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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建筑装饰行业 
基建行情步入业绩验证阶段，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利好估值修复 

[Table_Summary]  板块表现 
本周建筑装饰指数上涨 0.44%，跑输沪深 300 1.93 个百分点；子板块方面，房屋
建设 III 涨幅最大（+3.50%），路桥施工跌幅最大（-2.09%）；主题方面，国企改革
涨幅最大（+1.61%），PPP 指数跌幅最大（-0.95%）。目前建筑板块 PE（TTM，整
体法）为 10.56 倍，PB（LF）为 1.14 倍。 
 行业观点 
1、19 年地方专项债规模有望大幅增加，投向基建占比或明显提升。1）1 月 15
日，李克强总理表示允许经济增速有一定弹性浮动，但不能大起大落, 要积极
释放内需潜力，增加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有效投资；发改委副
主任连维良再次强调新型基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建设、5G 商用
等），以及传统基建（交通水利、市政物流、农村基建等）补短板的重要性。预
计未来政策仍将注重逆周期调节及稳定总需求，基建补短板仍为重要发力方
向，料将持续受益政策细化推进。2）1 月 15 日，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表示 19
年将适度增加地方政府债券规模，较大幅度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近期已提前
下达 1.39 万亿元地方债，19 年专项债力争 9 月底前发行完成，我们预计地方
专项债规模或在 2 万亿以上。19 年政府资金到位时间或早于预期，基建投资回
暖的幅度和持续性或好于预期。3）从近年地方债投向来看，一般地方债券主要
投向扶贫、环保及没有收益的基建项目等，18 年基建相关占比为 48%，而新
增专项债主要投向有项目收益的基建、土地储备和棚改，后两项 18 年占比在
60%以上（见图 13）。预计 19 年伴随基建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出台，地方债特别
是新增专项债投向基建相关占比或明显提升。 
2、基建行情步入业绩验证阶段，近期关注轨交细分板块，相关承建及设计公司
有望受益。1）本周中国建筑发布 18年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同比增长 10.2%-
19.9%，超市场预期，同时 12 月新签基建订单环比继续提升 51%（10-12 月基
建订单 283/684/1033亿元）。我们认为本轮基建行情逐步进入到业绩验证阶段，
后续相关基建公司的订单及业绩情况均有望改善（见图 14-图 17 及表 1），进
而推动基建行情的持续性。2）18 年 Q4 以来发改委密集批复基建项目，总投
资规模超 1.2 万亿元，其中 12 月以来发改委共批复济南、上海、杭州、江苏沿
江城市群等八地的轨交项目（包含新增），总投资约 9302 亿元，其中上海和江
苏相关投资分别约为 2983.48 亿元和 2180 亿元；此外，19 年即将开工的轨道
交通项目有 74 个，总投资约 2.4 万亿元。3）轨交项目作为基建补短板重要方
向，后续投资有望持续增加，从批复情况看，年度投资金额较大且轨交项目毛
利率较高，利好相关承建公司的新签订单及业绩改善（如隧道股份/宏润建设/中
国铁建/中国中铁等）。根据公司公告，隧道股份 18 年前三季度城轨新签订单占
比 27.98%，民企宏润建设 18 全年新签轨交订单占比达 43.3%，而央企中国中
铁/中国铁建 18H1 城轨新签订单占比分别为 18.3%/10.39%。同时轨交前期设
计约占总投资的 2.5%-3%，相关设计公司（如城建设计等）也有望受益。 
3、12 月信贷新增超预期，建筑产业债信用利差逐步回落，宽货币向宽信用传
导利好估值修复。1）12 月份社融规模增量为 1.59 万亿元，同比增速 9.8%，
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 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12 月信贷新增超预期，
预计主要由于商业银行支持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单月票据贴现新增约 3400
亿。而考虑到无风险利率下行，新口径社融增速仍跌破 10%，表明企业信贷特
别是民企信用问题尚未实质改善，不过社融未出现趋势性下行，后续或可预期
更多宽信用政策出台。2）年初至 1 月 17 日，AAA/AA+/AA 建筑产业债信用利
差分别回落 11.0/11.7/53.5 bp，表明建筑企业融资难度有所降低，降准后宽货
币有望逐步向宽信用传导，后期信用利差或呈稳定下降趋势，基建资金来源亦
有望改善。3）历史上建筑板块估值与利率呈现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宽货币
向宽信用传导背景下，我们认为 19 年利率大概率趋势下行，建筑公司估值有
望逐步修复。 
公司方面，经济承压背景下，未来政策仍将注重逆周期调节及稳定总需求，基
建补短板仍为重要发力方向。目前基建行情步入业绩验证阶段，建议关注三条
主线：1）基建前端设计公司，如苏交科/中设集团/城建设计等；2）低 PB 基建
央企，如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交建等；3）弹性较大的地方基建国企，如隧
道股份/四川路桥/山东路桥等。此外，预计 19 年地产投资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仍
将持续，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利好房企融资边际改善，建议关注地产产业链的
估值修复机会，如中国建筑/金螳螂等。 
 风险提示：宏观政策环境变化导致行业景气度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及基建

