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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所属门类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版），景观规划设计业务所属

行业为专业技术服务业，分类代码为 M74。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4754

－2011）中的分类代码属于 M 门类7482：工程勘察设计（指建筑工程施工前的

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勘察和工程设计等活动）。 

根据我国原建设部《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又分为 21 个

子行业，包括煤炭、化工石化医药、石油天然气、电力、冶金、军工、机械、商

物粮、核工业、电子通信广电、轻纺、建材、铁道、公路、水运、民航、市政公

用、海洋、水利、农林、建筑。景观规划设计行业即工程勘察设计行业中的建筑

子行业。 

二、行业发展历程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我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自起步发展至今已历经六十余载。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就开始了“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自

主经营活动。但是，当时的市场化进程是较为缓慢的，从事工程勘察设计的企业

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区域壁垒、行业壁垒和专业壁垒，大部分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在国家各系统内形成垄断局面。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一系列行业法律法

规的颁布实施，以及一些原来属于“垄断”系统的单位逐步推行了改制和改革，

行业内原先存在的垄断和壁垒被逐渐打破，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开始迅速增多，

参与主体的形式也开始逐渐地多元化。 

    迈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竞争体制和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等的不断完善，工程勘察设计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市场化程度明显 

提高，市场参与主体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格局，包括转型的专业设计企业、新兴 

的民营设计事务所、改制后的设计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参与主体在市场中已 

基本能够享受公平的竞争待遇。 

    同样，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周年以来，我国建筑设计业也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建国初期（1949-1960），即恢复性发展时期；第二阶段就是调整 

发展时期，从 1960 年到 1978 年；第三阶段是转折性发展时期，从 1979 年到

1999 年；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现在的科学发展时期，从进入本世纪到现在。 

三、行业产业链关系 

 

 

上游行业主要包括园林绿化所需的设备制造和原材料（如绿化苗木）等企业

所在行业，下游为景观设计的需求者，包括各级政府及所属企事业单位、房地产

开发商、基础建设投资商等园林工程承包商。 

四、行业进入壁垒 

（1）资质壁垒  

    我国对从事景观设计和工程施工的企业实行市场准入制度。根据企业的规模、

经营业绩、技术、人员构成、设备条件等综合因素，行业主管部门核定企业的资

质等级并颁发相应的资质证书，规定不同资质等级的企业分别从事相应等级的项

目，并对业务资质实行按年受审、动态考核。因此，业务资质成为进入本行业的

主要壁垒之一。  

（2）品牌壁垒  

    市场主要采用招投标和议标的方式获取业务；此外，客户邀约、客户推荐和

媒体中介也逐渐成为企业开发业务的重要渠道。此过程中，业主单位对企业的品

牌及口碑都较为重视。对于市场新进入者，因缺乏品牌知名度以及成功案例使其

在招投标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  



（3）人才壁垒  

基于景观设计行业的本身特点，企业需要的人才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具备企

业经营管理能力的管理人才和财经人才。负责项目承接的营销人才，工程施工所

需的项目管理人才、采购人才，投标所需的预算和合同谈判人才，特别是规划设

计所需的艺术能力较强的设计人才等。目前行业内技术水平高的设计人才稀缺，

特别是既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又具备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匮乏。高端人力资源

稀缺和优秀的管理团队不易建立是进入景观设计行业的制约因素。 

（4）客户资源壁垒 

由于景观设计工程项目投资较大，景观设计行业下游客户通常会选择单个或

数个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降低新项目的合作风险。因此，与大型知名客户

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设计企业扩大业务规模，而行业新入者需要较长的时间

才有可能获得客户的认可。因此，拥有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成为行业企业做大做

强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行业竞争状况 

    建筑设计市场参与主体中，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国有、国外知名设计企业；

二是大部分民营建筑设计企业、建筑设计事务所及工作室；三是部分建筑设计事 

务所、民营设计企业。其中第一类参与主体处于市场上的主宰型竞争地位，占有 

较大的市场份额，第二类处于优势型的竞争地位，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并且能 

够利用较多的集中力量，有较多的机会改善其在建筑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进入高 

端市场，最后一类其经营现状较好，能够继续经营，但发展机会不多，属于防守 

型的竞争地位。 

随着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绿化率与市政园林投资稳步上行，

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园林绿化行业龙头市场集中度在迅速提升，园林绿化市场整

体可能面临更多的竞争。根据住建部公布信息的统计，目前我国园林企业数量总

计已超过16,000 家，共有园林规划设计院和设计公司超过1,200家。根据住建部

公布信息及中国园林网统计，截止2014年5月31日，行业内具有风景园林工程设

计甲级资质的企业208家。此外，在全国各地还有几百家区域性的从事小型景观



项目设计的企业。行业内普遍集中度不高，市场竞争激烈。 

六、行业政策与监管 

    公司所在的建筑工程建筑设计行业，归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及地方各级住建管理部门管理，并接受国家及地方各级发改委的监督管理和勘察

