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建筑业发展概况 

建筑业周期性明显，在经济增长承压情况下，建筑业受到的较大影响；未来，随着国家大力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业或将长期保持中低速温和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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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国家大力推进基建的政策背景下，一至四季度建筑业总产值单季增速分别为1.40%、

3.60%、7.80%和 7.00%，二季度、三季度和四季度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速明显高于 GDP 增速。2023

年一季度，建筑业总产值增速环比有所下降，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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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以上。2022 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83383.00 亿元，同比增长 5.50%，增速高于 GDP 增

速 2.50 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例为 6.89%。2023 年一季度，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13573.60 亿元，

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占 GDP 的比例下降至 4.76%，同比增长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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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游原材料供给及下游需求 

2022 年，受下游市场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水泥和钢材价格整体出现回落；未来，在基础设

施建设持续发力和房建市场需求不及预期双重影响下，水泥和钢材价格或将高位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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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价格方面，随着 2018 年水泥行业协会主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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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季度，受限电因素减弱导致水泥产量回升和房建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影响，水泥价格持续回落；

2022 年二季度，在生产端逐步恢复和房建市场恢复不及预期持续抑制需求情况下，水泥价格继续

下降；2022 年三季度，受益于国家加大基建投资对市场需求的拉升，水泥价格有所上升；2022 年

四季度受季节性因素导致需求下降影响，水泥价格出现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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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一季度，受地区冲突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增长影响，国外钢材价格上涨拉升国



内钢材价格；2022 年第二季度，受市场需求疲软和经济预期下降影响，国内钢材价格需求低迷，

钢材市场呈现供大于求，钢材价格快速回落；2022 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受地产端钢材需求疲

软影响，钢材价格继续下行。 

总体来看，2022 年国内经济遇到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和房建市场需求疲软，水泥和钢材价格

同比出现回落。未来，伴随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发力和房建市场需求不及预期，水泥和钢材价格或将

高位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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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随着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基建投资增速明显回升；受居民购房需求回落影

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拿地支出降幅明显。2023 年，基建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投资

增速将保持较高水平。 

2022 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32895.41 亿元，同比下降 10.00%，增速由正转负，增速低于固

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 15.10 个百分点。2023 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为-5.80%，增速低于固定资

产投资整体增速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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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以来，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持续负增长，2022 年和 2023 年一季度分别同比下降 39.40%和 19.20%，降幅

明显。从拿地情况来看，2022 年购置土地面积同比下降 53.40%，房地产企业拿地热情大幅下降。从销售

情况看，2022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 24.30%和 26.70%，增速较上年分别下降 26.20

个百分点和 31.50 个百分点；2023 年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均有所回升，增速分别为-

1.80%和 4.10%。 

2022 年以来，房地产开发市场景气度持续下行，房企销售低落，叠加融资端受阻，房企拿地和销售

数据继续走弱对未来新开工面积形成较大抑制。中央多次释放维稳信号并出台配套政策，房地产开发投

资或将边际性回暖但短期内仍将延续下行趋势。 

2022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靠前发力，政府债券净融资和社融口径人民币贷款同比

分别多增 0.11 万亿元和 0.97 万亿元，支撑社融总量扩张。受财政资金提前到位和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等影响，2022 年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 9.40%，增速较上年提高 9.00 个百

分点。2023 年 1 月，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提出，2023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更直接更有效发

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交通、能源、水利、农业、信息等基础设施

建设；2023 年一季度，全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 8.80%，增速同比提高 0.30 个百分

点。未来，基建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投资增速将保持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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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建筑施工行业竞争态势分析 

在经济增长承压的背景下，建筑业作为需求驱动型行业，或将持续承受整体下行的压力。“稳

增长”行情将围绕建筑央企展开，未来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将继续向央企集中。 

2022 年，在全球安全及经济形式更加复杂紧张，国内极端高温天气等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反复冲击，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三大需求呈现收缩态势。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23 年 GDP 增长 5.00%左右

的目标，经济预期目标同比进一步下降。 

在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压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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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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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2022 年比重为 39.22%，

同比增长 2.65 个百分点。未来，“稳增长”行情将依旧围绕建筑央企展开，建筑央企经营呈现较强韧性，

预计未来建筑业市场份额将继续向央企集中。 

图4  七大建筑央企新签合同额占比情况 

 
注：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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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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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施工行业发展趋势 

2022 年以来，全国经济在受到多重因素冲击之后持续修复但整体下行压力不减。短期来看，

房地产投资不及预期，基建投资作为“稳增长”重要抓手增速或将保持较高水平，基建领域将为建

筑行业的下游需求和资金来源提供有力支撑。长期来看，在经济增长承压的背景下，建筑行业集中

度将进一步提升，建筑业或将长期保持中低速温和增长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