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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建筑行业杠杆率受宏观政策因素影响显著。从 2007 年至 2017 年，我国建

筑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先后经历了一急一缓的两轮较大波动，两轮波动

背后都伴随着宏观经济的枯荣周期以及国家政策口径的重大变动。 

■  建筑行业的杠杆率若要达到此前国新办提出的非工业企业 2020 年 75%的杠杆率

控制指标，并不需要在负债端进行大刀阔斧的债务削减，仅需在现有经营条件

不变前提下，严格控制其负债增速在 11.53%的水平线下即可。截至 2017 年尾，

地方国企杠杆率高达 80.71%，而民企则仅为 60.35%，两者相差超 20 个百分

点。未来建筑行业去杠杆运动的主要阵地仍须以国企为主，民营企业与公众企

业不应成为去杠杆行动的主要目标。 

■  截至 2017年尾，建筑行业上市公司流动比率为 1.19；速动比率为 0.73，短期

偿债能力相对平稳。从资产与负债组成结构来看，建筑行业短期内的流动性风

险不大。 

■  11 月 PPP 成交金额同比增速与上月基本持平。本月全口径 PPP 成交项目数量较

上月增加了 22 个，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213 个，云南省在成交金额上以 631.5 亿

元的一枝独秀表现领先全国。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全国范围内公开中标的 PPP

项目已有 8770 个，规模已达 12.53 万亿元。 

■  风险因素：去杠杆政策调整；资金面变化；PPP 后续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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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建筑企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雄厚的资金支持、合理的投资决策和

高效的工程施工。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三项基本条件往往会过度演变成“过

剩的产能，积压的库存以及过高的杠杆”。这类现象具体表现为，工程前招投

标阶段过于冒进的投资决策，项目中标后盲目追赶工期引发的产能过剩，以及

为上述这两种现象提供后背保障的高杠杆率。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大环境下，

当市场资金面相对宽松时，这种现象尤为严重，而当市场资金出现紧缩时，这

些建筑企业就完全暴露在了极高的流动性风险之下，随时可能“关门大吉”。 

图 1：建筑行业资产负债率高达 76.22%，在 27 个行业中排名第 3 （%）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我们从万德资讯获取了 2017 年全行业领域 27 个主要行业的资产负债率，

并得知建筑行业在 2017 年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 76.22%，位列全行业第三，仅

低于金融行业与房地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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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行业的去杠杆指标应当如何完成 

建筑行业因为其施工周期较长，投资规模较大的自身特点，同时作为我国

固定资产投资四大构成要素之一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方，其发展受政府

政策导向及宏观经济影响均较为强烈。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会讨论在当前去杠杆

的大政策背景之下，建筑行业的杠杆率会产生怎样的变化，以及行业营收又会

受到哪些影响。 

1.1在政策变化推动下建筑行业杠杆率的前世今生 

从 2007 年至 2017 年，我国建筑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先后经历了一

急一缓的两轮较大波动，分别是 2007-2009 年过山车式的第一轮波动，以及

2009 年至今这十年内的第二轮波动。在建筑行业杠杆率两轮大幅波动的背后，

都伴随着宏观经济的枯荣周期以及国家政策口径的重大变动（如下图）。 

图 2：2007-2017 年建筑行业杠杆率受政策驱动影响较为明显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2017 年 7 月，五年一度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在会上

再次强调了未来“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重心。会后，我国建筑行业上市公司

杠杆率开始下降，在随后的四个月内降幅达 0.8个百分点。 

2017 年 11 月，PPP 清库行动开始，建筑行业作为 PPP 项目的最终要参与者

与最终要资本投资方，资产负债率再度下降近 0.5 个百分点。至 2018 年第一季

度，我国建筑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上年同期已经下降了超 0.7 个百分点，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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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总规模下降近 500亿元。 

受建筑行业季节性周期影响，行业的杠杆率在 2018 年第二季度开始反弹，

但随后于 2018 年 4 月发布的资管新规又使刚刚回暖的建筑行业杠杆率再度降温。

截至 2018年第三季度，我国建筑行业杠杆率同比降幅为 0.35 个百分点。 

图 3：2017 年初至今去杠杆行动中的三大里程碑事件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1.2未来建筑行业去杠杆指标将如何完成 

