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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2015 年前三季度，全国建筑业总产值 11794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自 2013 年以来增速持续

10 个季度增速下滑，增速逼近负增长区域。按季度增幅对比，一季度增幅 10.1%，二季度增幅为 4.3%，三

季度增幅 2.3%。前三季度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06.07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4%，比上半年下滑

1.7 个百分点。2015 年上半年，建筑业新签合同额 75474.81 亿元，同比下降 8.9%，新签合同额同比降幅再

次扩大。 

分区域来看，2015 年上半年建筑业产值中，东部地区份额依然最大，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 57.5%。占

比份额持续下降，较 2014 年同期下降 1.3 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则由去年同期的 22.7%增加到 23.4%。 

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008.2亿美元，同比增长 9.2%；新签合同额137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5%。1~9 月，新签合同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479 个（上年同期 416 个，增加

63 个），合计 1143.3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83.1%。其中上亿美元的项目 45 个，同比减少 182 个。相

比去年同期，我国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增长 1.8 个百分点，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30.7 个百分点。2015 年上

半年，鲁班咨询重点关注的 56 家上市建筑企业共同创造营业收入 16006.5 亿元，同比增长 3.6%，再次低

于上半年全国建筑业总体增幅 0.7 个百分点，可见，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下，上市建筑企业经营状况也受较

大冲击，行业前景令人堪忧。 

细分行业看，1~8 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786.3 亿元，同比增长 2.4%；2015 年前三季度，公

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12668.9元，同比增长 6.9%；水利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5130 亿元，投资增长 22.5%；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0535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增速比去年同期回

落 2.0 个百分点。其中，房屋新开工面积 11481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2.6%；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 13.5%。 

数据显示，2015 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为-1.5%，较去年同期下降 1.9 个百分点。其中，建筑安

装工程成本、材料费、人工费、机械使用费、设备和工器具购置费分别同比增长-2.2%、-5.2%、4.7%、0.9%、

-0.6%。 

建筑业进入个位数增长时代，一个又一个增速再创新低，反映了行业冬天实实在在的到来了。新兴战

略布局加速推进、房地产政策持续宽松、PPP 项目试点加大等的效应在国内持续升温，BIM 应用引爆关注

热潮、地下管廊建设、国企改革持续发酵…… 

新常态下，虽然政府会继续在投资拉动经济方面努力，但后继乏力。产能过剩、通胀、产出低效、政

府负债过大，都让本届政府不能像前几届政府那样随心所欲。房地产绝大部分城市过剩，鬼城到处都是，

拉动房地产投资也非可用手段。建筑企业寄希望于增量业务已不现实。对于当下的建筑企业而言，要么尽

早开始行动，要么被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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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步入寒冬，聚焦度难关 

——中国建筑业 2015 年三季度报告 

1 前三季度建筑业经营情况 

1.1 建筑业总产值与新签合同额 

2015 年 10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48777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6.9%。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7.0%，二季度增长 7.0%，三季度增长 6.9%。从环比看，三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环比上季度增速下降 0.1 个百分点。 

目前，三季度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环比在平稳当中略有回升，总体处于稳中趋缓、稳中向好态势。2015

年前三季度，全国建筑业总产值 117947 亿元，同比增长 2.3%，增速自 2013 年以来持续 10 个季度增速下

滑，较去年同期增幅下降 11.2 个百分点。全国建筑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06.07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4%，

比二季度下滑 1.7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统计局；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建筑业新签合同额的高低，是未来一年建筑业产值规模的关键决定因素。2015 年上半年，建筑业新签

合同额 75474.8 亿元，同比增长-8.9%，较一季度下降了 5 个百分点。2015 年上半年，全国施工企业的累计

合同额达到 222937.74 亿元，同比增长 2.8%，较去年同期增长下降 14.3 个百分点。2013 年三季度至 2015

年上半年，新签合同额增速在持续下降，建筑业进入存量业务竞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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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累计总产值 同比增幅

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建筑业总产值117947亿元，同比增长2.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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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签合同额与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对比来看，自 2013 年开始，两者增速均回落至 20%以下，但增

长速度依然强劲，到 2015 年上半年，建筑业总产值与新签合同额都持续回落至 3%左右，进入个位数增长

时代，各项指标增幅下降幅度超过 10 个百分点。国民经济新常态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房地产市

场下行压力依旧较大，对于建筑业而言，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数据来源：统计局；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1.2 分省区建筑业总产值与新签合同额 

分地区来看，2015 年上半年建筑业产值中，东部地区份额依然最大，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 57.5%，中

部和西部地区完成产值占比分别为 23.4%和 19.1%。东部地区产值占比份额继续小幅下降，较 2014 年同期

下降 1.3 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0.7 个百分点、0.6 个百分点。 

受益于投资政策的刺激，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继续得到发挥。上半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增速下滑至

4.3%，呈现断崖式下跌，东部地区产值增长率最低，仅 2.1%，中部和西部地区增长则分别达到 7.1%和 7.8%。

在国民经济形势进入中低速的新常态，投资大幅下滑，建筑业收到较大的冲击，建筑业整体产值增速从“2”

时代迈入个位数增长时代。 

2015 年上半年，浙江地区完成产值 9348.9 亿元，领跑于其他省份，同比增长 3.6%；各省份增速全部

进入“1”时代，其中 7 个省份产值超过 10%增长，东部仅有福建，中部江西、湖南、湖北 3 个省份产值

增长超 10%，其余 3 个省份均来自西部。产值增长最高的为贵州，由于基数低，同比增长 18.5%，其次为

重庆、江西、福建、广西、湖南、湖北，增长分别为 16.9%、16.4%、15.8%、13.5%、13.3%、11.3%。6 个

省份建筑业产值增速负增长，其中辽宁地区产值降幅最大，为-29.5%。主要受房地产市场走势不明朗的影

响，上半年辽宁地区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下降 22.3%、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45.3%，建筑企业新签合同额 2226.8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5.5%。 

2015 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的 7 省份增长超 20%，其中增长最高的省份达 40%以上，2015 年上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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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建筑业新签合同额降幅扩大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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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产值的已经呈现断崖式下降，建筑业寒冬来了。 

 
数据来源：统计局；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分地区来看，2015 年上半年建筑业新签合同额，东部地区依然份额最大，达 42849.2 亿元，占全国的

56.8%，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2.4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占比 24.1%，占全国份额上升 1.5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