投资增速下滑加速导致公司订单不达预期；中美贸易摩擦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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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建筑装饰及沪深300走势图  图 2：本周主题板块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3：本周各行业走势情况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4：本周各子板块走势情况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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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本周建筑板块涨幅前五个股  图 6：本周建筑板块跌幅后五个股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7：各板块PE估值情况（2019/01/18）  图 8：各板块PB估值情况（2019/01/18）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9：建筑板块PE相对沪深300及上证综指估值情

况 

 图 10：建筑板块PB相对沪深300及上证综指估值情

况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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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建筑装饰产业债信用利差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图 12：存量专项债投资领域  图 13：2018年新增专项债投资领域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注释： 统计时点截止 2018 年 11 月末 

 数据来源：Wind、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注释：统计时点截止 2018 年 11 月末 

 

图 14：中国建筑单月新签订单情况  图 15：中国建筑单月新签基建订单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经营数据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公司经营数据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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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中国中冶单月新签订单情况  图 17：中国电建单月新签订单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经营数据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公司经营数据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 1：建筑央企订单情况统计（单位：亿元） 

  2017A  18Q1 18H1 18Q1-3 2018A 

中国建筑 
新签合同额 22249.0  5383.0  12140.0  16639.0  23233.0 

同比增速 18.4% 24.3% 1.6% 3.8% 4.6% 

中国铁建 
新签合同额 15083.1  2798.6  6090.3  8916.6  - 

同比增速 23.7% 7.0% 10.4% 5.3% - 

中国交建 
新签合同额 9000.2  1793.2  4287.7  5828.1 - 

同比增速 23.2% 20.5% 1.7% -4.0% - 

中国中冶 
新签合同额 5229.0  1538.9  2821.1  3970.8  6657.1 

同比增速 27.7% 42.4% 11.0% 16.3% 10.4% 

中国电建 
新签合同额 4067.9  1509.7  2614.0  3738.7  4558.1 

同比增速 12.7% 3.7% -5.0% 4.5% 12.1% 

中国中铁 
新签合同额 15568.6  3123.4  6347.0  9513.0  - 

同比增速 26.1% 21.3% 13.0% 5.9% - 

中国化学 
新签合同额 950.8  254.8  800.7  1076.8  1450.1 

同比增速 34.9% 5.3% 72.1% 80.2% 52.5% 

数据来源：公司经营数据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表 2：重点公司推荐逻辑 

公司简称 推荐逻辑 

苏交科 

公司业绩增速已经连续 5 年保持在 20%以上，业绩增长较稳定。公司为民营设计龙头，勘察设计资质齐全，

通过属地化建设开拓全国市场，业务领域较广且协同效应较强，未来有望深化与海外子公司在技术和管理方

面的整合，助力公司提高竞争优势，加速业务扩张。 

隧道股份 

近期发改委批复上海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18-2023 年），总投资约 2983 亿元，杭州等地轨交建设