在此前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务院国资委总会计师沈莹公布了国有企

业资产负债率的控制标准：工业企业为 70%，非工业企业为 75%，科研设计企业

为 65%，以更加精确的控制风险。沈莹还表示，到 2020 年前，中央企业的平均

资产负债率要同比 2018年底完成水平再降低 2个百分点。 

在此我们按非工业企业 75%的杠杆率控制标准测算，假设 2020 年前建筑行

业上市公司不再扩大其债务规模，且净利率与分红率保持过去 5 年平均水平，

则其 2018-2020 年的年均营收规模仅需达到 2017 年营收规模的 39%即可实现控

制杠杆率这一目标，对各个建筑企业来讲几乎不存在业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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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假设未来营收增速会稳定保持在过去 5 年的平均水平（9.27%），则

在保持其他财务指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建筑企业的负债规模仍然存在年均

11.53%的上涨空间。也就是说，建筑行业上市公司在营收增速不变的前提下，

未来每年仍然可以扩大 11.53%的负债规模（根据历史负债增速变化趋势来看，

11.53%的水平是相对合理的，也可以为“营收增速保持不变”这一假说前提提

供债务端支撑）来刺激生产，通过净利润的上涨带动所有者权益的上升，从而

在不需要降低负债规模的前提下同样也可以达到非工业企业“2020 年 75%杠杆

率”的控制指标。 

图 4：2017 年初至今去杠杆行动中的三大里程碑事件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综上所述，建筑行业的杠杆率若要达到此前国新办提出的非工业企业 2020

年 75%的杠杆率控制指标，并不需要在负债端进行大刀阔斧的债务削减，仅需在

现有经营条件不变前提下，严格控制其负债增速在 11.53%的水平线下即可。 

1.3基建投资增速为建筑行业营收增速提供保障 

在上文中我们所讨论的较为温和的去杠杆模式中，其最重要的前提假设之

一即是相对稳定的营收增速趋势，而这一前提的实现则与我国建筑行业市场的

稳定需求息息相关。 

基础设施建设一直都是我国建筑行业的最重要市场之一，而近 5 年来，我

国建筑行业上市公司的营收增速与基建投资完成额的增速也表现出较强的相关

性。在我们前期的研究报告《乱云飞渡仍从容—2019 年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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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中曾预测分析，未来基准情形下的投资市场在地方专项债发行继续增加、

银行贷款保持稳定、非银融资降幅缩窄的趋势下，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将会稳中

有升，推动基建投资增速回升至 5.0%左右。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2．建筑行业负债端与资产端的构成分析 

2.1负债端构成：流动负债占比偏高，主要为应付预收类 

具体到债务构成来看，在短债长用已经成为常规操作的建筑行业，流动负

债占比总负债规模较大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我们将建筑行业负债构成拆分为短

期借款、应付账款/票据、预收账款、其他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五项，发现流

动负债占比总负债规模高达 77.54%。 

图 7：2007-2017 年建筑行业上市公司债务构成及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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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建筑行业营收与基建完成额同涨（亿元）  图 6：建筑行业营收增速与基建完成额增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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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情况来看，建筑行业上市公司的流动负债增速并没有明显上涨趋势，

且其最主要组成部分仍为应付预收类负债，短期借款占比没有扩大趋势。只要

建筑企业在其所处的产业链上下游中继续保持一个相对健康的位置，则在短期

内将不会由于负债变化而引发行业流动性风险。 

2.2资产端构成：存货与应收同降，流动性压力减小 

我们将建筑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端拆分为存货、应收账款/票据、预付账款、

其他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资产五项进行分析。 

图 8：2007-2017 年建筑行业上市公司资产构成及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建筑行业的资产端中存货占比较高。建筑企业的存货主要由各类工程材料、

在建施工产品等构成；其中，在建施工产品短期内难以折现，因此在判断建筑

行业的短期流动性风险时，应重点关注其速动比率，而非流动比率。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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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7 年至 2017 年，建筑行业的流动比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至 1.19；而

速动比率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当前约为 0.73 水平。从数据来看，建筑行业的短

期偿债能力相对平稳；2016-2017 年两项比率差额的缩小反映出的则是建筑行业

上市公司的对近期国家去库存政策的响应。 

结合上下游产业链情况来看，建筑行业的应收账款的回款压力主要受政府

支出（基建项目）与房地产企业（房建项目）。我们将基建相关的政府财政收

入分为一般财政收入、一般新增/置换债务、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专项债收入四项

来分析。就目前形势来看，虽然政府一般财政收入的增速呈现放缓趋势，但得

益于专项债的大规模发行，四项收入整体增速仍呈现缓升趋势。此前，全国人

大常委会也正式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 2019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合计 1.39

