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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法例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法）

中华建设网讯（记者
韩冬）
日前，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2022年上半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数据显示，全
国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28979.8亿元，同比增长7.6%；建筑业企业完成
竣工产值 46537.7亿元，同比增长5%。

《2022年上半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

一、2022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基本情况

（一）建筑业增加值情况

经初步核算，2022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562641.6亿元，同比增长2.5%。上半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35574.8亿元，同比增长
2.8%，增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3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6.3%。

（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建筑业总产值情况

2022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271430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同比增长7.3
%，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幅高出1.2个百分点。

2022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
企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
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不含劳务分包
建筑业企业，下同）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28979.8亿元，同比增长7.6%；建筑业企
业完成竣工产值46537.7亿元，同比增长5.0%；在外省完成产值41102.7亿元，同
比增长6.4%，在外省完成产值占建筑业总产值的34.2%。

（三）建筑业企业数量、从业人数和劳动生产率情况

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 129495个，同比增长 12.5%；
从业人数4174.7万人，同比增长0.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7786个
，比上年同期增加860个，占建筑业企业总数的6.0%。

2022年上半年，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为278805元/人，同比增长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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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筑业企业签订合同总额、新签合同额情况

2022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企业签订合同总额490317.8亿元，同比增长10.5%，
其中新签合同额149733.9亿元，同比增长3.9%。

（五）房屋建筑施工面积、竣工面积情况

2022年上半年，房屋施工面积120.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2%。其中，新开工面积
19.7亿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12.5%。房屋竣工面积14.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4.4
%。

从全国建筑业企业房屋竣工面积构成情况看，住宅房屋竣工面积占最大比重，为64.
9%；厂房及建筑物竣工面积占15.4%；商业及服务用房屋竣工面积占6.6%；科研
、办公、文体、仓库、其他种类房屋竣工面积占比均在5%以下。

（六）对外承包工程情况

2022年1-6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458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2%
（折合706.4亿美元，同比增长4.0%），新签合同额6715.6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6.
1%（折合1035.8亿美元，同比下降6.2%）。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
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2533份，新签合同额338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1.8%
（折合522.1亿美元，同比下降11.9%），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
0.4%；完成营业额2489.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2%（折合384亿美元，同比下
降2.4%），占同期总额的54.4%。

2022年1-6月，我国对外劳务合作
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2.1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3.8万人；其中承包工程项下派出4.1
万人，劳务合作项下派出8万人。6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6.3万人。

二、2022 年上半年各地区建筑业基本情况

（一）建筑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2022年上半年，江苏、浙江继续领跑全国各地区建筑业，建筑业总产值双双超过1
万亿元，分别达到14872.0亿元和10866.6亿元，分别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11.5%
和8.4%。除江苏、浙江外，总产值超过5000亿元的还有广东、湖北、四川、福建
、山东、河南、北京、湖南、安徽等9个地区，上述11省市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占
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70.0%。从各地区建筑业总产值增长情况看，28个地区的建筑
业总产值较上年同期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其中，新疆增幅最大，达到了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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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贵州、安徽、甘肃、宁夏等6个地区的增幅均在10%以上。西藏、吉林、上
海3个地区的建筑业总产值较上年同期出现负增长。

（二）各地区在外省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情况

2022年上半年，各地区在外省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排名前两位的仍然是江苏和北京
，分别为6098.8亿元和4736.2亿元。两省在外省完成产值之和占全部在外省完成产
值的比重为24.6%。湖北、福建、浙江、上海、湖南、广东、四川、陕西、河南、
山东等10个地区，在外省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均超过1500亿元。在外省完成的建
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最快的是吉林，达到了44.3%。广西、海南的增幅也超过了20
%。7个地区在外省完成的建筑业总产值出现负增长，其中西藏的负增长超过50%
，浙江的负增长超过10%。从外向度（即本地区在外省完成的产值占本地区建筑业
总产值的比例）来看，排在前三位的地区是仍然北京、天津和上海，分别为74.0%
、69.1%和68.3%。外向度超过30%的还有青海、福建、内蒙古、湖北、江苏、陕
西、河北、辽宁、湖南、山西、江西、贵州等12个地区。

（三）建筑业企业数量、从业人数和劳动生产率情况

2022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数量超过5000家的地区共11个。其中，江苏的企
业数量最多，达到11626家。山东、浙江、广东的企业数量均超过9000家。与上年
同期相比，27个地区的企业数量增加。其中，江西、广西、甘肃的增幅均超过20%
；北京、内蒙古、上海、辽宁4个地区的企业数量小幅减少。

2022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从业人数超过百万的地区仍然是13个。江苏、浙江依
然是从业人数大省，人数分别达到647.1万人和437.9万人。福建、广东、四川、河
南和山东等5地区从业人数均超过200万人。与上年同期相比，13个地区的从业人
数增加。其中，增加人数最多的是江苏，增加38.6万人。18个地区的从业人数减少
。其中，减少最多的是浙江，减少27.0万人。从业人数增幅最大的是湖北，增幅为
13.8%；降幅最大的是西藏，下降了26.4%。

2022年上半年，26个地区的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保持增长。劳动生
产率排序前三位的地区是湖北、北京和青海，分别为417901元/人、401117元/人
和383289元/人。劳动生产率增幅超过15%的是天津、内蒙古、广东和贵州4个地
区。5个地区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下降，吉林的降幅超过16%。

（四）建筑业企业签订合同总额、新签合同额情况

2022 年上半年，广东、江苏、湖北、浙江、北京、四川6个地区建筑业企业签订合
同总额均超过30000亿元，分别达到48601.5亿元、39419.9亿元、3920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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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91.7亿元、35082.3亿元和33563.3亿元。合同总额超过20000亿元的还有上海
、山东、福建、湖南、河南等5个地区。合同总额同比增长最快的是湖北，达到了2
2.3%。宁夏、黑龙江、四川、广东、天津和新疆的增幅均超过了15%。西藏、内蒙
古的合同总额出现负增长，其中西藏的负增长超过10%。

2022 年上半年，广东、江苏、湖北、浙江等4地区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均超过10
000亿元，分别达到13172.2亿元、12688.8亿元、11270.4亿元和10292.8亿元。
新签合同额超过6000亿元的还有四川、山东、福建、北京、河南、湖南、上海、安
徽等8个地区。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最快的是广西，达到了28.0%。甘肃、陕西、
海南、湖北、安徽、福建和广东的增幅也都超过了10%。12个地区新签合同额出现
负增长，其中西藏、青海、吉林的负增长均超过15%。

（五）房屋建筑施工面积、竣工面积情况

2022 年上半年，江苏、浙江建筑业企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均超过10亿平方米，分
别达到20.9亿平方米、14.3亿平方米。房屋建筑施工面积超过5亿平方米的还有广
东、北京、山东、福建、湖北、上海、四川、河南等8个地区。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同比增长最快的是西藏，为90.1%。新疆、青海增幅均超过30%。14个地区房屋建
筑施工面积出现负增长，其中宁夏、湖南、云南的负增长均超过15%。

2022 年上半年，江苏、浙江、湖北建筑业企业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均超过1亿平方米
，分别达到2.7亿平方米、1.7亿平方米、1.2亿平方米。房屋建筑竣工面积超过 500
0万平方米的还有四川、广东、湖南、河南、山东、江西、福建、重庆、安徽等9个
地区。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同比增长最快的是西藏，达到了45.3%。宁夏、江苏、北
京的增幅也都超过了20%。12个地区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出现负增长，其中吉林、上
海、内蒙古的负增长均超过30%。

（六）各地区指标及其增长情况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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