新签合同额依然最小，占比 18.2%，占全国份额上升 0.9 个百分点。 

2015 上半年，全国建筑业新签合同额同比降幅扩大，创有数据以来新低。东部地区的建筑企业受行业

冲击影响较大。从增长速度来看，三大地区增速均为负值，其中东部地区增速降幅最大，为 12.6%；而中

部和西部地区增速分别下降达到 3.1%和 4.2%。分省份来看，全国共计 24 个省份上半年新签合同负增长，

仅有 7 个省份新签合同额保持正增长。浙江、江苏依然遥遥领先，其中浙江新签合同额 9039.4 亿元，居全

国之首，同比下降 6.6%；新签合同额保持正向增长的 7 个省份分别为西藏、湖北、云南、四川、新疆、河

南、吉林，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13.9%、5.7%、5.7%、4.4%、2.2%、1.4%、0.2%；24 个省份新签合同额负增

长中，其中宁夏、辽宁、青海、海南降幅最高，降幅分别为 54.0%、35.5%、24.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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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统计局；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1.3 对外承包工程建筑业完成额与新签合同额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 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继续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完成营业额 100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新签合同额 137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5%。新签合同额

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479 个，比上年同期增加 63 个，合计 1143.3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83.1%。

其中上亿美元的项目 45 个，同比减少 182 个。相比去年同期，我国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增长 1.8 个百分点，

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30.7 个百分点。 

今年 1~9 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57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 3059 份，新签合同额

591.1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 42.9%，同比增长 24.9%；完成营业额 440.2 亿美元，

占同期总额的 43.7%，同比增长 5.0%。 

近期，受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影响，国内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企业发展面临转型升级

的任务。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国外市场，整合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上下游产业链已经成为企业发展

的客观需要，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步伐逐渐加快，对外承包工程加快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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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商务部；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1.4 上市建筑企业半年度经营状况 

2015年上半年，鲁班咨询重点关注的56家上市建筑企业共同创造营业收入16006.5亿元，同比增长3.6%，

再次低于全国建筑业总体增幅0.7个百分点，可见，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下，上市建筑企业经营状况也受较大

冲击，行业前景令人堪忧。其中，中国建筑以3742.1亿元的营业收入，再次拔得头筹，中国中铁与中国铁

建分别以2764.2亿元和2612.9亿元位居二三位。若将30%作为企业高增长的界限，报告期内上市建筑企业仅

有7家企业实现高增长，微增长的企业共计31家，而另有13家企业负增长。 

2015 上半年上市建筑企业经营关键指标汇总 

 
2015H2 2014H2 同比增幅 

营业收入（亿元） 16006.5 15443.2 3.6% 

营业成本（亿元） 14547.7 14071.1 3.4% 

三项费用（亿元） 799.6 726.0 10.1% 

营业利润（亿元） 657.8 596.8 10.2% 

利润总额（亿元） 677.1 619.2 9.3% 

净利润（亿元） 522.0 472.5 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亿元） -683.1 -959.4 -28.8% 

毛利率 9.2% 9.3% 下降 0.1 个百分点 

建筑业毛利率 11.2% 10.0% 上升 1.2 个百分点 

期间费用率 5.0% 4.7% 上升 0.3 个百分点 

净利率 3.3% 3.1% 上升 0.2 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 5.1% 5.0% 上升 0.1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中化岩土营业收入增幅再拔头筹，实现营业收入8.4亿元，同比增加181.4%，据公司董事会

报告显示，如此高速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上海强劲、上海远方纳入合并范围，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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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累计完成营业额 对外承包工程累计新签合同额

完成营业额同比增幅 新签合同额同比增幅

（亿美元）

2015年上半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675.4亿美元，新签合同额2015年1~9月，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008.2亿美元，新签合同额1376.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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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场服务范围，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同样增幅超50%的还有万邦达、西藏天路、巴东水务、天健集团。

万邦达公司解读业绩大幅提升，是因为本报告期增加了昊天子公司数据，以及本报告期公司销售类项目收

入增加较多和托管运营项目稳步提升所致。 

西藏天路营业收入增长，公司财报解读为工程项目实施新的管理模式，加大精细化管理力度，开源节

流，加上利用有效的施工时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巴东水务主要系公司六盘水水城河综合治理二

期工程项目及锦州锦凌水库项目施工有序开展并完成了一定工程量，对本期收入有较大贡献。天健集团主

要系本期广州天健上城阳光花园项目达到收入结转条件，本期房地产项目可结转面积同比增加，营业收入

同比增加。腾达建设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0.4%，公司财报解读为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项目收入增加。 

受国内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前些年来自传统的装饰领域的洪涛股份、广田股份和亚厦股份上

半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出现10%以上的下滑，而装饰行业龙头金螳螂上半年营业收入微增。 

56 家上市企业中，37 家企业业绩增幅小于 10%，22 家企业业绩负增长，超过 66%的企业业绩增速为

个位数，近四成的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负增长。这样的营业收入增幅，为上市建筑企业近几年来新低。共

计 6 家企业营业收入增幅超过 30%，在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营业收入仍保持高速增长实属不易，占比 11%。 

 

数据来源：上市企业官网，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细分行业来看，铁路三公司以营业收入5603.8亿元，居于细分行业创收之最，但房建类收入增幅最高，

10家龙头房建筑企业共同实现营业收入5033.5亿元，同比增长9.6%；其次，市政路桥隧道11家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2096.3亿元，同比增长9.5%。上半年房建、铁路、装修、钢结构4个细分行业上市企业营业收入出现

负增长，其他行业均保持正增长。 

2015上半年7家石化企业营业收入430.9亿元，同比下降8.9%。其中海油工程营业收入下降幅度最大，

公司财报解读为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油气供给持续过剩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低迷，全球油气

30%以上

11%

10%~30%
23%

0~10%
27%

小于0

39%

2015上半年上市建筑企业营业收入增幅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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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明显缩减，对油气工程行业的发展运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公司整体工作量出现一定幅度下

降，其中陆地建造业务完成钢材加工量较去年同期下降46%，海上安装营运船同比下降31%。延长化建上

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6.6%，中国化学营业收入下降6.3%，成为拖累化工行业整体营业收入下滑的主因。

其他4家石化企业营业收入保持正增长。 

1.5 特级、一级资质企业经营状况 

2015年1~8月全国由住建部审批的具有特级、一级资质的建筑业企业7390个。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为

1918.07万人，比上年同期下降1.6%；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57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新签工程承包

合同额6401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9%；建筑业总产值606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5%；营业收入为5694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680337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降低0.3%；竣工面积112223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4.7%；营业税金及附加为17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

16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应收工程款为195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其中：应收竣工工程款