万亿元。这意味着 2019 年初地方政府就可以发债搞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良好的

财政收入增速为建筑企业在基建项目中的应收账款回款提供了上游资金保障。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的走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支

付下游应收账款的意愿。自 2018 年起，房地产经营性净现金流已经再次出现回

暖迹象，或将为建筑企业应收账款提供回款支持。 

综合来看，得益于债务结构相对稳定、库存与应收占比双降、以及上游投

资方经济状况，建筑行业上市公司未来短期内应当不会产生过大的流动性风险。 

  

图 11：基建相关政府总营收规模（亿元）  图 12：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表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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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所有制建筑企业营收增速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 

建筑行业营收增速与资产负债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2008-2010 年间，

建筑行业资产负债率经历了一轮幅度较大的先跌后涨，此时行业营收增速也表

现出了一定的正相关性；这种表现在 2015-2017年间也再次出现过。 

图 13：2007-2017 年建筑行业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然而在 2010-2015 年之间，建筑行业资产负债率经历了一轮较大的波动，

而其营收增速却并未表现出与之相关的反应，而是一直在以一种相对平稳的速

度下跌。 

为探索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选取了 124 家建筑行业上市公司，并将其按

照所有制形式进行了分类，逐一分析其营收增速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 

3.1央企营收占比行业超过八成，公、私企业杠杆率差异极大 

从公司所有制角度来看，央企营收占比建筑行业总营收已经超过八成（在

2010 年前一度超过九成），而其占资产负债率水平也相对较高，始终盘桓在 80%

水平附近，即使是在去杠杆的大环境下，截至 2017年底仍高达 77.26%。  

地方国企与民企占比行业总营收相对较低，但两者近年来其占比均有扩大

的趋势；但从资产负债率规模角度来看，地方国企的杠杆率超过民营企业高达

20 个百分点达到 80.71%，且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民营企业的杠杆率相比地方

国企，其波动幅度更大，截至 2017 年尾约为 60.35%。此外，公众企业与外资企

业在行业总营收额中的占比极低，故在此不做详细分析。 

 

76.63%

80.43%

76.20%

27.51%

11.59%
10%

20%

30%

40%

50%

76%

77%

78%

79%

80%

81%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资产负债率（左轴） 营收增速（右轴）

http://www.hibor.com.cn/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9/17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3.2建筑行业央企营收同增受杠杆变化影响较明显 

本次选取作为样本的建筑行业央企共有 21 家。观察发现，建筑行业央企的

营收水平表现出了极强的头部效应，央企营收前 5 名占比央企总营收高达 84%，

其中中国建筑占比高达 28%。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由变化趋势发现，在 2014 年之前，建筑行业央企营收增速的变化与其资产

负债率的变化表现出了延后 1 年的正相关性，而在 2014 年之后，这种相关性开

始减弱。由于央企龙头在建筑央企中的营收占比极高，可以判断央企营收同增

受杠杆率变化的影响的表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央企龙头在去杠杆行动中营收同

增的表现。 

图 14：央企营收占比建筑行业超过八成  图 15：各类所有制建筑企业杠杆率表现（%） 

 

 

 

图 16：中央国企营收同增受杠杆率变化影响明显  图 17：建筑行业央企营收表现出极强的头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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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筑行业地方国企营收同增受杠杆变化影响较小 

本次选取作为样本的建筑行业地方国企共有 16 家，其营收水平表现出了甚

至强于央企的头部效应（营收排名第一的上海建工占比高达 41%，而营收前 5 名

占比总营收约 82%）。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同样表现出极强头部效应的建筑行业地方国企的营收增速则未表现出与资

产负债率之间明显的相关性，我们同样认为这种现象的成因在于地方国企龙头

的表现。 

3.4 建筑行业民企营收同增受杠杆变化影响延迟较长 

本次选取作为样本的建筑行业民企数量最多，共有 76 家，其营收水平分布

相比国企更加均匀，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头部效应。观察数据后发现，建筑行业

民企的营收增速在短期内并未表现出与资产负债率之间的相关性，如果将延迟

时间扩大至 3~4 年，则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出现了一定的相关性。介

于建筑行业民企之中并不存在绝对龙头，我们认为这种营收增速与杠杆率之间

的高延迟相关性在民营企业之中是普遍存在的。 

 

