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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地产数据出炉，地产产业链进入配置区间   

——建材行业周报（2024.1.15-2024.1.19）   

 

 
 

◼ 核心观点 

本周核心观点与重点要闻回顾 

消费建材：2024 年楼市调控政策依然有发力空间，中长期看好地产产

业链左侧投资机会。据中指研究院，政策环境已接近 2014 年最宽松阶

段，但诸多因素依然制约着市场修复节奏，新房市场调整态势未改，

核心城市政策效果持续性不足。以价换量下，重点城市二手房表现好

于新房。展望 2024 年，房地产市场恢复仍依赖于购房者预期能否恢

复，供求两端政策仍有发力空间，“三大工程”将是政策发力主要方向，

预计将对 2024 年稳投资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会对销售恢复、稳定预

期起到积极作用。 

玻纤：由于玻纤供过于求，价格继续处于磨底状态，电子行业逐步复

苏，带动电子纱价格小幅回弹，中长期看好龙头市占率继续提升。电

子行业产业链库存逐步恢复正常，加之汽车电子、服务器、通讯等部

分高端消费市场需求拉动，带动玻璃纤维电子纱及电子部产品出现小

幅回弹，成为当前行业发展难得的亮点。 

市场行情回顾 

本周（2024 年 1 月 15 日-1 月 19 日），A 股申万建材指数下跌 4.21%，

整体跑输沪深 300 指数 3.78pct，跑输万得全 A 指数 1.56pct。申万建

材二级三大子板块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装修建材(-3.5%)、水泥(-

4.53%)、玻璃玻纤(-4.9%)。年初至今（2024 年 1 月 2 日-1 月 19 日），

A 股申万建材指数下跌 4.75%，板块整体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04pct，

跑赢万得全 A 指数 2.19pct。在申万 31 个一级子行业中，建材板块年

初至今涨跌幅排名为第 11 位。 

◼ 投资建议 

本周，我们看好消费建材龙头、以玻纤为代表的工业品复苏主线、以

玻璃为代表的多品类发展。 

消费建材：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中长期看

好地产产业链左侧投资机会，建议关注东方雨虹、坚朗五金、伟星新

材、北新建材、三棵树等。 

玻纤：电子行业逐步复苏，带动电子纱价格小幅回弹，中长期看好龙

头市占率继续提升，建议关注中国巨石、中材科技、长海股份等。 

◼ 风险提示 

下游终端需求不达预期、原材料价格超预期、供给端边际放松超预期

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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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核心观点及投资建议 

核心观点： 

消费建材：2024 年楼市调控政策依然有发力空间，中长期看好地产产业链

左侧投资机会。根据中指研究院，2023 年“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

变化”定调楼市，各级政府部门频繁优化楼市政策力促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政策环境已接近 2014年最宽松阶段，但诸多因素依然制约着市场修复节奏，

新房市场调整态势未改，核心城市政策效果持续性不足。以价换量下，重点

城市二手房表现好于新房。展望 2024 年，房地产市场恢复仍依赖于购房者

预期能否恢复，供求两端政策仍有发力空间，“三大工程”将是政策发力主

要方向，预计将对 2024 年稳投资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会对销售恢复、稳

定预期起到积极作用。根据克尔瑞地产研究判断，2024 年商品房销售保持

震荡修复的格局，预计全年面积、金额下降 5%左右，在人口老龄化、居民

收入预期尚未恢复之下，行业仍将在底部运行一段时间。土地、新开工等先

行指标底部震荡影响开发投资继续小幅下滑，预计 2024 年跌幅维持 5-8%

之间。根据“中国房地产业中长期发展规模动态模型”测算，2024 年全国

房地产市场将呈现“销售规模仍有下行压力，新开工面积、开发投资或继续

回落”的特点。中性假设下，2024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同比下滑

4.9%/2.4%，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 6.1%，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滑 1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保障性住房落地以及城中村改造的加速，房地产投资额

仍将有一定支撑，或将逐步回归正常合理水平。 

 