为698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9%。 

按照资质等级分，1-8月，236家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新签合同额21366亿元，同比下滑5.1个百分点；

实现建筑业总产值17462亿元，同比增幅仅为0.9%。4984家一级企业1-8月新签合同额38141亿元，同比下

滑11个百分点；实现总产值38607亿元，增幅仅为1%。 

按企业注册地分，东部地区4396家企业1-8月新签合同额37850亿元，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实现总产

值37299亿元，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新签合同额持平，实现总产值14174亿元，同比增长3.1个

百分点。西部地区1216家企业新签合同额9624亿元，同比下降6.4个百分点；实现总产值9176亿元，同比增

长1.1个百分点。 

从经营情况来看，特一级企业经营已呈现微增长趋势，比国家爆出的增幅数据还要低，可见大家的日

子难过程度。 

按资质等级分类 实报企业个数(个) 
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亿元） 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自年初累计 同比(％) 自年初累计 同比(％) 

合计 7390 64013 -8.9 60649 0.5 

施工总承包特级 236 21366 -5.1 17462 0.9 

施工总承包一级 4984 38141 -11.0 38607 1.0 

专业承包一级 2170 4506 -8.2 4580 -4.3 

按企业注册地分类 

东部地区 4396 37850 -13.0 37299 -0.5 

中部地区 1778 16539 0.0 14174 3.1 

西部地区 1216 9624 -6.4 917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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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2.1 基础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目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投资的潜力仍然

很大，在这些领域加强投资是理所当然。去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提出并组织实施了 7 大类重大工

程包。截至今年上半年，7 大类重大工程包已开工 228 个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3 万亿元。近期，经国务

院批准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又谋划推出了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新兴产业、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等 4 个新的重大工程包。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一系列重大工程包正在加快落实，为经济社会发展补短板，也为稳增

长提供有力抓手。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公共财政不再“大包大揽”，而是要加快拓展项目投资的资金来

源，实现资金筹措多元化，既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也为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打开方便之门。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阵痛期，传统产业增长乏力，新兴产业未能接力，结果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为

了保民生，并创造调结构的良好环境，中央不断出台稳增长政策，通过推出重大工程拉动经济增长，缓解

传统产业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拖累。目前，铁路、公路、基建投资持续加力，成为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2014 

年以来，我国的基建投资维持在高位，增速基本维持在 20%左右，铁路投资具有月度波动性，但整体增速

较快。整个 9 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城市轨道交通、铁路、公路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超过 8800 亿

元。 

2015 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94531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3%（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12.0%），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从环比增速来看，9 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

长 0.68%。 

分地区看，1~9 月份，东部地区投资 178691 亿元，同比增长 8.6%，增速比 1~8 月份回落 0.9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投资 114007 亿元，增长 14.5%，增速提高 0.1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 98891 亿元，增长 8.7%，

增速回落 0.6 个百分点。 

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1~9 月份，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892993 亿元，同比增长 4.5%，增速比

1~8 月份回落 0.6 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 299822 亿元，增长 2.8%，增速提高 0.1 个百分点。 

从到位资金情况看，1~9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 417717 亿元，同比增长 6.8%，增速与 1~8 月

份持平。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增长 20.5%，增速回落 0.6 个百分点；国内贷款下降 4.4%，降幅缩小 0.9 个

百分点；自筹资金增长 8.2%，增速回落 0.2 个百分点；利用外资下降 26.2%，降幅扩大 0.5 个百分点；其

他资金增长 6.9%，增速提高 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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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统计局；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2.1.1 铁路建设投资 

从交通部投资数据显示，1~8 月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786.3 亿元，同比增长 2.4%。不论新开工

项目数量，还是铁路投资额，2015 年铁路建设仍然呈现加快之势。 

前 8 个月，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占比全年计划的 47%。随着施工高潮的到来，2015 年全年铁路投资

有望超额完成任务。“十二五”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是到 2015 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 万

公里，计划投产新线 8000 公里以上，计划新开工项目 60 个。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表示，今年是“十二

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很多项目都在赶工期，四季度是施工旺季，考虑到稳增长的需要以及中西部需要补

充建设短板的因素，全年铁路投资超过 8000 亿元也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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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铁路总公司；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2.1.2 公路水路建设投资 

2015 年 1~9 月，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12668.9 亿元，同比增长 6.9%，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 11532.8

亿元，同比增长 7.1%；水运建设完成投资 1136.1 亿元，同比增长 16.4%。 

分地区来看，2015 年前三季度，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中，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完成投资 4110.3

亿元、3029.5 亿元和 5529.2 亿元，同比增长 3.0%、13.5%和 6.5%。2015 上半年中部地区多项指标增速领

跑其他地区，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中部崛起加速，增速进一步加快，交通投资的区域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数据来源：交通部；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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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水利管理固定资产投资 

2015 年前三季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我国水利管理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5130 亿元，投资同比

增长 22.5%，增速环比上月增长 2.1 个百分点，较 2014 年同期的 23.5%下降 1 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统计局；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2.1.4 轨道交通投资 

2014 年年末，全国有 22 个城市建成轨道交通，线路长度 2715 公里，比上年增长 22.7%，车站数 1786

个，其中换乘站 366 个，配置车辆数 14654 辆。全国 36 个城市在建轨道交通，线路长度 3004 公里，比上

年增长 8.8%，车站数 2047 个，其中换乘站 532 个。 

2015 年将有 12 个城市新开通运营轨道交通线路，其中新增首次运营的有南昌、福州和青岛 3 个城市，

大连市将首次开通运营地铁线路，12 个城市总计新开通运营里程约 300 公里、车站 227 座，新增运营线路

9 条 8 段。 

预计到 2015 年底，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累计将达到 97 条，运营总里程将达到 3087 公里，运

营车站将达到 2023 座，居世界第一位。与 2014 年年底相比，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增加了 10%，运营里程增

加了 10%，运营车站增加了 12%左右。 

2.2 房地产开发投资 

2015 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新开工 740 万套（其中各类棚改 580 万套），基本建成 480 万

套。截至 9 月底，已开工 685 万套，基本建成 625 万套，分别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92%和 130%；完成投资

1.11 万亿元。其中，棚改开工 524 万套，占年度目标任务 580 万套的 90%。 

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053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2.0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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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统计局；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房屋新开工面积 11481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2.6%，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 13.5%。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 8290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7.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8.2%。全国商品房销售额 56745 亿元，

同比增长 15.3%，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 18.2%。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589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3.8%。9 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66510 万平方米，比 8 月末增加 186 万平方米。前三季度，房地产开