 

 

图 18：地方国企营收同增受杠杆率变化影响较弱  图 19：地方国企营收的头部效应比央企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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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3.5 建筑行业龙头企业的负债构成 

由于建筑行业表现出了极强的头部效应，所以我们从建筑行业中选取了 5

家头部央企，通过对其短期借款及应付账款/票据在总负债额的占比情况的分析，

可以得知各公司的杠杆成本水平，以及其对于去杠杆的主动控制能力。 

对比发现，中国建筑在应付账款方面的总负债额度占比较高（约为 35%），

而短期借款占比较低（低于 3%）。由于应付账款/票据属于无息负债，因此可以

判断中国建筑在杠杆成本方面是要优于其他几家企业的；而中国电建的情况则

与中国建筑相反，其短期借款占比总负债额度高达近 13.5%，在增加了企业的利

息支出压力的财务费用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20：民企营收同增几乎不受杠杆率变化影响  图 21：民企营收头部效应不强，分布相对均匀 

 

 

 

图 22：五大央企龙头的应付账款/票据占比情况  图 23：五大央企龙头的短期借款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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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营收增速与杠杆率之间关系的分析结果，我们对未

来去杠杆的目标选择做出了如下判断： 

1、 介于当前不同所有制公司两极分化的杠杆率表现，未来建筑行业去杠杆

运动的主要阵地仍须以国企为主； 

2、 营收增速受杠杆率影响较弱的地方国企，由于其杠杆率最高，且其营收

增速对去杠杆的反应不明显，或将成为去杠杆的第一目标，而由于其显

著的头部效应，以上海建工为首的头部企业或将被“重点关照”； 

3、 央企由于其在行业内的绝对重量级占比，将会成为去杠杆行动的最重要

目标阵地，而以中国建筑为首的几大龙头都将成为重点目标；其中需要

重点关注中国电建的去杠杆进程； 

4、 民营企业与公众企业由于其当前杠杆率偏低，在企业健康运营的前提下

不应成为去杠杆行动的主要目标。 

4.PPP月报专题：11月同比增速基本企稳 

4.1今年 11月 PPP成交金额同比增速较上月增长 0.5个百分点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全国范围内公开中标的 PPP 项目已有 8770 个，规模

已达 12.53万亿元。 

2018 年 11 月，全国范围内公开成交的 PPP 项目共有 172 个，总规模约

2214 亿元。本月全口径 PPP 成交项目数量较上月增加了 22 个，较上年同期减少

了 213 个。从同比数据来看，今年 11 月全国 PPP 同比成交数量增速较上月有小

幅回落（约 1.6 个百分点），但成交额同比增速与上月却有小幅上升（约 0.5

个百分点），再次印证了我们前期的“PPP 回暖趋势已经出现”的观点。 

图 24：全国 PPP 项目月度成交规模及同比增长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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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全国 PPP 项目月度成交个数及同比增长情况（个）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4.2成交订单：交通运输继续领跑全行业，环保重回前三甲 

本月交通运输行业以 832.3 亿元的绝对优势占据了行业成交榜的首位，市

政工程以 543.2 亿元的成交额位居第二。本月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行业共成交

25 单，总金额 271.8 亿元，重回行业前三甲。第四与第五名分别为水利建设与

城镇综合开发。 

图 26：2018 年 11 月各行业成交情况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累计数据来看，今年前十一个月份累计成交金额最高的五个行业分别为

交通运输、市政工程、城镇综合开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

其中前两位的市政工程和交通运输行业的累计成交额分别为 37521 亿元与 37275

亿元，在成交额规模上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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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截至 2018 年 11 月各行业累计成交情况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在项目数量上，而市政工程以 3619 项的绝对数量优势位列行业首位，交通

运输以 1236 项位列第二；从平均项目单价金额来看，交通运输与城镇综合开发

项目单价最高且基本持平，约为 30 亿元。保行业本月成交额位居第三，累计成

交额位居第四，但从成交数量来看，环保行业本月成交数量位居第二，累计成

交数量位居第三。在 11 月份月度十大 PPP 项目中也有一项为环保行业水环境治

理项目（武汉市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图 28：2018 年 11 月十大 PPP 项目（亿元）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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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速公路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项

