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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重庆市建筑业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国内“经济下

行，通胀上行”背景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抓住关键、突出重点，

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加剧、生产资金紧缺、材料劳务费用高涨等因素造

成的不利局面，狠抓企业管理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保持了建筑业平

稳较快增长，建筑业总产值突破 3000 亿元，建筑业发展迈上了又一个

新台阶，实现了“十二五”的良好开局。 

一、2011 年建筑业总体情况 

（一）建筑业产值稳步提高 

2011 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320.19 亿元，同比增长 31.0%，增

速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852.34 亿元，同比增

长 28.9%，增速比上年提高 4.4 个百分点。对我市生产总值（GDP）的

贡献率达到 10%，拉动经济增长 1.6 个百分点，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建

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增强，为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1、从产值构成看：建筑工程产值 3022.51 亿元，同比增长 32.7%，

增速较上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安装工程产值 196.67 亿元，同比增长

20.7%；其他产值 101.01 亿元，同比增长 7.2%。 

2、从产值构成比重看：建筑工程产值占比超 9 成，达到 91.0%，

比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安装工程产值占比 5.9%，同比降低 0.5 个

百分点，其他工程产值占比 3.1%，同比降低 0.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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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产值增速看：实现建筑业增速保持 30%以上高位运行，高于

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增长率（2011 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率为

22.6%）。建筑工程产值增速较快，高出建筑业总产值增速 1.7 个百分

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企业完成产值 1006.11 亿元，同比增长

56.7%，占总产值的 30.3%，支撑产值高位发展。 

4、从产值地域看：“一小时经济圈”共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2572.7

亿元，同比增长 28.0%，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77.5%，有力拉动了全市建

筑业发展；“渝东北翼”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670.07亿元，同比增长 44.8%，

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3.8 个百分点，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20.2%，较

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渝东南翼”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77.42 亿元，同

比增长 26.0%，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2.3%。 

5、从产值外拓度看：我市建筑企业全年在外省完成产值 589.47

亿元，同比增长 18.8%，外省完成产值占建筑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7.8%。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市建筑企业不断开拓外省建筑市场，全市总

专包建筑企业承建工程项目遍布全国，企业在外省完成产值居前三位

的省份依次是四川省、云南省和贵州省。其中，在四川省完成建筑业

总产值 183.65 亿元，占在外省完成产值的 31.2%；在云南省完成产值

69.99 亿元，占比 11.9%；在贵州省完成产值 61.39 亿元，占比 10.4%。 

6、从产值所有制形式看：股份制公司、民营企业等非国有建筑企

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建筑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产值占比近

七成。2011 年，全市非国有总专包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2314.08 亿

元，同比增长 22.3%，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69.7%。 

（二）高资质企业强优特征突显 

在全市建筑业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高资质企业“总包强、专业精、

主业突出”特征进一步彰显，数量占比不足 7%的一级资质及以上建筑

业企业成为行业发展主力军。2011 年，全市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及以

上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641.82 亿元，同比增长 33.5%，占全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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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比重近五成，达到 49.4%，比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签订合

同金额 3204.68 亿元，同比增长 27.1%，占全市签订合同金额的 56.8%，

比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竣工产值 627.63 亿元，同比增长 3.0%，占

全市竣工总产值的 38.9%。高资质建筑业企业市场份额占据半壁江山，

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竞争优势得到加强，起到了优化建筑业市场资源

配置、引领建筑行业技术革新的带动作用。 

（三）合同金额快速增长 

2011 年，全市建筑业企业签订合同金额 5637.1 亿元，同比增长

26.1%（上年结转合同金额 2255.42 亿元、同比增长 43.5%，本年新签

合同金额 3381.68 亿元、同比增长 16.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签订合同金额 220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占总专包企业签订合