发企业到位资金 90653 亿元，同比增长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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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统计局；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从目前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数据来看，前三季度基本上延续了增速持续放缓的态势。一方面是三、

四线城市土地出让今年比较缓慢，所以牵制了投资数据的上升。另一方面是部分城市和房企依然是在去库

存，所以投资方面相对冷淡。 

展望四季度，依然需要保持乐观的心态，一方面是个位数的增长水平恰是新常态模式下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是部分城市的新开工节奏已经开始加快，这能够有效遏制此类数据的继续下滑。随着去年基期值

较低态势的出现，所以今年四季度依然会有企稳甚至反弹的可能。 

2.3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中所涉及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价格、设备和工器具投资价

格以及其他费用投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较去年

同期下降 1.5 个百分点。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成本、材料费、人工费、机械使用费、设备和工器具购置费

分别同比增长-2.2%、-5.2%、4.7%、0.9%、-0.6%。 

 

数据来源：统计局；图表制作：鲁班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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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季度政策与资讯风向 

3.1 新型战略布局 

目前我国推进的“京津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将打破过去彼此分割的“四大板

块”格局，打通区域分割版图，实现区域一体化。 

一带一路实施方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构建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扩大发展

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48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达到 12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2%，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

15.3%，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同期，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

线的 57 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3059 个，新签合同额达到 591.1 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

新签合同额的 54.3%，同比增长 24.9%，主要涉及电力工程、房屋建筑、通讯工程、石油化工、交通运输

建设等领域。 

今年 7 月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提出，成员国支持中国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倡议。正在积极筹建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也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的强大推动

力。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国务院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欧晓理在 9 月公开表

示，下一步将全面建设六大经济合作走廊和若干海上重要战略节点，同时着力推进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等

八大重点领域合作，建好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标志工程。 

相比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进展，地方政府在制定“一带一路”实施方案方面的进展更快。广东是全国首

个上报实施方案并完成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衔接的省份，《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

方案》已于今年 6 月对外发布。此外，广东还制定了《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作方案（2015-2017

年）》和《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优先推进项目清单》，后者包括 68 个项目，总投资达 554

亿美元，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农业、渔业、制造业、服务业这 6 个领域。西安市已确定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第二批重点项目，55 个项目总投资 2127.87 亿元，将从开放平台、金融创新、商贸物流等

6 个方面对西安市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提供项目支撑。 

长江经济带有望成为“中国经济脊梁”。隶属于我国三大经济战略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已完成初步框架，或将于年底前下发。长江经济带是横跨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重要轴带，其将于沿海、

沿江先行开发，再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如充分发挥，将形成我国东中西开发的主轴带。长江经济带将覆

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11 省市，人口和生产总值

占比均超过全国的 40%。 

6 月发改委公布了《关于建设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将依托

长江经济带现有合规设立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规划建设示范开发区。意见明确重点任务，一是承接国

际产业转移，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二是承接国际、沿海产业转移，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三是产城互动，

引导产业和城市同步融合发展；四是低碳减排，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开发区；五是创新驱动，建设科技引领

示范开发区；六是制度创新，建设投资环境示范开发区。 

有机构指出，长江经济带涉及 6 亿人口，经济体量占全国 GDP 的 45%，其未来投资将达数万亿元。仅

轨道交通建设方面，据测算，到 2020 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高速铁路、城轨通车里程将分别达到 9000 公

里、3900 公里，其中，新增线路将带来动车组需求 480 列、城轨车辆需求 2500 列。此外，既有线路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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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也会进一步拉动铁路设备需求。据悉，湖北区域预定项目合作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投资总额达

10765 亿元。 

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正式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以“一核、双城、三

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进行空间布局。目前，2014 年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方案确定的 61 项重大项

目、重点工作都按进度完成了预定的目标任务。2015 年确定的 113 项重点任务正在全力推进。交通方面，

北京新机场加快建设，石家庄机场纳入首都机场集团统一管理；京津城际延长线和津保铁路将于今年 10

月底前完成联调联试；张唐铁路年内建成，京张铁路、丰台站改造工程前期工作加快推进，年内开工建设；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京秦高速、京台高速等一批“断头路”、“瓶颈路”段正在打通或扩容。生态环保方面，

支持张承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指导意见印发实施，三省市制定了 2015~2017 年植树造林实施方案，已将

山东、河南毗邻河北部分区域纳入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范围，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污染机制。 

根据目标，到 2017 年，在符合协同发展目标且现实急需、具备条件、取得共识的交通一体化、生态

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到 2020 年，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将得到缓

解；到 2030 年，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 

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表示将在未来规划新建城际线 23 条。目前，

公司正在推进京唐城际、京滨城际、廊涿城际、城际铁路联络线四个项目的前期工作。京津冀城际铁路网

规划年限为近期 2020 年，远期 2030 年，规划范围为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规划目标是在中部核心区主要

城市形成 0.5 到 1 小时交通圈，中心城市之间形成 1 到 2 小时交通圈，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形成 0.5 到 1

小时通勤圈。 

3.2 基建投资开启“稳增长”引擎 

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国家发改委稳增长的步伐持续加快，投资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稳投资的“先锋”，担起投资拉动的大任。国家发改委今年已批复近 9000 亿

元基建项目，除铁路外，公路、航空、水路等交通领域以及水利、城市管网建设等皆有覆盖，且投资体量

巨大。今年 1~8 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8.4%，对整体投资的贡献率达 27.7%，比去年同期上升 5.7%，切

实起到了经济“稳定器”的关键作用。中央近期对扩大政府投资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非常强调“精准发

力”，由此，市政设施（地下管网、污水处理、停车场等）和民生项目（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小基建”

或将成为未来投资的重点。 

作为基建投资的主要行业之一，铁路行业在推动稳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年初设立的投资规划中

显示，全年需完成 80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预定规划。按照铁总的统计数据，上半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651.3 亿元，仅占全年的三成左右。这也意味着下半年需要完成 5348.7 亿元的投资规划，即平均每天需完

成 29.3 亿元。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情况下，第四季度稳增长政策或将持续推出，轨道交通领域投资可能还

会进一步增加，铁路等行业将受到较大推动。 

与此同时，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力度也空前加大。据统计，继 9 月 28 日批复逾千亿元铁路项目后，

9 月 29 日发改委再次批复 3 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由此算来，9 月份发改委共批复铁路公路基建项目总