玻纤：由于玻纤供过于求，价格继续处于磨底状态，电子行业逐步复苏，带

动电子纱价格小幅回弹，成为行业难得亮点，中长期看好龙头市占率继续

提升。根据中国玻璃工业协会，2023 年第三季度，虽电子市场需求小幅回

暖，但建材、风电等其他主要应用市场需求持续疲软，远低于预期，库存压

力持续上升进而导致大部分产品价格重启下降通道，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

整体利润水平不及一二季度，行业低盈利水平运行。与此同时，电子行业产

业链库存逐步恢复正常，加之汽车电子、服务器、通讯等部分高端消费市场

需求拉动，带动玻璃纤维电子纱及电子部产品出现小幅回弹，成为当前行业

发展难得的亮点。根据中国巨石 2023 年 12 月份机构投资者调研记录，自

2022 年第三季度以来，随着玻纤下游主要消费市场整体陷入低迷，行业出

现阶段性供需失衡，粗纱产品价格快速下跌。2023 年行业需求恢复仍不及

预期，部分粗纱产品价格创历史新低，预计行业内低端产能和竞争力较弱产

能将加速淘汰。2023 年第三季度以来，行业内企业采取了实施冷修技改计

划、延迟新生产线投产等措施，现阶段，行业基本实现产销平衡，但盈利能

力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2023 年前三季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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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7.10%，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53.51%。 

 

投资建议 

本周，我们看好消费建材龙头、以玻纤为代表的工业品复苏主线、以玻璃为

代表的多品类发展。 

消费建材：2024 年楼市调控政策依然有发力空间，中长期看好地产产业链

左侧投资机会，建议关注东方雨虹、坚朗五金、伟星新材、北新建材、三棵

树等。 

玻纤：电子行业逐步复苏，带动电子纱价格小幅回弹，中长期看好龙头市占

率继续提升，建议关注中国巨石、中材科技、长海股份等。 

 

 

2. 市场回顾 

2.1. 板块表现 

本周（2024 年 1 月 15 日-1 月 19 日），A 股申万建材指数下跌 4.21%，

板块整体跑输沪深 300 指数 3.78pct，跑输万得全 A 指数 1.56pct。在申万 31

个一级子行业中，建材板块周涨跌幅排名为第 22 位。 

 

图1:A 股申万一级行业周度涨跌幅（%，1.15-1.19）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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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至今（2024年 1月 2日-1月 19日），A股申万建材指数下跌 4.75%，

板块整体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04pct，跑赢万得全 A 指数 2.19pct。在申万 31

个一级子行业中，建材板块涨跌幅排名为第 11 位。 

图2:A 股申万一级行业年初至今涨跌幅（%，1.2-1.19）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本周（2024 年 1 月 15 日-1 月 19 日）申万建材二级行业中，装修建材

板块下跌 3.5%，表现较好；玻璃玻纤板块下跌 4.9%，表现较差。建材二级

行业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装修建材(-3.5%)、水泥(-4.53%)、玻璃玻纤(-

4.9%)。年初至今（2024 年 1 月 2 日-1 月 19 日）申万建材二级行业中，装

修建材板块下跌 2.45%，表现较好；玻璃玻纤板块下跌 7.24%，表现较差。

建材二级行业涨跌幅由高到低分别为：装修建材(-2.45%)、水泥(-5.51%)、玻

璃玻纤(-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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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申万建材二级行业周度涨跌幅（%，1.15-1.19）  图4:申万建材二级行业年初至今涨跌幅（%，1.2-

1.19）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本周（2024 年 1 月 15 日-1 月 19 日）申万建材三级行业中，其他建材