同总金额的 39.1%。 

（四）建筑市场繁荣活跃 

1、全市发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4968 个、同比增

长 1%，工程造价 1428.3 亿元、同比增长 48.1%。其中，公开招标工程

2510 个，工程造价 569.4 亿元，占比分别为 50.52%和 39.87%；邀请招

标 766 个，工程造价 173.6 亿元，占比分别为 15.42%和 12.15%；直接

发包 1692 个，工程造价 685.3 亿元，分别占比 34.06%和 47.97%。市

管项目发包工程 257 个（公开招标工程 147 个、 邀请招标工程 34 个、

直接发包工程 76 个），工程造价 287.73 亿元。全市国有资金发包工程

3305 个，工程造价 784.03 亿元。 

2、重庆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交易中心完成工程建设项目交易总数

2143 个、同比增长 39.2%，交易金额 1115.51 亿元，同比增长 67.5%。

其中，施工类房屋与市政工程 1543 个，交易金额 882.56 亿元，占总

额的 79.1%；施工类专业工程 159 个，交易金额 190.8 亿元，占总额的

17.1%；勘察设计、监理、采购、建设管理代理项目 441 个，交易金额

42.15 亿元，占总额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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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市新开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3759 个，同比

减少 12.07%；新开工面积 9187.3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5.33%；建安

造价 1384.50 亿元，同比增长 47.36%。其中，市管项目 235 个、占比

6.25%，造价 223.67 亿元；区管项目 3524 个、占比 93.75%，造价 1160.83

亿元。 

4、全市共 1158 家（次）本市企业出渝参与投标，中标工程 814

个，总造价 223 亿元，总建筑面积 1948 万平方米；共 544 家市外企业

入渝中标参与工程建设。 

5、全年为市内外建筑业提供农村富余劳动力 161 万人，其中，本

市建筑业解决就业 90 万人、市外建筑业解决就业 71 万人；本市建筑

业吸纳建筑劳务人员 128 万人，其中，本市农民工 90 万人、本市非农

民工 26 万人、市外入渝农民工 12 万人。全市净输出劳动力 59 万人。 

（五）行业规模趋于稳定 

2011 年，全市一级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从上年的 289 家增加到 321

家，甲级以上监理企业从 44 家增加到 48 家，甲级造价咨询企业从 68

家增加到 80 家，甲级资质招投标代理机构从 21 家增加到 25 家，行业

结构调整初见成效，高资质企业稳步增加，行业规模基本稳定。 

1、建筑业企业 6671 家，其中：施工总承包企业 1822 家（特级企

业 2 家、一级企业 189 家、二级企业 676 家、三级企业 955 家），专业

承包企业 2946 家（一级企业 130 家、二级企业 460 家、三级企业 2292

家、不分等级 64 家），劳务分包企业 1903 家（一级企业 1562 家、二

级企业 151 家、不分等级 190 家）。注册一级建造师 7742 人，注册二

级建造师 18325 人。 

2、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166 家，其中：甲级资质 80 家，乙级资质

75 家，暂定级资质 11 家。注册造价工程师 2273 人，全国造价员 15109

人。 

3、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123 家，其中：甲级资质 25 家，乙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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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家，暂定级资质 43 家。经考核合格的招投标专职人员 1254 人。 