设计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 

景观规划设计事务由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管理，其具体职能包括：拟订规

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施工许可、建设监理、

合同管理、工程风险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拟订建筑施工、装饰装修、建

筑制品、监理、勘察设计咨询等单位资质标准并监督执行；认定从事各类工程建

设项目招标代理业务的招标代理机构的资格。 

景观规划设计业务涉及到的具体规范如下所示： 

（一）城市规划规范：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2003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_T 85-2002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GB 50420-2009 

《防洪标准》   GB 50201-2014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97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CJJ 83-99 

《城市规划数据标准》 CJJ/T 199-2013 

《城市规划制图标准》 CJJ/T 97-2003 

《城市规划基础资料搜集规范》GB/T 5080-93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3-93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114-2007 

《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措施—规划 建筑 景观》 

（二）建筑规划规范： 

《公共建筑节能规范》GB50189-2005 

《公共节能改造技术规范》 JGJ 176-2009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067-2005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建筑幕墙》 GB/T 50104-2010 

《建筑用玻璃与金属护栏》 JG/T 342-2012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 113-2009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13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 50037-2013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CKCS 200:2006 

《既有建筑评定与改造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2003 年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 31-200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GB19079-2005 

《体育场馆设计照明及检测标准》 JGJ153-2008 

《游泳池给水排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222008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2001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97 

《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GB50152-2012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144-2004 

《疏散平面图设计原则与要求》GB 50984-2010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2013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七、行业发展利弊 

（1）有利因素 

①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工作正

在加快进行，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比例是 52.6%左右，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比例有

较大差距，假设未来十年，我国的城镇化比例达到 60%，这段差值将蕴藏着巨大

的机遇。城镇化过程中，将带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从而也将为建筑

设计业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行业内众多企业将在这次机遇中获得巨大的发展机

会。 

②行业壁垒阻挡了部分潜在进入，者其主要表现为，作为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其

对应的专业资质和专业人才短期内无法直接获得。每个专业资质发放过程中，住

建部会重点考核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的从业经验和项目经验，这种准入壁垒的持续

存在对已在行业内的企业尤其是已经建立一定规模和品牌形象的公司发展很有

利，并且随着聚集效应的作用使强者更强。 

（2）不利因素 

①经济运行趋缓，行业发展环境日趋严峻。2011 年，随着国家 4 万亿等经济刺

激政策作用的释放，我国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回落势态，全年 GDP 增速为 9.3%。 

进入 2012 年以来，全球经济持续疲软，复苏缓慢，国内经济面临深刻调整转型， 

受此影响，国民经济增速继续放缓，截止到 2012 年前三季度 GDP 增速已降至 

7.7%。在国民经济发展总体降温的背景下，工程勘探设计行业部分上游行业景气 



度均呈现不同程度下滑，行业发展环境日趋严峻。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

监测中心数据反映，进入 2012 年以来，部分国民经济主要行业景气度持续下滑，

多数已进入浅蓝灯区的偏低区间运行。 

(注：根据我国国民经济主要行业预警指数，我国将行业预警分为五个区域，分别为红灯区域、黄灯区域、绿灯区域、浅蓝灯区

域、蓝灯区域。红灯区代表过热、黄灯区代表偏热、绿灯区代表正常、浅蓝灯区代表偏冷、蓝灯区代表过冷。) 

②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企业跨区经营困难重重。无论是国有大型设计院，还是民营

设计院，在跨区经营过程中，最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各地执行的招标要求不同，

对资质审核的标准不一致，对非本地企业设置比较多的门槛，这种情况增加了企

业的额外工作量和管理费用。地方保护主义虽然情有可原，但是从更高层面上来

看，却阻挡了整个行业合理的竞争和技术的进步，不利于市场化的发展，不利于

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