投资超 1.21 万亿元。其中，铁路项目 8 个，总投资 3217.36 亿元；公路项目 14 个，总投资 998.22 亿元；

基建项目 21 个，投资近 7847 亿元。 

区域经济投资加码。各地基础设施投资加码的同时，更强调细分精准的投资计划。2015 年，四川省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完成 1500 亿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围绕道路交通、市政管网、防洪排涝、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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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垃圾处理、生态园林、电力通信等七大重点任务展开，细化到城市慢行系统、城镇棚户区改造配

套、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等建设要点共计十五点。福州市将推动实施 336 项福州新区重大项目，确保

完成年度 2000 亿元的固投目标。武汉市与济南市成功入选全国首批 16 个综合运输服务示范城市（城市群），

未来三年，武汉市计划投资 3200 多亿，建成一批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济南市计划 800 亿投资快速交通。

云南则提出路网、航空网、能源保障网、水网、互联网等五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5 年大会战，计划实施项

目 565 项，投资超过 1.6 万亿元，包括总投资 6569 亿元的 173 个续建项目及总投资 9514 亿元的 392 个新

开工项目。 

3.3 房地产政策延续宽松 

从“3·30”房贷新政开始，全国各地出台一系列楼市刺激政策。并在“十一”之前迎来两大利好消息，

一是非限购城市首套房商贷首付比例最低降至 25%；二是 10 月 8 日起全面推行公积金异地贷款业务。浙

江衢州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市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表示实施住房公积金贷款楼盘管理制

度，取消楼盘贷款保证金制度，对原有贷款楼盘按贷款楼盘管理制度审核规范后，一律清退已交付的贷款

保证金。重庆也明确对非企业原因闲置的房地产用地，可适当调整开工和竣工时间。9 月底，福建省泉州

市发布新政，表示放宽新出让地块价款支付期限。首期地价款在 1 个月内缴纳比例不低于 50%，剩余地价

款根据土地出让金额适当延长缴款期限。 

除此之外，吉林省、山东省等多地也纷纷出台稳定房地产投资新政。而房地产市场无论是对投资还是

对消费增长贡献占比都不容忽视，因此住房消费受到政策的全面鼓励。展望未来，至少今年四季度和明年

上半年楼市政策依然会延续宽松。 

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日前，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规划正式出台，

到 2020 年解决 500 万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5 年 8 月，国家发展印发《关于加大支持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的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发展改革部门与农行密切合作，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可持续

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加大对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产城融合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

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国家发改委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择 60 个左右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产城融合示范

区建设，最终形成功能各异、相互协调补充的区域发展格局。 

存量土地盘活。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之后，北京、天津、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来源已

经几近枯竭。在拟议对 16 个特大型城市的新增建设用地进行刚性约束的同时，国土资源部已经确定对存

量建设用地的管理体制进行“大调整”。存量建设用地的盘活情况可能在历史上首次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挂钩互动。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表示，国土资源部将加快处置因企业原因导致的闲置土地，对已认定

纯属企业原因的闲置土地，未发送收缴闲置或者收回使用权决定书的，加紧完成发送，已发送决定书的，

要加紧完成闲置费收缴或者土地使用权收回；此外，国土资源部还要严格落实土地利用动态巡查制度，进

一步加强项目开工的实地核查，从源头上防止产生新的闲置土地。国土资源部 2015 年将开展 578 个城市

节约集约用地初始评价。在年底形成全国城市节约集约用地的区域性评价成果，到 2018 年，建成城市建

设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国家级数据库。 

3.4 PPP 项目建设加速 

继去年底财政部公布了首批 PPP（公私合作）项目后，9 月底财政部再次公布了《关于公布第二批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的通知》，相比第一批推出 30 个示范项目，第二批推行的 PPP 项目总数为 206

个，投资额为 6589 亿元，在规模和数量上实现了双增长。第二批 PPP 示范项目覆盖 28 个省（市、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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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宁波、厦门 2 个计划单列市。两次公布 PPP 示范项目预计直接带动了近 8000 亿元的项目供给需求。第

二批 PPP 示范项目除了在数量和投资金额明显增加之外，投资领域也扩展到文化、旅游、科技、养老、教

育等社会类项目，并突出了项目的区域色彩，这和第一批项目有了很大的不同。 

PPP 融资基金接连落地。5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模式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央财政出资引导设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作为社会资本

方参与项目，提高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探索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引导和鼓励地方融资平台存量项目转

型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据悉，财政部将以股权形式投资 PPP，基金规模达 1500 亿元，各地方政

府也相应地成立了百亿级的基金。文件发布后，各地络绎出台政策支持 PPP 融资基金的设立。6 月，河南

省财政厅发布《河南省 PPP 开发性基金设立方案》，宣布设立 50 亿元基金投资 PPP 项目，以撬动更大规模

的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领域项目建设。7 月，山东省政府确定设立总规模 800 亿元的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发展基金。9 月，江苏省总额为 100 亿元的 PPP 融资支持基金正式落地运作。四

川省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四

川省政府部门将与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债权投资、股

权投资、融资担保等多种方式参与 PPP 项目建设。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现在地

方实行的是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通过这种方式把资金引向需要的地方，这是值得肯定的事情。 

交通建设拟引入民间资本。2015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 1043 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

目，总投资达到 1.97 万亿元，项目范围涵盖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多个

领域。2015 年 7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扩大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的实施意见》，

意见指出全面开放铁路投资与运营市场，推进投融资方式多元化，完善社会资本投资的实施机制，进一步

改善社会资本投资环境，加大对社会资本投资的政策支持。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全面进入铁路领域，除法律

法规明确禁止的外，均向社会资本开放。 

3.5 BIM 应用 

BIM 在我国建筑领域引爆关注热潮，并在企业项目中广泛试点应用。BIM 技术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

成本和缩短工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进 BIM 应用，已成为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共识。广东省住建厅率

先行动，从标准编制、示范工程、科研立项等方面出台配套政策来推动 BIM 技术的发展，并鼓励建设、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五方责任主体联合成立广东省 BIM 技术联盟，促进 BIM 技术在大型复杂工程的

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全过程的推广应用。2015 年 9 月 17 日，广东省召开了第一届 BIM 论坛。 

8 月 27 日，福建省厅发布《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推进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指导意见的通知》，

明确指出四条福建省厅下一阶段 BIM 的部署工作。1）成立 BIM 应用技术联盟、2）举办技术研讨会。3）

开展 BIM 技术试点示范应用，形成可复制经验。请各设区市建设局（建委）、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与交通