规划也密集批复，公司在上海、杭州等地的轨交市场占有率较高，未来伴随项目批复落地，公司订单增速有

望提升；近期董事会通过增量业绩奖励计划，有助于激发员工动力；公司 2016-2017 连续两年新签订单增速

在 30%以上，正逐步转化为收入，未来有望进一步释放业绩。 

中国铁建 

公司前三季度业绩增速超 20%，Q3 业绩增速领先其他央企，同时在手订单收入比较高，为未来业绩提供保

障。与其他建筑央企相比，公司 PB 较低，低估值具投资吸引力，在行业景气度和国企改革预期提升的情况

下有望逐步修复。 

中国建筑 

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基建占比提升，业务结构不断优化；房地产销售情况良好，土地储备充足；第三期股权

激励计划实施在即，规模占总股本不超过 1.6%，划定稳健增长目标；2015-2017 三年复合业绩增速 9.5%，

业绩增长稳定；估值方面，横纵向对比估值均处低位。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100%

0%

100%

200%

3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
0
1
6
-0

1

2
0
1
6
-0

4

2
0
1
6
-0

7

2
0
1
6
-1

0

2
0
1
7
-0

1

2
0
1
7
-0

4

2
0
1
7
-0

7

2
0
1
7
-1

0

2
0
1
8
-0

1

2
0
1
8
-0

4

2
0
1
8
-0

7

2
0
1
8
-1

0

新签合同额

（亿元）

新签同比

（%）

-200%

0%

200%

400%

600%

0

200

400

600

800

2
0
1
6
-0

1

2
0
1
6
-0

4

2
0
1
6
-0

7

2
0
1
6
-1

0

2
0
1
7
-0

1

2
0
1
7
-0

4

2
0
1
7
-0

7

2
0
1
7
-1

0

2
0
1
8
-0

1

2
0
1
8
-0

4

2
0
1
8
-0

7

2
0
1
8
-1

0

新签合同额单月值（亿元） 新签合同额同比（%）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6 / 11 

 
[Table_PageText] 

投资策略周报|建筑装饰 

  

表 3：本周重点新闻概览 

宏观新闻 

1、李克强：允许经济增速有一定弹性浮动，但不能大起大落 

1 月 15 日下午，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总理提出保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

允许经济增速有一定的弹性浮动，但不能大起大落，更不能“断崖式下跌”。 要进一步简

政放权、减税降费，同时开展公平公正、包容审慎的监管，防止对企业搞任性无序检查等

干扰正常生产经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着力帮助企业特别是民营、小

微企业解决难题。另外指出，要积极释放内需潜力，瞄准发展急需、升级急缺、民生急盼，

抓住时机合理增加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有效投资，鼓励扩大国

内消费，更好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中国政府网】 

2、商务部首次公布中美 2018 年贸易数据 

1 月 17 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2018 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

额超过了 6300 亿美元，两国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2400 亿美元。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和两

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作为对外贸易的

主管部门，这是商务部首次披露中美 2018 年的贸易数据，庞大的数据也证明了作为全球

最大的两个贸易国家之间日益频繁的经贸合作。根据海关总署稍早前的数据，2018 年美

国对中国商品实施加征关税的贸易措施，但这一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仍创了历史新

高。【环球网】 

3、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 1 月 30 日至 31 日应邀访美开展经贸磋商 

2019 年新年伊始，李克强总理于 1 月 4 日接连考察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行普惠金融

部，并在银保监会主持召开座谈会。总理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进一

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运用好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工具，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

【中国政府网】 

4、发改委：因地制宜促进消费，有条件的地方加大政策支持 

1 月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优化市场供给

促进居民消费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稳中有变、变中

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增大。优化市场供给、促进居民消费对于有效应对经

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作用和意义更加凸显。【第一财经】 

5、2018 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12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82.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狭义货币(M1)余额 55.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广义货币(M2)余额 182.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增速比上月

末高 0.1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狭义货币(M1)余额 55.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

12 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141.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人民币贷款余额 136.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3.5%。12 月末，外币贷款余额 7948 亿美元，同比下降 5.2%。本外币存

款余额 182.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8%。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 177.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8.2%。12 月份银行间人民币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57%，质押式债券回购月

加权平均利率为 2.68%。国家外汇储备余额 3.07 万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 

6、2018 年 12 月以美元计出口同比降 4.4%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18 年 12 月出口（以美元计）同比降 4.4%，预期增 2%，前