板块上涨 0.8%，表现较好；管材板块下跌 8.74%，表现较差。表现靠前的

板块分别为：其他建材(0.8%)、水泥制造(-4.19%)、耐火材料(-4.3%)。表现

靠后的板块分别为：管材(-8.74%)、水泥制品(-7.82%)、玻纤制造(-5.06%)。

年初至今（2024 年 1 月 2 日-1 月 19 日）申万建材三级行业中，其他建材板

块上涨 7.41%，表现较好；水泥制品板块下跌 10.3%，表现较差。表现靠前

的板块分别为：其他建材(7.41%)、管材(-4.2%)、耐火材料(-4.49%)。表现靠

后的板块分别为：水泥制品(-10.3%)、玻纤制造(-7.99%)、玻璃制造(-6.29%)。  

图5:申万建材三级行业周度涨跌幅（%，1.15-1.19）  图6:申万建材三级行业年初至今涨跌幅（%，1.2-

1.19）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2.2. 个股表现 

本周（2024 年 1 月 15 日-1 月 19 日）个股涨跌幅前十位分别为：罗普

斯金（+9.94%）、华立股份（+9.42%）、中旗新材（+6.2%）、北新建材（+3.19%）、

鲁阳节能（+2.7%）、垒知集团（+1.85%）、兔宝宝（+1.64%）、东宏股份

（+0.49%）、宁波富达（+0.48%）、万里石（+0.04%）。个股涨跌幅后十位分

别为：宁夏建材（-24.19%）、公元股份（-23.78%）、金圆股份（-17.26%）、

国统股份（-12.71%）、顾地科技（-10.45%）、金刚光伏（-9.91%）、森泰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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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龙泉股份（-9.18%）、金晶科技（-9.05%）、正威新材（-8.76%）。 

表1:建材板块主要公司本周涨跌幅前后 10 名（%，1.15-1.19） 
周涨跌幅前 10 名 周涨跌幅后 10 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跌幅(%) 

002333.SZ 罗普斯金 9.94  600449.SH 宁夏建材 -24.19  

603038.SH 华立股份 9.42  002641.SZ 公元股份 -23.78  

001212.SZ 中旗新材 6.20  000546.SZ 金圆股份 -17.26  

000786.SZ 北新建材 3.19  002205.SZ 国统股份 -12.71  

002088.SZ 鲁阳节能 2.70  002694.SZ 顾地科技 -10.45  

002398.SZ 垒知集团 1.85  300093.SZ 金刚光伏 -9.91  

002043.SZ 兔宝宝 1.64  301429.SZ 森泰股份 -9.45  

603856.SH 东宏股份 0.49  002671.SZ 龙泉股份 -9.18  

600724.SH 宁波富达 0.48  600586.SH 金晶科技 -9.05  

002785.SZ 万里石 0.04  002201.SZ 正威新材 -8.76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年初至今（2024 年 1 月 2 日-1 月 19 日）个股涨跌幅前十位分别为：华

立股份（+39.83%）、中旗新材（+16.79%）、北新建材（+14.85%）、罗普斯

金（+10.11%）、公元股份（+8.35%）、耀皮玻璃（+7.07%）、兔宝宝（+4.97%）、

东宏股份（+4.63%）、宁波富达（+4.53%）、垒知集团（+3.98%）。个股涨跌

幅后十位分别为：金刚光伏（-22.73%）、宁夏建材（-21.36%）、龙泉股份（-

20.7%）、四川金顶（-16.4%）、青龙管业（-15.78%）、西藏天路（-15.38%）、

祁连山（-14.78%)、三棵树（-12.31%）、正威新材（-12.17%）、三峡新材（-

12.09%）。 

表2:建材板块主要公司年初至今涨跌幅前 10 名（%，1.2-1.19） 
年初至今涨跌幅前 10 名 年初至今涨跌幅后 10 名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周跌幅(%) 

603038.SH 华立股份 39.83  300093.SZ 金刚光伏 -22.73  

001212.SZ 中旗新材 16.79  600449.SH 宁夏建材 -21.36  

000786.SZ 北新建材 14.85  002671.SZ 龙泉股份 -20.70  

002333.SZ 罗普斯金 10.11  600678.SH 四川金顶 -16.40  

002641.SZ 公元股份 8.35  002457.SZ 青龙管业 -15.78  

600819.SH 耀皮玻璃 7.07  600326.SH 西藏天路 -15.38  

002043.SZ 兔宝宝 4.97  600720.SH 祁连山 -14.78  

603856.SH 东宏股份 4.63  603737.SH 三棵树 -12.31  

600724.SH 宁波富达 4.53  002201.SZ 正威新材 -12.17  

002398.SZ 垒知集团 3.98  600293.SH 三峡新材 -12.09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3. 行业新闻 

