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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管理角度下住建领域大数据管理现状分析及建议
——以湖北省建筑业资质抽样分析为例

库利英　卢　薇

武汉译析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大数据在建设工程资质管理中的应用及其推广策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建设工程领域市场发

生重大变化，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市场存量主体良莠不齐，导致质量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如何通过行政审批手段改善营

商环境、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刻不容缓。本文通过大数据抽样分析企业资质现状，提取关键指标，以期为建筑业的健康、持

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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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针对当前行业管理现状，加上主管部门目前为了响应国

务院工作部署，正在进行行业大调研，值此背景下，本文

以湖北省内建筑业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从建筑业资质管

理角度谈一下大数据在行业管理中的运用。

1　现有建筑业企业资质存量现状分析：

1.1总承包资质湖北省一共32173家，建筑工程、市政工

程、机电工程资质数量位列前3，占全省总承包资质比例为

87.27%。具体专业分布如下：（见表1）

1.2专业承包资质共计：114494项（专业及等级），其

中以下17项资质类别占比共计96.57%，专业和等级分布如

下：（见表2）

其中，铁矿电气化、航道工程各0.01%；机场场道、港

口与海岸、核工业、铁路铺轨架梁、通航建筑物、港航设

备安装及水水交管、民航空管及机场弱电、海洋石油、机

场目视助航资质个数均为个位数，占比分别不足0.01%，对

资质管理影响很小，本文不予分析。

2　引入注册建造师参数，计算建造师数量达标占比

情况：

分别选取资质数量占比前5总包资质（占总包资质数量

87.27%）和占比排名前17的专包资质（占所有包资质数量

97.56%）。

其中总包一级资质按照征求稿意见（2022年2月25日公

布，下同），以10个建造师为标准；二级、三级资质，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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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造师为标准，建造师均不区分等级和专业。5类总包资

质引入建造师参数后，建造师达标情况如下：（见表3）

17类专包资质按照征求稿意见，一级以5个建造师为标

准；二级、三级，以3个建造师为标准，建造师均不区分

等级和专业。去掉4项不考核建造师的资质（模板、特种工

程、防腐保温、起重），剩下13类专业承包资质建造师平均

达标率为49.63%，分专业和级别统计情况如下：（见表4）

3　引入具有A级业绩参数，计算最少1项A级业绩资质

占比情况：

3.1总包31415家企业中，具有最少1项A级业绩的1550

家，占比为6.5%。（见表5）

3.2专包111719家企业中，具有最少1项A级业绩的3898

家，占比3.94%，其中大量企业和上述总包资质企业重复，

因此具有A级业绩的纯粹专包资质企业更少。（见表6）

4　原因分析和应对策略：

4.1　对于出现大量资质买卖和空壳公司的原因分析及

对策建议

自住建部226号文取消了对注册人员的要求后，资质门

槛大幅降低，主管部门没有管理抓手。尤其是自从住建部

资质改革框架出台后，很多主体想通过3级置换乙级资质，

因此出现大量三级资质，买卖资质主要集中在三级，从上

述数据也显示，大量企业注册建造师数量不符合现行资质

标准。

2022年2月25日住建部的《建筑业资质征求意见稿》公

示后，资质标准对建造师的指标标准回到了2007年6月26日

颁布的159号令的制定思路，尤其是对于注册人员的标准，

参考了2007年版的资质标准。从建市226号文的极致放松，

到征求意见稿的导向趋紧，新旧交替期间出现一些乱象。

为了使市场主体尽量规范，维护正常秩序，在现有的法

规框架下，可对于省内的资质进行动态监督审查，具体应

对策略如下：

盘存现有存量资质类别和等级，利用统计学办法，计算

各类别和等级资质所需注册人员的中位数，中位数范围内

的注册人员禁止转出，这样可以增加资质持有成本，自然

淘汰不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因为这类资质基本都持有在

资质买卖的主体手中，注册人员也是在这些企业之间高速

周转。这个办法一旦采用，既可以达到打击资质买卖的目

的，还能大量减少人员挂证情况。而且因为注册人员中位

数是从存量资质的统计数据提取，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实

体经营企业满足条件，并不受影响，因此推出这类细则应

该不会引起市场大的动荡。

比如湖北省建筑工程总承包三级资质10974家，5人及

以上建造师的建筑工程总承包企业占比32.8%，显然一旦执

行5人标准，将会引起大面积的反对。需要降低标准，经抓

取数据，发现：3人及以上建造师的三级建筑总承包企业有

5078家，占比46.17%；2人及以上建造师的三级建筑总承包

企业有5078家，占比58.56%；1人及以上建造师的三级建筑

总承包企业有8301家，一个建造师都没有的三级企业2673

家。主管部门可以结合全省经济大局确定建造师动态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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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数，数量范围内的建造师不能转出。

4.2　对于通过A级业绩来管理建筑业资质的分析和

对策

湖北省厅头（2023）608号文要求：申请资质涉及省

内的企业业绩、个人业绩（不含交通、水利、通信工程业

绩），由工程所在地县（市、区）或市州住建部门审核后

录入“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省内各建设工

程企业资质审批部门予以认可，申报专业承包资质的业绩

都需要录入一体化平台。

经前文数据分析，现有一体化平台的数据还存在很多问

题，这既有数据录入期间数据缺失的历史原因，但是更大

的原因是现行的对于工程项目管理的法律法规导致数据的

不完整。

比如，在招投标阶段，招投标系统的项目来源分为“报

建项目”和“非报建类”项目，非报建类的项目基本是上

不了一体化平台，这些项目基本是住建部门以外的其他主

管部门监管的。

另外，目前“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

收录业绩工作执行的细则“鄂建办〔2018〕171号”文提

及：“湖北省建筑市场监督与诚信一体化工作平台作为各

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加强建筑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

负责采集湖北省行政区域内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监管

的各类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依法单独发包的专业承

包工程项目信息。采集的工程项目信息内容包括：项目基

本信息、招投标信息、施工图审查信息、施工合同备案信

息、施工许可办理信息、竣工验收备案信息，分别对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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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的全过程监管流程。凡未经主管部门办理监管手续

的项目信息不作为有效信息录入。”

对于分包业绩以及其他非本部门监管的业绩，区县无法

核实项目的相关信息，而这些业绩很多也是符合资质标准

要求的，在招投标中也正常使用。在平台数据质量和完整

性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前，引入项目数据等级来管理资质也

很不现实。一体化平台的数据也要采取措施进行推进。因

此业绩分级在资质管理中需要谨慎运用。

4.3  关于政策细则的制定

细则出台之前的调研，可充分采取随机抽样方法，随机

抽取各类资质、各类企业，分析和预测拟出台政策可能产

生的影响，从数据上进行政策预执行的压力测试。现有的

通过走访央国企、地方龙头企业等主观调查方法，一是数

据量不足，二是抽样存在分层偏差，必会出现不符合市场

实际的地方，进而影响政府施策，影响营商环境。

4.4  资质管理上如何改善营商环境

保持政策的一贯性非常重要，另外也需要加强具体执行

部门的业务培训，让其了解和掌握政策制定的初衷，避免

走入死扣条文字眼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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