，各方面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要更多地对宏观经济、市场、政策等进

行研判，三思而后行。根据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制定企业的未来发展规划，先谋而后动。深入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和“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推进单位的业务创新、

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数字化应用，提升建筑工程的品质和效益，促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立足自身优势，实施差异化竞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行业进入了集中度提升两极分化时代，企业需要明确未来的业务架构和战略定位，

是做强做大还是做精做专，需要采取差异化竞争。选择一体化、全过程，就要强化设计与施工的深度融合，

向工程公司模式转型。选择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则需要在某一领域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走出独特的路径。

3. 强化新技术应用能力 实现技术强企

对于政策力推的 BIM 技术应用、装配式建造方式以及绿色低碳、海绵城市、智慧城市、污染土处理、清

洁能源利用等新领域的开拓，	“安全、健康、节能”的新标准、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在城市更

新、旧城改造、美丽乡村建设、轨道交通、新基建等新业态加大应用推广力度，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方向。

4. 从企业转向团队，为人才成长设置通道

随着行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对人才的能力建设相较过去有更高的要求。

在数字化、信息化与勘察设计专业技术深度融合，推行设计主导的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的

大趋势下，设计业务从单一环节的业务，向多环节或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服务转变，对设计人才的各方面能

力要求有很大的变化，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具有工程造价、项目管理能力等跨

专业、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利用大数据平台，开展数字化、智能化设计和全生命周期服务，对熟悉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技术的人才需求持续旺盛。

行业管理从企业转向个人，落实项目设计人员的执业责任，也要求设计人员有更大的责任担当，更注重

设计质量和安全。同时，更多的项目选择不仅通过设计单位渠道而会直接面向院士、大师等领军人才，为此

企业需要建立人才梯队，为人才上升开设通道；发挥领军人才的引领作用，提高其全国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加大对个人品牌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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