4、工程监理企业 87 家，其中：综合类资质 2 家，专业甲级资质

46 家，专业乙级资质 23 家，专业丙级资质 16 家。全国注册监理工程

师 2305 人，重庆市项目总监 2626 人，重庆市监理工程师 4247 人，重

庆市监理员 5649 人。 

5、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91 家，其中：专项与建材类资质 77 家，建

材类资质 2 家，专项类资质 12 家。具备建材检测资格 3115 人，桩基

动测 335 人，室内环境检测 344 人，结构检测 1039 人，市政道路检测

324 人，建筑节能检测 260 人，建筑门窗及幕墙检测 176 人。 

  6、已投产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 85 个，年设计生产能力 8700 万立

方米，共有从业人员 14486 人、工程技术人员 2127 人。拥有搅拌系统

239 套，混凝土运输车 3067 辆，混凝土输送泵共 516 台。2011 年预拌

混凝土产量达到 3954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32.7%。   

（六）质量安全形势持续好转 

1、全市工程实体质量总体受控，工程质量水平明显提高，住宅

质量通病明显减少，工程质量投诉明显下降，4 项工程荣获 2010—2011

年度“鲁班奖”，获奖数量取得重大突破。 

全市新受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3759 项、建筑面积

9187.32 万平方米；结转 2010 年未完房屋建筑工程 4631 项、建筑面积

10671 万平方米，市政工程 632 项；全市竣工房屋建筑工程 2308 项，

建筑面积 4677 万平方米，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394 项；全市实施分户验

收住宅工程 1541 项、建筑面积 3835 万平方米，实现分户验收覆盖率

和合格率 100%；全市竣工备案房屋建筑工程 1793 项、建筑面积 4253

万平方米，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214 项。 

全年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27285 次，检查房屋建筑工程 7839 项，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 1334 项，发现质量隐患 4099 起，4072 起整改完毕；

开展专项检查 398 次，检查工程 2794 项，发现质量隐患 453 起，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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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整改完毕；开展工程现场建筑材料专项检查 2925 次，抽检材料 7 类，

总数 12128 组。不合格 257 组，占抽检总数的 2.12%，发出整改通知

书 172 份。 

全市受理质量投诉 1988 件，已处理完结 1904 件，质量投诉处理

结案率 95.77%。其中楼板与墙面空鼓开裂、厨厕及屋面和外墙渗漏、

参建单位的不良行为占投诉比例的 71%。 

2、全市发生建筑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8 起，死亡 20 人，与上年相

比，事故多发生 1 起，上升 5.88%，死亡人数持平。杜绝了重大事故

的发生。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事故类型仍然以“高处坠落”为主。“高处坠落”事故发生 11 起，

死亡 12 人，分别占总数的 61%与 60%。与上年相比，少发生 1 起事故，

下降 8.3%，死亡人数少 1 人，下降 8.3%； 

  二是物体打击事故和火灾事故有所增加。全年发生物体打击事故 4

起、死亡 4 人，发生火灾事故 1 起、死亡 2 人，上年均未发生此类事故。   

全年完成 14983 台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备案监督管理；组织三类

人员考核 94 期、31379 人次，合格发证 18721 个；全年安全事故立案

30 起，降低安全生产条件立案 9 起，安全隐患立案 2 起，已结案 22

起，下发 88 份处罚决定书。 

（七）改革创新成效显著 

1、市级工程招投标集中交易平台平稳运行。统筹了 11 个市级部

门的招投标交易，统一场地、规则、流程，依靠高科技建立了监管新

系统，构建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的管理体制，实现了对围标串

标等行为的有效防范，交易量突破 1000 亿元大关。  

2、全面推进建筑施工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开展了全市模拟评价，

涉及 865 家建筑施工企业的 2316 个在建项目，评价结果较为客观真实

地反映了企业综合实力、管理能力和现场效果，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

将从根本上解决围标串标、转包挂靠、弄虚作假、质量安全责任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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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等“老大难”问题。 

3、创新外地入渝企业管理办法。突破原有管理模式，创新工作机

制，堵塞漏洞，出台了外地入渝企业登记备案管理办法，登记备案时

间由原来中标后改为投标前，严格企业资质、人员资格、诚信记录等

入渝条件，并实行年度复核制度，强化动态监管，为进一步规范外地

入渝企业生产经营行为、遏制围标串标等违规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实施企业资质资格动态监管。建成企业、人员、项目三大数据