目, 204.83甘肃省柳格国高

(G3011)敦煌至当

金山口公路建设项

目, 119.57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

区市政工程PPP项

目, 51

河南省直青年人才

公寓首期建设项

目, 48.36

武汉市黄孝河、机

场河水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 47.75

越东路及南延段（杭甬高速—

绍诸高速平水口）智慧快速路

工程I标段 PPP项目, 46.77

浙江省杭州市艮山东路过

江隧道工程PPP项目, 44.2

阿克苏市东城区产业

新城PPP项目, 42.34 越东路及南延段

（杭甬高速—绍诸

高速平水口）智慧

快速路工程II标段

PPP项目, 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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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云南省 11月 PPP项目成交额一枝独秀领先全国 

从区域成交的情况来看，本月云南省在成交金额上以 631.5 亿元的一枝独

秀表现领先全国（主要是云南省本月成交项目中包含“云南省 G8012 弥勒至楚

雄高速公路玉溪段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与“云南省昆明（岷山）至

楚雄广通国家高速公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金额分别为 349.87 亿元与

204.83 亿元），而在项目数量上山东省以 17项的成绩位列榜首。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成交规模上来看，14 个地区较上月有所增加，13 个地区较上月有所减少，

7 个地区与上月持平，并且这 7 个地区以连续数月无成交 PPP 项目（上海市、重

庆市、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以连续 3 个月或以上无成交 PPP 项目，宁夏回

族自治区已连续 2 个月无成交 PPP 项目）；云南省是本月成交金额最大的地区，

同时也是环比增幅最大的区域，总成交规模达 421.4 亿元。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29：11 月各省单月成交额情况（亿元）  图 30：11 月各省单月成交数量情况（个） 

 

 

 

图 31：11 月各省累计成交额情况（亿元）  图 32：11 月各省累计成交数量情况（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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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累计成交情况来看，云南省的累计成交金额位列第一，累计成交共计

9728.4 亿元，其次是河南省，成交项目规模共计 9048.1 亿元；山东省在累计成

交数量上拔得头筹，累计共有 825 个成交 PPP 项目。此外，新疆自治区、河南

省、四川省等在本月成交表现平平，但其累计成交规模仍较为突出。 

4.4央企与地方国企主导市场，建筑承包商为最主要投资人 

截至 2018 年 11 月，全国范围内已成交 PPP 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按照累

计成交金额占比情况显示，央企中标 PPP 项目总规模占比达 45%，其次是占比

29%的地方国企，民企中标总规模占比仅为 26%。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但从成交数量来看，民企中标数量占比达 47%。由此可知，民企中标 PPP 项

目虽然最多，但平均规模较小，明显低于央企中标 PPP 项目的平均规模。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明树数据、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33：不同所有制投资人累计成交金额（亿元）  图 34：不同所有制投资人累计成交数量（个） 

 

 

 

图 35：不同背景投资人累计成交金额（亿元）  图 36：不同背景投资人累计成交数量（个） 

 

 

 

央企, 

56217.2, 

45%
地方国企, 

35991.2, 

29%

民企, 

32994.2, 

26%

外企, 2.7, 

0%

央企, 

2059, 24%
地方国企, 

2422, 29%

民企, 

3954, 47%

外企, 3, 

0%

建筑承包

商, 

87499.6, 

70%

投资机构, 

17820.5, 

14%

运营商, 

10999.8, 9%

技术服务

商, 

3201.5, 2%

材料设备供应

商, 3282.9, 3%

金融机构, 

2385.4, 2%

建筑承包

商, 4870, 

58%

投资机构, 

988, 12%

运营商, 

1648, 19%

技术服务

商, 432, 

5%

材料设备供

应商, 408, 

5%

金融机构, 

92, 1%

http://www.hibor.com.cn/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17/17 

截至今年 11 月份，建筑承包商中标 PPP 项目金额占比为 70%，中标数量占

比为 58%。建筑承包商作为投资人的 PPP 项目平均金额大幅高于运营商、技术服

务商及材料设备供应商等作为投资人所参与的 PPP项目金额。 

目前，独立于政府及建筑承包商之外的第三方投资机构在 PPP 项目中的投

资占比仍然较小，未来市场需重点引入这一类专业的投资机构，以解放建筑承

包商的流动性；只有 PPP 参与各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各司其职，才能最大限

度的发挥 PPP项目的合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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