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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建筑业会发生哪些变化？

看看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怎么说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报告所透露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信

号，将会使我国建筑业发生哪些变化？记者从建筑业的角度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解读。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报告】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行

多证合一，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让企业和群众更多感受到“放管
服”改革成效，着力打通“最后一公
里”，坚决除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
便利之门。

【解读】简政放权是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的重要任务之一。自2014年以来，
国务院先后分7批取消了433项职业资
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其中涉及工程建设行
业的共58项。此举为建筑企业的正常运
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建筑业市场活力。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报告】落实和完善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政策。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今
年由四档税率简并至三档，营造简洁透
明、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进一步减轻
企业税收负担。

【解读】作为去年营改增试点的重
要行业之一，建筑业营改增在过去 10
个月运行平稳，为促进行业和企业健
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未来，要
进一步加大降低企业成本的力度，需
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推进国企国资改革
【报告】抓好电力和石油天然气

体制改革，开放竞争性业务。持续
推进国有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
抓紧剥离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

【解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未
将建筑业列为首批国企改革的试点行
业，但拥有庞大资产总量、市场占比一
半以上的建筑央企和地方建筑国企也
有望迎来包括混改在内的多种形式改
革浪潮。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建筑企
业尝试国民混改，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抓好金融体制改革
【报告】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

革，完善主板市场基础性制度，积极发
展创业板、新三板，规范发展区域性股
权市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稳妥推
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
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
金融风险“防火墙”。

【解读】这是“新三板”一词首次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三板的独立市场
地位已得到高层确认，新三板将与创业板
并驾齐驱，共同推动国家金融体制创新。

全面提升质量水平
【报告】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大

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
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
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
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解读】建筑业是最能体现工匠精
神的行业，建筑业虽为国民经济作出
了巨大贡献，但工程质量问题作为行
业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后遗症”，在近
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工匠精
神理念对建筑业提高工程品质、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
【报告】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今年

实现进城落户 1300万人以上，加快居
住证制度全覆盖。支持中小城市和特
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
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
射带动作用。推进建筑业改革发展，
提高设计水平和工程质量。

【解读】未来，国家将不断推进城
市群战略，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
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不断打造
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
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特色城镇。

因城施策去库存
【报告】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以
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以政府为
主提供基本保障。加强房地产市场分
类调控，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
理增加住宅用地，规范开发、销售、中
介等行为。

【解读】房地产调控已连续几年出
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表明政府极
其重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以全体
人民住有所居为目标，坚持分类指导、
分步实施、分级负责。同时，政府还加
大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

扎实有效去产能
【报告】要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

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更多
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效处置
“僵尸企业”，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破产
清算，坚决淘汰不达标的落后产能，严
控过剩行业新上产能。

【解读】未来，建材行业将推出更
有力的限制禁止新增产能的项目审查
制度，将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规定转
换成各地政府可操作、可实施的具体
政策，并推进实施。

扩大有效投资
【报告】引导资金更多投向补短

板、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领域。
今年要完成铁路建设投资 8000亿元、
公路水运投资 1.8万亿元，再开工15项
重大水利工程，继续加强轨道交通、民用
航空、电信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

【解读】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为对
冲经济下行压力所采取的必要调控措施，
体现了政府在宏观调控领域的作用。政
府为实现目标，继续在基建端发力，不断
加大投资力度，一方面能够稳住经济，另
一方面能缓解产能加速过剩的压力一方面能缓解产能加速过剩的压力。。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报告】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模
式变革。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
攻方向，推进国家智能制造示范
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深入实
施工业强基、重大装备专项工程，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高端迈进。

【解读】根据“十三五”相关规划，
中国制造必定经历向中国智造、中国
质造的转变。而随着制造业转型升
级、“互联网+”的快速推进，《中国制
造2025》规划在未来10年都将是主流
话题。

加大综合管廊建设力度
【报告】统筹城市地上地下建设，再

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
以上。

【解读】为统筹城市各类地下管线
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解决路面反复开
挖、架空线网密集、管线事故频发等问
题，中央多次明确要求全面推进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可见，地下综合管廊
对满足民生基本需求和提高城市综合
承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报告】启动消除城区重点易涝区

段三年行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使城
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

【解读】海绵城市建设，可以综合
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
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同时，国家将积极推广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等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据《中华建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