局组织试点申报工作，其中厦门试点项目不少于 30 个，福州、泉州不少于 20 个。4）培育 BIM 技术应用

骨干企业。 

6 月 16 日，住建部印发《关于推进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进 BIM 应用的发展目

标——到 2020 年末，建筑行业甲级勘察、设计单位以及特级、一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应掌握并实现

BIM 与企业管理系统和其他信息技术的一体化集成应用。到 2020 年末，以下新立项项目勘察设计、施工、

运营维护中，集成应用 BIM 的项目比率达到 90%：以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大中型建筑；申报绿色建筑的公

共建筑和绿色生态示范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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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上海建管委发布《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指南》，指导本市建设、设计、施工、运

营和咨询等单位在政府投资工程中开展 BIM 技术应用，实现 BIM 应用的统一和可检验；作为 BIM 应用方

案制定、项目招标、合同签订、项目管理等工作的参考依据。7 月 1 日，《上海市推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

用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也正式出炉，通过 2105 至 2017 三年分阶段、分步骤推进建筑信息模型

技术应用，建立符合本市实际的 BIM 技术应用配套政策、标准规范和应用环境，构建基于 BIM 技术的政府

监管模式，到 2017 年在一定规模的工程建设中全面应用 BIM 技术。 

3.6 其他行业综合发展风向 

简政放权。政府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审核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

的活力也将进一步增强。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精简重大水利建设项目审批程序的通知》，

对政府出资的重大水利项目审批改革提出明确意见，减少中央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下放初步设计审

批权限，优化审批服务，提高前期工作质量，强化项目监管。10 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第一批取消 62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务院要求，要严格落实行政许可法关于设定行政许可的有

关规定，对以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形式设定的具有行政许可性质的审批事项进行清理，原则上 2015

年底前全部取消。为实现重大项目用地保障不“卡壳”，国土资源部还进一步完善了审批政策“工具箱”，

包括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安排年度计划；扩大先行用地范围，并将正式用地报批时限从半年

放宽至 1 年；给予铁路、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补充耕地特殊支持政策；调整水利水电项目征地补偿标准，

制定水库水面特殊支持政策。 

国企改革加速推进。国务院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将在七大领域推进试

点示范。并指出将有序吸引外资参与国企混改，在关键领域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多

地出台了国企改革方案，上海市率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据悉，

河北、陕西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已分别由河北省政府常务会议和陕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审议通过。重庆提出，通过 3~5 年的努力使“2/3 左右国有企业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西提出到

2020 年使 70%左右的国企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浙江提出，通过 3~5 年的努力使“省属企业混合所有

制企业户数比重达到 75%”。河南提出到 2020 年全省混合所有制企业比重达到 80%以上。推进企业改制上

市是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实现混合所有制的重要路径之一。有些省份还提出具体的上市计划。例如，

甘肃提出，到 2020 年，力争省属企业上市公司达到 15 户以上，每户省属大型企业集团至少拥有 1 家上市

公司。 

营改增或将延期。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营改增剩余三个行业何时推进成为改革的关键一环。8

月 28 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做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时，对

营改增中剩余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三个行业的推进工作用了“适时”来表述，而在

6 月 30 日的会议中，楼继伟曾表态称，今年将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事实上，按照国家规划，营改增最初

分三步走，即在第三阶段（2014~2015 年）要完成营改增改革。但从实际推进工作看，从最初“全面完成”

到如今的“力争全面完成”，中央层面对营改增的态度似乎更加谨慎。 

地下综合廊坊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正成为新一轮投资的热土。目前财政部和住建部，已经确定了 10

个城市纳入 2015 年地下综合管廊试点范围。它们是包头、沈阳、哈尔滨、苏州、厦门、十堰、长沙、海

口、六盘水、白银。2015 年 8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

指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各类管线原则上应敷设于地下空间。已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区域，该区域内的

所有管线必须入廊。未来 3~5 年，预计管廊建设每年将产生 1 万亿元的投资。财政部此前也发出通知指出，

http://www.baidu.com/link?url=dfF3QLiSr4SnaD1sSwGrypJVJmL19wNWeldi9I67C8pvw64ohUbj3w7u80_EmERAKb4XoSUklWX7AzbjjADz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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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给予专项资金补助，直辖市每年 5 亿元，省会城市每年 4 亿元，其他城

市每年 3 亿元。对采用 PPP 模式达到一定比例的，将按上述补助基数奖励 10%。发改委此前也发布了《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券发行指引》，提出鼓励各类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项目收益债券、可续期债券

等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发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券的城投类企业不

受发债指标限制。 

海绵城市建设“时间表”明确。海绵城市强调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

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部署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指导意见》

明确，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

用。到 2020 年，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面积达到目标要求；到 2030 年，城市建成区 80%以上的面积达到

目标要求。据悉，由上海建工旗下市政总院牵头研究的一套涉及建筑小区、绿化、道路广场和水务等多个

系统的上海建设“海绵城市”的综合指标体系正在抓紧进行，预计在今年内推出。 

工程质量治理。2015 年 5~7 月，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继续全面落实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方案，加

大对各地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体系建设的巡查力度。全国第二批 10 个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工

作平台完成建设。至此，全国共有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了和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系

统中央数据库的实时联通。据介绍，第二批完成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工作平台建设的有天津、

重庆、河北、河南、山西、浙江、福建、广东、甘肃、宁夏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至目前，全国

共有北京、上海、江苏、安徽、湖南、四川、陕西、海南等 1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省级建筑市

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工作平台建设，实现了和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系统中央数据库的实时联通。

下一步，住建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将继续按照要求，靠前服务，加强督导，力争在今年年底前，推进其余 13

个省（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工作平台建设工作，全面实现全国建筑市场“数据一个库、监

管一张网、管理一条线”的信息化监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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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季度建筑企业战略动向 

4.1 业务布局 

4.2.1 兼并重组 

在国民经济开启新常态之时，国内资本市场也迎来并购重组的大时代，特别是在国企改革等主题的

催化下，建筑企业并购重组所释放的投资机遇将蔚为可观。目前国内建筑企业并购的动因主要有以下两

类：建筑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承揽到大型的建筑项目，就必须拥有较高的资质；

企业多元化经营与主业关联相结合的并购要求，扩大工程领域，搞多元化经营。 

7 月，中南建设提出优质“机器人”企业收购方案，公司及控股集团拟联合受让四川宝玛不超过 70%

股权，入主四川宝玛是中南建设在建筑机器人领域落实布局的第二步，在前期出资 10 亿在南通成立江苏

中南智能制造之后的又一举措，也是外延式并购的第一个项目。 

8 月，山东龙泉管道工程拟以人民币 6000 万元收购湖北大华建设 100%股权，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的