值增 5.4%；进口降 7.6%，预期增 4.5%，前值增 3%。12 月份贸易顺差 570.6 亿美元，

预期顺差 516 亿美元。【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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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QFII 总额度增至 3000 亿美元 

14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总额度由

1500 亿美元增加至 3000 亿美元。QFII 制度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制度安排，

是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主要渠道之一。【新华社】 

8、2018 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8856.1 亿元，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 14 日介绍 2018 年 1-12 月全国吸收外资情况：1-12 月，全国新设

立外商投资企业 60533 家，同比增长 69.8%；实际使用外资 8856.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0.9%。实际使用外资创历史新高。【中国新闻网】 

9、12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12 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2.8%，涨幅比上年同月扩大 2.2 个百

分点；1-12 月平均，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9.6 个百分点。12 月份，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0.6%，涨幅比上年同月回落 1.9 个百分点；1-12 月平均，同比上

涨 0.7%，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11.3 个百分点。12 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1.3%和 10.8%，涨幅比上年同月分别扩大 6.2 和 3.9 个百分点；1-12

月平均，同比分别上涨 7.6%和 7.8%，其中二线城市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1.5 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涨幅与上年同期相同。12 月份，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 7.9%和

8.2%，涨幅比上年同月均扩大 2.9 个百分点；1-12 月平均，同比分别上涨 5.8%和 5.9%，

其中二线城市涨幅比上年同期回落 2.1 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涨幅比上年同期扩大 0.5 个百

分点。【统计局】 

10、2018 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 

2018 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9.26 万亿元，比上年少 3.14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

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5.67 万亿元，同比多增 1.83 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

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 4201 亿元，同比多减 4219 亿元；委托贷款减少 1.61 万亿元，同比

多减 2.38 万亿元；信托贷款减少 6901 亿元，同比多减 2.95 万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

汇票减少 6343 亿元，同比多减 1.17 万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 2.48 万亿元，同比多 2.03

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 1.79 万亿元，同比少 2110 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

融资 3606 亿元，同比少 5153 亿元。12 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59 万亿元，比上年

同期多 33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 

11、2018 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 

2018 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200.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

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134.6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

民币余额为 2.21 万亿元，同比下降 10.7%；委托贷款余额为 12.36 万亿元，同比下降

11.5%；信托贷款余额为 7.85 万亿元，同比下降 8%；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3.81

万亿元，同比下降 14.3%；企业债券余额为 2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余额 7.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6%；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 7.01 万亿元，同

比增长 5.4%。【中国人民银行】 

12、2018 年中央企业收入与利润均两位数增长 

2018 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实现利润总额 1.7 万亿

元，增长 16.7%，收入、利润创历年最好水平。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实现利润总额 3.4 万亿元，增长 13.2%。中央企业降杠

杆、减负债成效明显。截至去年底，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降至 65.7%，同比下降 0.6 个百

分点。目前，中央企业累计债转股落地金额已经超过 2800 亿元，其中 2018 年落地 873



  

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请务必阅读末页的免责声明 

8 / 11 

 
[Table_PageText] 

投资策略周报|建筑装饰 

 

 

亿元。【新华社】 

13、净投放 1800 亿！降准落地首日央行接力“放招” 

15 日，央行公告称，公开市场开展 800 亿元 7 天期、1000 亿元 28 天期逆回购操作。当

日有 3900 亿 MLF 到期，无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 1800 亿元。央行解释道，从历

年规律看，1 月份是税收大月。目前已进入 1 月份税收高峰期，预计未来几日银行体系流

动性总量下降较快。同时，2019 年第一批降准释放资金在今日如期而至，将释放资金约

7500 亿元。央行月初称，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流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2019 年 1 月 15 日和 1 月 25 日分别下调

0.5 个百分点。【中新经纬】 

14、2019 将大幅增加地方专项债规模，争取 9 月前完成发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上午 10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连维良、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介绍本部门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提出：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扩量提质，有效解决债转股项目

落地难问题，加大对在建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保障；出台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实施意见，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

大项目建设，围绕减轻负担、公平竞争、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建设”突出五方面，

一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建设，加快 5G 商用步

伐；二是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市政、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脱贫攻坚、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强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强民生和公共服务

