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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建筑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建筑行业相

关概述、中国建筑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建筑行业的现状、中国建筑行业竞争格局、对

中国建筑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建筑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建

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建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建筑是建筑物与构筑物的总称，是人们为了满足社会生活需要，利用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

段，并运用一定的科学规律、风水理念和美学法则创造的人工环境。

     运营能力有所下降，应收账款平稳可控2019 年上半年，行业整体运营能力有所下降， 总资

产周转率为 5.04 次，同比下降 6.78%。

 行业运营能力有所下降， 2019 年上半年总资产周转率为 5.04 次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建筑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20年我

国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达1748.6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下降2.8%。          

                             指标   2020年12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0月   2020年9月   2020年8月   2020年7月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当期值(亿元)   226.8   188.1   171.6   165.7   152   150.5     建筑及装

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累计值(亿元)   1748.6   1526.4   1328.7   1164.8   1005   856.2     建筑及装潢

材料类商品零售类值同比增长(%)   12.9   7.1   4.2   0.5   -2.9   -2.5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类

值累计增长(%)-2.8-4.8-6.2-7.5-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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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2.3.1　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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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　企业发展概况

 12.4.2　经营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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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2015-2019年中国建筑业竞争分析

 13.1　中国建筑行业竞争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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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2015-2019年中国建筑业营销分析

 14.1　建筑市场营销概述

 14.1.1　企业营销的必要性

 14.1.2　建筑业对营销认识过程

 14.1.3　建筑市场的营销特点分析

 14.1.4　建筑企业营销环境

 14.2　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14.2.1　国际建筑市场定位

 14.2.2　国际市场营销策略

 14.2.3　营销案例分析

 14.3　建筑业的品牌营销分析



 14.3.1　构筑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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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　产品价格策划

 14.4.2　质量品牌策划

 14.4.3　技术创新策划

 14.4.4　公共关系策划

 14.4.5　网络营销策划

  

 第十五章　中国建筑业上市公司投资统计分析

 15.1　上市公司在建筑领域投资动态分析

 15.1.1　投资项目综述

 15.1.2　投资区域分布

 15.1.3　子版块投资分布

 15.1.4　产业转型分析

 15.1.5　投资模式分析

 15.1.6　典型投资案例

 15.2　建筑业上市公司投资动态分析

 15.2.1　投资规模统计

 15.2.2　投资区域分布

 15.2.3　投资领域分布

 15.2.4　投资模式分析

 15.2.5　典型投资案例

  

 第十六章　中国建筑业趋势预测及趋势分析

 16.1　建筑业的趋势预测分析

 16.1.1　全球建筑市场发展预测

 16.1.2　中国建筑行业前景广阔

 16.2　中国建筑业的发展趋势分析

 16.2.1　中国建筑行业发展趋势



 16.2.2　建筑行业信息化发展趋势

 16.2.3　未来中国建筑发展走向

 16.2.4　绿色建筑产业化趋势加强

 16.3　建筑业&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展望

 16.3.1　行业发展重点

 16.3.2　技术升级方向

 16.3.3　细分领域布局

 16.3.4　未来发展格局

 16.4　2021-2027年中国建筑业发展预测分析

 16.4.1　中国建筑业发展因素分析

 16.4.2　2021-2027年中国建筑业增加值预测

 16.4.3　2021-2027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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