库，与资质管理系统、企业诚信综合评价系统互联互通，为实施资质资

格动态监管创造了条件。坚持资质资格标准，严格市场准入清出，注销

了 1630 家建筑业企业资质，按程序对复查不合格的 392 家建筑业企业实

施降级或撤回资质，撤回 5 家监理企业资质，注销 8 家检测机构资质。 

二、面临的困境 

2011 年，我市建筑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仍然面临不少困境和

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我市资质等级较低企业比重仍很大，发展基础薄弱，管理手

段落后，增长缓慢，产业化集中度仍需提高。全市三级资质以下建筑

业企业 3311 家，占比 70%；二级资质建筑企业 1136 家，占比 23.8%。

从统计部门公布的 2011 年全国各地区总专包建筑企业完成产值情况

看，我市位居西部第三，全国排名第 16。 

二是我市建筑企业外拓度不强，在国内外市场占据份额不高，企

业竞争力、科技创新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从统计部门公布的 2011 年在

外省完成产值情况看，我市仍位居西部第三位，全国排名第 18，与发

达地区比，我市建筑企业竞争力还很弱。 

三是工程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建材价格及劳

动力工资上涨导致建筑工程成本上升，工程成本和各项费用的过快增

长，压缩了盈利空间，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2012 年主要工作 



 8

主要目标：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500 亿元，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880

亿元，拉动经济增长 1.5 个百分点。培育特级企业 2 家，一级施工总

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 40 家，新增注册执业人员 3500 人。杜绝重特大

质量安全事故，主城区新开工项目 100%建立安全生产电子监控系统，

创建市级文明工地 80 个，创建扬尘示范工地 20 个。培育市级工法 30

项，争创 3 个鲁班奖。 

围绕上述目标，解决困扰我市建筑业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境和难

题，大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进一步提高建筑企业竞争力。充分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作

用，加快培育发展一批核心竞争力强、专业优势好的大企业集团，结合

重庆实际，优化结构，制定重庆建筑业发展实施计划和工作方案，提出

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逐步实现我市建筑业大发展、大改观、大提升。 

二是进一步加强重大改革措施执行力建设。狠抓市级工程建设招

投标集中交易平台自身建设，争创全国一流市场；全面实施建筑施工

企业诚信综合评价，推动行业、市场和现场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建

立工程监理企业诚信综合评价体系，规范监理行为。 

三是严格执行市场准入清出制度。严格资质资格动态管理，体现

有扶有控原则，努力培育新的特级资质企业，提高企业质量，控制企

业数量，形成大、中、小企业合理配置。强化施工许可和外地入渝企

业动态监管。 

四是继续开拓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我市建筑业企业要把继续开

拓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来抓，在有效巩固占

据现有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开辟新兴市场，提高对大中型工程的施工能

力和科技含量，主动开拓国内外热点建筑市场，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培

育几个优势明显、规模较大的区域特点突出的建筑市场。 

五是不断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优化招投标监管和交易流程，全面

推行电子招投标和电子评标，建立网上招投标平台，采取综合举措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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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围标串标行为。加强合同备案管理，加大合同履约监管力度，重点

加强对低价中标工程合同履约的管理。切实加强监理行业管理，修订

重庆市建设工程监理管理办法。加大建筑综合执法力度，形成守信受

益、失信受损的良好建筑市场。  

六是突出工程质量监管重点。强化住宅工程特别是公租房等保障

性住房以及轨道交通、隧道、跨江大桥等技术难度大、质量安全风险

高的工程项目的质量监管，全力确保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质量。

加强建筑材料的监督检查，坚决防范不合格材料在工程中使用。 

七是全力抓好建筑安全生产。继续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提高安全

监管效能，健全市和区县两级监管机制。深化监督工作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强化对易发生群死群伤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

整治，坚决防止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 

八是提高建筑业科技水平。逐步完善标准体系，引导、鼓励企业

进行成套施工技术、专利技术及工法的研发申报，熟练掌握新技术、

新工艺、新机具。逐步限制、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及材料机具。 

 

附件：1、2011 年建筑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2、2011 年重庆市建筑业企业分布表 

      3、2011 年重庆市建筑业中介服务机构分布表 

      4、2011 年重庆市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生产能力及产量统

计表 

      5、2011 年办理施工许可证开工工程情况汇总表 



附件一： 

 