项目建设力度，尤其是补上教育、医疗、健康、养老这些方面的短板；五是加强生态环保

和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改造”，突出是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财政部部长

助理许宏提出：2019 年将适度增加地方政府债券规模，特别是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规模；全国人大已经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 2019 年 1.39 万亿元地方债，这个额度

占到去年新增债务限额的 63%左右；由地方在预算年度内均衡发债，并且要求争取在 9 月

底之前完成。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提出：采取措施推动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

工具；强调了货币政策要以稳为主，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应与

名义 GDP 增速大体匹配。【国新网】 

15、商务部：2018 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1298.3 亿美元 

2018 年全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129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其中，对外金

融类直接投资 9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1%；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205 亿美元，同

比增长 0.3%。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69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0.3%。对外劳务合作

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99.7 万人，较上年同期增加 1.7 万人。【商务部】 

行业新闻 

16、习近平：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习近平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 6 个方面的要求。第一，紧紧抓住“牛鼻子”不放松，

积极稳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第二，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高质量高标准推动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第三，以北京市级机关搬迁为契机，高质量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

建设。第四，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第五，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第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

进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央广网】 

17、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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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宏观政策环境变化导致行业景气度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及基建投资增速下滑加速导

致公司订单不达预期；中美贸易摩擦存在不确定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好投资关键作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发挥好投资关

键作用，重点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 2019

年我国在投资领域又有哪些重点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围绕“建设、改造”这两个关键词加大投资力度。“建设”重点有五个

方面：①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建设，加快 5G

商用步伐；②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市政、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脱贫攻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③加强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④加强民生和公共服务

能力建设，推进养老、健康、教育等补短板投资力度；⑤加强生态环保和自然灾害防治能

力建设。“改造”，就是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央视】 

18、补短板防风险 化解地方债务新规有望出台 

近期多部门表态要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加强基础设施补短板，加大对在建基础设施项

目的资金保障力度，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规范债务管理，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专

家预计，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新规有望出台，对隐性债务将疏堵结合、硬化约束、稳妥处理。

在地方债“开前门”的同时，城投平台仍承担基建资金来源补充的角色，城投公司将进一

步向两类平台转型。【中证网】 

雄安新区 

19、习近平时隔近两年再赴雄安 

16 日上午，习近平来到河北雄安新区考察调研。在市民服务中心，他听取了雄安新区总

体规划、政策体系及建设情况介绍，视察了服务窗口，与工作人员、办事群众和部分进驻

企业代表亲切交流，并与建设工地工人进行了视频连线。2017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专程

到河北省安新县进行实地考察，并主持召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新华社】 

20、习近平：雄安要靠生态环境体现价值、增加吸引力 

1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千年秀林”大清河片林一区造林区域，乘车穿行林区察

看林木长势，登上秀林驿站二层平台远眺林区全貌，同当地护林员代表亲切交流。他说，

蓝天、碧水、绿树，蓝绿交织，将来生活的最高标准就是生态好。雄安新区过去有一定的

基础，现在搞“千年秀林”，将来这里一定是最宜居的地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雄

安新区就要靠这样的生态环境来体现价值、增加吸引力。【新华社】 

一带一路 

21、2018 年 1-12 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增长 13.2% 

1-12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60533 家，同比增长 69.8%；实际使用外资 8856.1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9%。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0.1%，占比为 30.6%，较上

年提高 4.8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35.1%。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

增长 15.4%，西部地区同比增长 18.5%。自贸试验区同比增长 3.3%，占比为 12.1%。合

同外资 5000 万美元以上大项目近 1700 个，同比增长 23.3%，显示外商对华投资信心不

减。并购方式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8.4%。主要投资来源地中，新加坡、韩国、日本、

英国、德国、美国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1%、24.1%、13.6%、150.1%、79.3%和

7.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盟二十八国、东盟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13.2%、

22.6%和 13.8%。【商务部】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央视、财联社、第一财经、中证网、人民网、环球网、中国政府网、央广网、国

新网、中新经纬、中国新闻网、新华社、新华网、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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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建筑工程行业研究小组 

姚 遥 ： 首席分析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学博士，2015 年进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尉 凯 旋 ： 研究助理，复旦大学金融硕士，2018 年加入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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