发展，提高公司市政公用工程项目的承揽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9 月，龙元建设以 4318 万元收购杭州城投建设 75%国有股权。此次收购弥补了龙元建设作为施工企

业“乙方”思维的短板，大幅提升了 PPP 项目投资建设管理能力，增强了 PPP 管理团队实力，也使得公

司更易开拓杭州等市场，具备良好的协同性，为后续加速承接 PPP 项目奠定了基础；中国中铁和中铁二

局双方谋划资产整合停牌，根据中国中铁此前公告，中国中铁拟将工业制造板块相关子公司股权注入中

铁二局公司，用以置换中铁二局目前拥有的资产和业务。此次置换涉及的中铁二局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

定。 

目前房地产行业面临拐点，极大地影响到建筑企业的效益，甚至影响到大量建筑企业的生存。因此，

可以预料的是，一直不算活跃的建筑企业并购活动或将大量出现。 

4.2.2 “走出去”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发布《“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盘点和展现央企“走出去”发

展现状。截至 2014 年底，国资委监管的 110 余家央企中已有 107 家在境外共设立 8515 家分支机构，分

布在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80 多家央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随着国际建筑市场不断开放，国内地产调控的深入，固定资产投资的冷却，融资成本的高企不下，

中国建筑业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再定位，很多建筑企业不约而同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走出国门，谋求转型和出路，与国际建筑劲旅同台竞技或展开合作。 

6 月，葛洲坝集团与 BOREAL 等三家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与安哥拉能源水利部宽扎河中游开发办公室

签订安哥拉卡古路卡巴萨水电站项目，合同总金额为 45.32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81.44 亿元，总工期

80 个月。该项目内容包括导流洞工程整体施工、主体工程土建部分整体施工、机电设备的供货、安装和

调试，建成后的水电站装机容量为 217.1 万千瓦。 

7 月，中建方程与德国图赫史密斯集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初步探讨了双方拟开展合作项目的合作模

式、规划方案、技术问题等；徐工集团与马来西亚常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资本领域、林业

机械、海外市场开拓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中国建筑中标柬埔寨金边中国中心（Sino Plaza）施工总承包

项目，合同额约合 14.88 亿元人民币；中铁五局与斯里兰卡有关方面签订了南部高速公路承包施工合同；

中建筑港中标“印尼海螺水泥有限公司孔雀港 440 万 t/a 水泥粉磨站项目配套专用码头工程”，中标金额

逾 2.5 亿元人民币；中铁九局与厄瓜多尔教育部签订了“千年学校”EPC 项目大单，项目总金额 2.2 亿美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æ¡�é�¢/æ�°å»ºæ��ä»¶å¤¹/ä¸å�½å»ºç�ä¸�2013ä¸�å£åº¦æ�¥å��ï¼�1.5ä¸�å�ï¼�32Pï¼�.docx%23_Toc37046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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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国港湾与马达加斯加总统项目、领土整治和装备国务部签署了马达加斯加首都机场路升级改造和

空军基地房建两个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约 5900 万美元。 

8 月，中国路桥与印度尼西亚公共工程与住房部公路总局签署了梭罗—卡托索诺高速公路项目一期商

务合同，进一步完善爪哇公路交通网络，对改善当地通行状况、加快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9 月，北京建工与新西兰惠灵顿市政府和富华国际集团签署《关于惠灵顿机场扩展项目的合作备忘录》，

标志着三方合作全面启动，将共同致力于惠灵顿机场扩展项目的开发，包括机场建筑及基础设施、机场

酒店以及与旅游业相关的商业项目等。 

越来越多的建筑企业把“走出去”作为提升企业发展空间，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做大做

强的目标。 

4.2.3 “互联网+” 

“互联网+”这一概念在国家相关领导人提出后，在国内形成了一股燎原之势，为传统行业注入了新

鲜血液，改变了传统的运作模式。建筑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并处于持续扩张

状态，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影响深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建筑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发展模

式还较为粗放、信息化、标准化水平偏低，管理手段落后，造成资源耗费量大，不仅如此，建筑业本身

还面临着高、大、难、新工程的增加，国内外建筑市场竞争加剧等严峻挑战。 

推动互联网与建筑行业深度融合是改造和提升传统建筑业的突破口，“互联网+”将重构整个建筑行

业生态圈，不仅有现存的实体建筑商，还会依托互联网平台诞生软硬件供应商、网络服务商、专业咨询

服务商、征信机构、金融合作伙伴等数字建筑商。因此，建筑行业信息化在采购、施工、大数据处理、

金融运维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前景广阔。 

6 月，中国建筑同工商银行签署在线供应链金融合作协议，中建电商的设立走在了“互联网+建筑+

金融”商业模式的前列；7 月江西发达控股集团欲探路“互联网+建筑”，打造一个上游（建筑总承包单位）

+下游材料（供应商）在线供应平台，以减少建材库存和加快回款速度；9 月，河南首家建筑行业一站式

电商服务平台“亿建联”在郑州上线，互联网+建筑成功落地河南。 

“互联网+”的浪潮，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各传统行业。推动互联网与建筑行业深度融合也会给建

筑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 

4.2.4 BIM 

BIM 在我国建筑领域的应用逐步兴起，成为支撑建筑行业技术升级、变革生产方式、创新管理模式

的新技术。建筑企业纷纷通过不同的方式试水，如： 

8 月，四川鑫圆建设与鲁班软件签约 BIM 战略合作，引入鲁班 BIM 系统平台。目前，四川鑫圆已经

组织各专业人员学习鲁班 BIM 技术，对鲁班软件的技术讲师给予较高的评价，计划深度应用鲁班 BIM 技

术，并与鲁班软件一起开拓四川地区的 BIM 市场。 

9 月中建海峡与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共同发起的福建省 BIM 技术应用联盟正式成立。旨在为成员

单位提供 BIM 技术共享资源，以及政策、标准、科研、业务方面的咨询服务；整合 BIM 产业和社会资源，

建设 BIM 应用技术、标准、软件技术创新平台，加强 BIM 产学研用技术交流与合作；为全面推动福建 BIM

发展和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培育促进 BIM 产业健康发展；福建恒亿集团与鲁班软件达成战略合作，希望

通过试点项目的 BIM 应用培养出一支自己的 BIM 团队，实现企业项目管理的信息化、精细化水平的提升，

从而进一步将 BIM 应用成功经验（以项目试点带动）推广到整个集团项目的应用；此外中建安装也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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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 BIM 系统平台。 