2011 年建筑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地 区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位次 地 区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位次 

渝北区 470.19  1 垫江县 39.97  22 

万州区 284.43  2 忠县 38.98  23 

九龙坡区 283.56  3 南川区 38.46  24 

渝中区 234.64  4 云阳县 35.31  25 

涪陵区 221.72  5 璧山县 32.35  26 

沙坪坝区 177.37  6 黔江区 30.57  27 

南岸区 135.04  7 荣昌县 29.25  28 

永川区 128.63  8 綦江县 23.26  29 

江北区 125.98  9 丰都县 22.93  30 

巴南区 111.56  10 巫溪县 15.50  31 

北碚区 107.15  11 城口县 13.20  32 

开县 100.16  12 秀山县 11.64  33 

潼南县 86.30  13 武隆县 11.28  34 

江津区 77.90  14 酉阳县 8.80  35 

合川区 70.50  15 石柱县 7.83  36 

长寿区 68.82  16 巫山县 7.77  37 

奉节县 68.22  17 彭水县 7.30  38 

大渡口区 53.85  18 万盛区 5.69  39 

大足县 46.08  19 双桥区 0.86  40 

梁平县 43.60  20 合 计 3320.19    

铜梁县 43.54  21       

 

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以上数据系 2011 年建筑业快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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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1 年重庆市建筑业企业分布表 

特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不分等级 

区县 总
承
包 

总
承
包 

专
业
承
包 

劳
务
分
包 

总
承
包 

专
业
承
包 

劳
务
分
包 

总
承
包 

专
业
承
包 

劳
务
分
包 

专
业
承
包 

劳
务
分
包 

合 
计 

直属 2 30 4 0 5 1 0 0 0 0 0 0 42 

万州区 0 11 1 70 56 8 3 51 40 0 2 6 248

涪陵区 0 13 2 113 41 10 3 40 55 0 0 1 278

渝中区 0 16 34 59 33 91 2 25 191 0 17 16 484

大渡口区 0 1 1 6 16 11 32 19 57 0 4 9 156

江北区 0 7 13 202 30 61 1 55 260 0 8 22 659

沙坪坝区 0 9 9 44 19 31 0 29 129 0 2 4 276

九龙坡区 0 6 9 68 36 63 50 46 196 0 3 14 491

南岸区 0 9 12 82 28 39 4 50 231 0 9 16 480

北碚区 0 10 2 35 14 10 1 17 51 0 1 4 145

万盛区 0 0 0 1 5 1 1 9 9 0 0 1 27 

双桥区 0 0 0 4 1 1 6 4 9 0 0 4 29 

渝北区 0 14 15 116 68 37 2 54 156 0 6 10 478

巴南区 0 8 4 93 34 10 1 36 81 0 3 2 272

北部新区 0 7 11 43 11 19 1 30 87 0 1 4 214

高新区 0 3 10 50 9 31 4 18 199 0 5 14 343

南川区 0 0 0 8 6 0 0 26 8 0 0 2 50 

黔江区 0 3 0 5 10 0 1 15 6 0 0 0 40 

永川区 0 4 1 69 27 7 1 32 58 0 0 6 205

长寿区 0 8 0 72 18 2 11 19 25 0 0 5 160

合川区 0 4 0 37 14 2 2 33 37 0 0 7 136

江津区 0 6 0 150 28 4 0 36 62 0 2 7 295

经开区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2 

綦江县 0 0 0 22 12 1 4 20 36 0 0 3 98 

潼南县 0 2 1 0 10 1 4 27 12 0 1 1 59 

铜梁县 0 2 0 24 9 2 2 20 12 0 0 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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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重庆市建筑业企业分布表 

