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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业发展概况 

建筑业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周期性明显，其发展与宏观经济走势高

度相关。2023 年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速略低于 2022 年，但仍高于 GDP 增速，建筑

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较大。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变动趋势与宏观经济走势大致相同，受

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两者走势也将产生一定偏离。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建筑业

增速也随之下降。2017 年之前，建筑业总产值单季增速基本高于 GDP 增速，自 2017

年起，建筑业总产值增速长期低于 GDP 增速。在国家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

背景下，2022 年二季度以来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速持续高于 GDP 增速。 

从建筑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情况来看，自 2011 年以来，建筑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6.70%以上。2023 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85691.10 亿元，同比增

长 6.10%，但略低于 2022 年增速（6.89%），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90 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例为 6.80%。2024 年一季度，建筑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8%，增速高于 GDP

增速 1.08 个百分点。 

图 1  建筑业增加值在 GDP 中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数据 

 

二、上游原材料供给及下游需求 

2023年及 2024年一季度，受下游市场需求持续疲软等因素影响，建筑施工企业

主要原材料水泥和钢材价格整体震荡下行。 

建筑施工企业的上游原材料主要为各类建材，其中钢材和水泥一般对建筑总造价

的影响超过 30.00%，因此钢材和水泥的价格波动对建筑施工企业成本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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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价格方面，随着 2018 年水泥行业错峰生产措施等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

水泥价格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22 年，受下游市场需求疲软影响，水泥价格整体出现

较大回落。2023 年，国内经济秩序逐步恢复发展，但房地产开发投资保持负增长，基

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水泥市场需求不振；但 2023 年水泥库容比为 72%，为近 8 年

同期最高水平，供需失衡导致行业竞争加剧，水泥价格持续低位下行，于 9 月份降至

2017 年下半年以来价格新低。2024 年一季度，受春节停工等因素影响，水泥需求依

旧疲软，水泥价格较 2023 年底小幅回落。 

钢材价格方面，受钢铁企业“降本增效”和“产品结构优化”等供给侧改革政策

的传导，钢材价格自 2018 年以来维持在高位。2022 年，受国外市场价格波动和国内

市场需求影响，钢材价格波动下降。2023 年，钢材价格整体震荡下行，一季度国内宏

观经济预期回暖，钢材价格呈增长趋势，二季度受国内经济复苏情况不及预期叠加海

外银行暴雷带来的流动性危机，钢材价格进入下行通道，三季度钢材整体价格窄幅波

动，四季度受国家发行万亿特别国债和地产政策不断优化的影响，钢材价格有所提升；

2024 年一季度，受春节停工等因素影响，钢材价格较 2023 年底有所回落。 

图 2  水泥价格指数和钢材价格指数波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 数据 

 

建筑业下游需求主要来自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023 年及 2024 年一季

度，房地产行业投资和销售规模同比下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有所下降，建筑行

业需求有所放缓。 

房地产投资方面，2023 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10912.88 亿元，同比下降

9.60%，增速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 12.60 个百分点。2024 年一季度，全国完成

房地产开发投资 22082.37 亿元，同比下降 9.50%，增速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

14.00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进一步下降。同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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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新开工面积持续负增长，2023 年和 2024 年一季度分别同比下降 20.40%和

27.80%，降幅明显。从拿地情况来看，2023 年和 2024 年一季度土地购置费分别同比

下降 5.50%和 6.50%，拿地热情持续低迷。从销售情况看，2023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

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 6.50%和 8.50%，降幅较上年有所收窄，但整体较为低迷；2024

年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 27.60%和 19.40%，降幅有所扩大。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2023 年以来，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2023 年政府工作

报告指出，“提前实施部分‘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使用，依法盘活用好专项债务结存限额，分两期投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7400

亿元，为重大项目建设补充资本金”，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支

撑作用。2023 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 5.90%，增速同比回落 3.50

个百分点；2024 年一季度，全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 6.50%，增速同

比下降 2.30 个百分点，总体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状态。 

图 3  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和建筑业总产值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 数据 

 

三、建筑施工行业竞争态势 

2023年，全国建筑业新签合同额自 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行业集中度进一

步提升，市场份额继续向央企集中。 

在经济增长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建筑业作为需求驱动型行业，整体下行压力加大，

加速了资质和融资能力相对较弱的建筑施工企业出清。从全国建筑企业新签合同数据

来看，2023 年，全国建筑业新签合同额 356040.19 亿元，同比下降 2.85%，新签合同

额自 2016 年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降，但行业内部集中度持续提升，行业内部竞争更

加激烈。近年来，七大建筑施工央企新签合同额占全国建筑业新签合同额的比重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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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2023 年比重为 41.89%，同比增长 3.76 个百分点。未来，“稳增长”行情将依

旧围绕建筑施工央企展开，建筑施工央企经营呈现较强韧性，未来建筑业市场份额将

继续向央企集中。 

图 4  七大建筑施工央企新签合同额占比情况 

 
注：七大建筑施工央企分别为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交建、中国中冶、中国电建、中国化学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四、建筑施工行业发展趋势 

2024 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总基调，

2024 年 GDP 增长 5.00%左右，经济预期目标同比保持稳定，为建筑业发展提供了稳

定的发展环境。2023 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延续宽松态势且宽松力度

不断加大，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应；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

次强调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保障性住房

等‘三大工程’建设等政策出台，将有利于对冲房地产投资下行压力，成为房地产投

资增量的新抓手；2024 年 4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结合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

的新期待，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房地产“去库存”

重要性凸显；2024 年 4 月底至 5 月初，成都、天津、北京、无锡和南京等地出台措

施，从需求端放开限购，但房地产市场信心修复仍需进一步观察，房地产行业投资对

建筑行业的提振作用有待观察。在“稳增长”政策调控下，叠加专项债券方面的资金

支持力度增强，基建投资潜力或将得到逐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望保持一定增

长；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背景下，部分重点省份政府基建投资或将受限，建筑业

增长面临较大压力。长期来看，在经济增长承压的背景下，建筑业竞争更加激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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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行业或将长期保持中低速温和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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