4.2 战略联盟 

4.2.1 政企合作 

7 月，中国建筑与日照市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日照举行，双方在建立战略合作的基础上，

尽快推进有关项目落地；8 月，中国交建与广东省政府双方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整合优势业务和

优质资源发展总部经济、政企携手进军海外等领域加快合作进程；同月，中铁大桥局与重庆市政府签订

了两座大桥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中铁大桥局有意向通过 PPP 模式参与重庆市郭家沱长江大桥、白居寺长

江大桥的投资建设；9 月，中国建筑与武汉市政府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十三五”期间中国建

筑将充分发挥自身在规划设计、投资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筑工程“四位一体”全产业链的综合

实力和竞争优势，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开发、教科文卫等民生工程及其他新兴领域投资 1000

亿元助力武汉大发展；10 月，中国能建与天津市签署合作意向书；此外，中国中冶先后与福州市人民政

府、呼和浩特市政府、台州市政府、 梧州市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涿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2.2 上下游合作 

上下游企业加强合作，有利于优势互补，价值链整合，在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情况下增加市场份额。

6 月，中国中铁与碧桂园集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土地一级开发、房地产二级开发、施工总

承包等重点领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自资金、技术、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资源优势，

通过产融结合和混合经济等多种方式进行长期战略合作；8 月，中铁建工与深圳市深国际物流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在同等条件下，中铁建工集团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将在其拟

开发的综合物流港项目合作中，享有优先合作权。双方将加强前瞻性和全局性研究，将在各自优势资源

区域内，共同深化合作内容、创新合作模式，注重合作双方信息资源共享，共同提高经营效率和工程建

设质量；同月，金螳螂与中电建集团的合作成立合资公司承接项目，将传统装饰业务的项目总包方、分

包方有效变为利益共同体，有望通过改变装饰与土建的衔接方式，提升二者的业务一致性、协调性，并

实现资源整合。未来双方将各自发挥在项目总包和装饰业务的竞争优势，使得合资公司在包括质量管控、

成本节约等业务精细化内控管理方面更加有效，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中国能建与中国建设科技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资本运作、工程建设、人才培养、信息共享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多形式的合

作。双方建立高层不定期互访机制，定期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和业务单元、所属企业进行项目对接与交

流。 

4.2.3 银企合作 

搭建银政企合作平台，可以促进建筑业可持续发展。6 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与中国建材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9 月，中冶集团与中国邮储银行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城市综合管廊产业基金成立暨中冶集

团与邮储银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签署了《中冶城市综合管廊产业基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冶

集团与邮储银行战略作协议》。双方决定共同设立国内首支千亿级城市综合管廊产业基金，在“平等互利、

诚实信用、优势互补、合作创新、共享共赢”的原则下，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化合作；同月，中国

建筑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战略投资、资产经营管理、产业投资并

购、基金业务以及银行、证券、保险、租赁、信托等金融平台业务领域开展合作；10 月，葛洲坝与建信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在武汉举行产业基金合作签约仪式，三方约

定设立产业基金，助力葛洲坝集团转型升级、跨越发展；上海建工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分行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建工-建设银行产业基金”，基金总规模 100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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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为建筑企业增添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促进了建筑企业的发展。7 月宜春学院党委书记肖

华茵等一行走访了江西建工集团，受到了江西建工集团董事长李平等人的热情接待，通过此次校企双方

高层领导人的接触，进一步增进了了解，就如何推进战略合作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形成了基本的共

识；9 月，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与中建西部建设云南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协议在昆明签订，同时校外实

习基地正式揭牌，双方将重点在实习基地建设、科技研发、对口人才培养方面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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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建筑企业 2015，要么行动，要么出局 

喊了很多年的狼来了，今天的中国建筑业，大家才真正开始感受到行业冬天实实在在的到来了。2015

前三季度建筑业增长率数据显示，建筑业已从互联网行业增速（20%以上）下滑到远低于 GDP 增速的 2.3%，

行业凶险可见一斑。2015 年四季度全行业负增长应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且 2016 也很难看到趋

好因素。 

虽然政府会继续在投资拉动经济这一招上努力，但后继乏力。产能过剩、通胀、产出低效、政府负债

过大，都让现届政府不能像前几届政府那样随心所欲。房地产绝大部分城市过剩，鬼城到处都是，拉动房

地产投资也非可用手段。建筑企业指望增量业务已不现实。 

但中国建筑业无需过度悲观，超过 15 万亿元的存量业务已足够大，有创新能力的建筑企业在行业整

体下行过程中，仍可快速增长，重要的是发展的手段将完全改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方向将完全与过

去不同，需要从经营理念、战略聚焦、细分领域品牌建设、提升运营能力、加强资源整合多个方面全面转

型升级，要从过去喊喊口号到正式开始行动。 

要么尽早开始行动，要么被淘汰出局！ 

开始行动的方向要对、战略要对，绝不再是过去的多跑关系、多接业务，而是提升内功，提升客户价

值能力。有能力转型的建筑企业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战略聚焦，抢占细分市场第一品牌。放弃大量非主营业务，聚焦有独特优势的业务，建立竞争“护

城河”，即建设核心竞争力。唯有聚焦，才能建立核心竞争力。什么都做，与所有的企业同质化，在形势

下行时，一定与别人一样难逃死亡命运。获得细分领域的第一品牌，才能有议价能力，才能有接收空出来

“地盘”的机会。 

二是全面提升项目精细化管理能力，和企业集约化运营能力。利用“BIM+互联网”全面提升项目精细

化能力，是建筑企业最能快速见效的行动之一。项目少了，精细管理多出效益是不二选项，精细管理靠传

统技术手段难以实现，加快 BIM 技术引进消化、加快应用是必须的全企业行动，这方面必须有大的投入。

行业下行，项目管控风险剧增，利用企业级 BIM 系统提升企业管控能力，是收效快速的方法。因此 BIM 技

术应用一定要成为企业战略级工作，成为一把手工程才行。 

三是提升资源整合能力，特别是提升融资能力。现金流能力是下一阶段建筑企业存活能力和竞争力的

关键之一。随着金融政策的改革开放，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和方法，通过存量资产证券化进行众筹，将大

量沉淀应收款债权盘活，是可以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可以大幅降低分包和供应商带资融资成本。 

总之行动不是去找别的新机会，而是在自己熟悉老业务中挖掘出潜力和发展空间，与过去不一样的创

新思维是前提，从这一点讲，行业一直最缺的学习精神和学习能力会是国内建筑企业后面珍贵的重要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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