特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不分等级 

区县 总
承
包 

总
承
包 

专
业
承
包 

劳
务
分
包 

总
承
包 

专
业
承
包 

劳
务
分
包 

总
承
包 

专
业
承
包 

劳
务
分
包 

专
业
承
包 

劳
务
分
包 

合 
计 

大足县 0 3 0 9 9 1 3 19 59 0 0 1 104

荣昌县 0 1 1 6 11 5 0 15 30 0 0 2 71 

璧山县 0 3 0 15 5 6 0 24 54 0 0 0 107

梁平县 0 0 0 10 2 0 1 17 18 0 0 0 48 

城口县 0 0 0 2 0 0 0 5 4 0 0 0 11 

丰都县 0 0 0 10 7 0 0 8 5 0 0 0 30 

垫江县 0 0 0 33 18 3 1 21 9 0 0 2 87 

武隆县 0 0 0 8 7 0 1 2 5 0 0 0 23 

忠县 0 2 0 25 12 0 1 10 16 0 0 0 66 

开县 0 3 0 23 16 1 0 21 30 0 0 3 97 

云阳县 0 1 0 35 9 0 5 23 15 0 0 11 99 

奉节县 0 1 0 17 17 1 1 15 2 0 0 1 55 

巫山县 0 0 0 7 6 0 0 12 7 0 0 2 34 

巫溪县 0 0 0 1 2 0 1 7 11 0 0 1 23 

石柱县 0 0 0 3 1 0 0 13 17 0 0 5 39 

秀山县 0 0 0 5 3 0 0 10 7 0 0 0 25 

酉阳县 0 0 0 2 3 0 0 7 6 0 0 1 19 

彭水县 0 2 0 18 8 0 0 15 7 0 0 4 54 

总计 2 189 130 1602 676 460 151 955 2310 0 64 191 6730

数据来源：重庆市建筑管理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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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1 年重庆市建筑业中介服务机构分布表  
 

工程造价机构 工程监理机构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质量检测机构 

区县 
甲
级 

乙
级 

暂
定
级 

小
计 

综
合 

甲
级 

乙
级 

丙
级 

小
计 

甲
级 

乙
级 

暂
定
级 

小
计 

建
材
与
专
项
类 

专
项
类 

建
材
类 

小
计 

外地入渝 8   8 6 27   33 16 1  17     

渝中区 29 21  50 1 12 3 1 17 7 14 7 28 4 1  5

九龙坡区 4 4  8  1 4 2 7 2 1 1 4 9 3  12

江北区 15 13 3 31 1 9 4  14 8 10 4 22 3 4 1 8

大渡口区 2 3  5  2   2 1 2 1 4 1   1

沙坪坝区 2 1 1 4  4  3 7 1 2 2 5 5 1  6

南岸区 2 5 3 10  1 2  3  3 4 7 7  1 8

高新区  1  1  1   1         

经开区        1 1         

北部新区 10 2  12  3 1 2 6     3   3

渝北区 7 7 1 15  7 3 1 11 6 9 5 20 6   6

巴南区  2  2  1   1  1 1 2 5   5

江津区 1 1  2   1  1  1  1 2 1  3

北碚区              2 1  3

合川区  1  1  1 1  2     1   1

璧山县            1 1 1   1

铜梁县              1   1

荣昌县        1 1     1   1

潼南县              1   1

永川区  4  4  1 2  3  2  2 1   1

大足县  1  1          1   1

酉阳县           1  1 1   1

綦江县  3  3  1   1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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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重庆市建筑业中介服务机构分布表 

工程造价机构 工程监理机构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质量检测机构 

区县 
甲
级 

乙
级 

暂
定
级 

小
计 

综
合 

甲
级 

乙
级 

丙
级 

小
计 

甲
级 

乙
级 

暂
定
级 

小
计 

建
材
与
专
项
类 

专
项
类 

建
材
类 

小
计 

彭水县   1 1          1   1

武隆县              1   1

石柱县           1  1 1   1

万州区  3  3  1 1  2  1 1 2 2   2

城口县                  

秀山县        1 1  1  1 1   1

巫山县              1   1

垫江县              1   1

奉节县              1   1

巫溪县              1   1

忠县              1   1

黔江区  1 1 2    1 1   1 1 1   1

涪陵区  1 1 2   1  1  1 1 2 2   2

梁平县        1 1     1   1

开县           1  1 1   1

云阳县  1  1    1 1  1 1 2 1   1

长寿区      1  1 2  1  1 1 1  2

丰都县            1 1 1   1

南川区            1 1 1   1

合计 
（本地企业） 

80 75 11 166 2 46 23 16 87 25 55 43 123 77 12 2 91

数据来源：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重庆市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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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11 年重庆市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生产能力及产量统计表 

数据来源：重庆市混凝土协会 

区 域 区 县 数 量 
（个） 

设计生产能力 
（万 m³⁄年） 

2011 年产量 
（万 m³） 

江北区 6 1227 612.99 

渝北区 5 742 384.15 
南岸区 10 982 352.81 

九龙坡区 6 785 413.83 
沙坪坝区 4 270 115.02 
大渡口区 3 300 172.01 
巴南区 4 380 277.30 
北碚区 3 370 288.33 

主   

城   

区 

小 计 41 5056 2616.44 
万州区 3 240 110.94 
涪陵区 3 405 186.77 
永川区 3 225 108.00 
长寿区 3 405 164.92 
江津区 4 320 140.17 
璧山县 1 105 24.98 
合川区 5 465 94.10 
南川区 1 60 11.46 
荣昌县 4 250 111.08 
綦江区 3 165 77.13 
大足区 2 190 68.98 
彭水县 2 80 26.82 
忠县 2 120 46.94 
丰都县 1 60 18.95 
垫江县 1 60 13.07 
酉阳县 1 60 24.00 
铜梁县 1 105 26.95 
潼南县 2 150 45.55 
黔江区 1 90 26.79 
奉节县 1 90 10.08 

主   
城   

以   

外   

区   

县 

小 计 44 3645 1337.68 

合 计 85 8700 3954.12 

 



附件五： 
 

2011 年办理施工许可新开工工程情况汇总表 

建安造

价（亿

元） 
单位 项目

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建安造价

（亿元）
单位 项目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市  属 235 607.49 223.67 大渡口区 37 109.38 14.29 

沙坪坝区 224 901.29 130.26 长寿区 88 69.92 14.25 

两江新区 46 445.68 107.43 潼南县 47 125.73 14.02 

北部新区 179 658.27 98.98 黔江区 68 106.95 13.51 

江北区 130 516.24 68.05 大足县 52 105.07 12.58 

南岸区 105 516.50 68.04 南川区 41 121.83 11.13 

九龙坡区 98 426.08 62.40 忠县 62 85.76 9.15 

永川区 177 365.84 59.68 双桥区 49 85.38 7.93 

巴南区 77 329.26 43.39 酉阳县 23 28.22 7.12 

渝中区 105 253.15 41.42 丰都县 40 58.28 6.86 

北碚区 70 276.74 39.94 奉节县 80 37.65 6.62 

渝北区 199 332.50 39.31 武隆县 76 59.77 6.48 

涪陵区 122 267.08 33.83 万盛区 29 47.27 6.17 

江津区 168 488.08 32.01 垫江县 37 68.37 6.17 

合川区 130 251.82 31.65 石柱县 51 70.32 6.05 

璧山县 114 180.36 25.42 梁平县 45 66.82 5.72 

荣昌县 145 249.18 24.12 云阳县 45 42.74 5.22 

万州区 132 223.37 20.00 巫溪县 30 43.43 3.90 

彭水县 26 75.74 19.61 秀山县 21 23.68 3.11 

铜梁县 110 194.41 18.47 巫山县 35 21.27 1.84 

开县 117 97.59 16.72 城口县 17 13.32 1.63 

綦江县 77 139.49 16.37 合 计 3759 9187.32 1384.50

数据来源：重庆市建筑管理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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