2023 年全国房地产行业经营数据汇总 

2023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 11.2 亿平米，同比下降 8.5%。其中，全年住宅

销售面积为 9.5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8.2%，办公楼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9.0%，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0%。2023 年，商品房销售额为 11.7 万

亿元，同比下降 6.5%。其中，全年住宅销售额为 10.3 万亿元，同比下降

6.0%，办公楼销售额同比下降 12.9%，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9.3%。 

2023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为 11.1 万亿元，同比下降 9.6%。全年

新开工面积 9.5 亿平米，同比下降 20.4%。2023 年，全国房屋施工面积为

83.8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7.2%。其中，住宅施工面积为 59.0 亿平方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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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7.7%。2023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为 10.0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7.0%。

其中，住宅竣工面积为 7.2 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17.2%。 

2023 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为 12.7 万亿元，同比下降 13.6%。

2023 年，国内贷款为 1.6 万亿元，同比下降 9.9%，占比为 12.2%，比 2022

年提升 0.6 个百分点。2023 年，自筹资金为 4.2 万亿元，同比下降 19.1%，

占比为 32.9%，比 2022 年下降 2.6 个百分点。2023 年，定金及预收款为 4.3

万亿元，同比下降 11.9%，占比为 33.9%，比 2022 年提升 0.8 个百分点。

2023 年，个人按揭贷款为 2.1 万亿元，同比下降 9.1%，占比为 16.9%，比

2022 年提升 0.9 个百分点。 

2023 年 12 月，中央和监管部门召开多个重要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为房地产定调，化解房地产风险仍是 2024 年政策主线，“三大工程”推进节

奏有望加快；全国住建工作会议积极落实相关举措，明确了房地产政策发力

方向，稳定房地产市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各地政策继续优化调整，

北京、上海降低首付及贷款利率并优化普宅认定标准，促进房地产市场预期

修复，从市场反馈来看，2023 年 12 月，在政策显效、企业加大营销力度等

因素带动下，全国商品房销售规模环比回升，但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

金额同比继续下降，降幅较 1-11 月扩大，市场调整压力仍在。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 

 

2023 年光伏压延玻璃行业运行情况 

2023 年，全国光伏压延玻璃产业总体呈现“产量增长，成本上涨、价

格低位”的运行态势。 

产量方面，1－12月光伏压延玻璃累计产量2478.3万吨，同比增长54.3%。

12 月，产量约 223.1 万吨，同比增长 36.0%。 

价格方面，1－12 月 2 毫米、3.2 毫米光伏压延玻璃平均价格为 18.7 元

/平方米、25.9 元/平方米，同比分别下降 10.2%、4.1%。12 月，2 毫米光伏

压延玻璃平均价格为 18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 12.8%；3.2 毫米光伏压延玻

璃平均价格 25.7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 5.6%。 

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需求持续萎缩，2023 年全国水泥产量创近十三年以来最低 

2023 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 20.23 亿吨，同比下降 0.7%，较 2022 年同

期收窄 10.1 个百分点，产量为 2011 年以来最低水平，从全口径看，同比下

降约 4.5%。结合数字水泥网监测的水泥出货率情况来看，2023 年全国水泥

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水泥平均出货率同比下降约 3 个百分点。需求疲软的

主要原因为：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未能修复，新开工项目较少，房地产领域

水泥持续处于低位；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仅有少数热点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能对水泥需求提供稳定支持，多数地区面临资金不

足的情况，工程项目施工进度放缓，水泥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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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层面，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小幅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同比较快增

长，但增速均较 2022 年下降。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同比以两位数高增速

增长，水利管理业投资小幅增长，道路运输业投资同比略有下降。房地产市

场深度调整，持续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降幅呈现持续扩大走势，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

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连续两年同比均呈现下降。 

2023 年，我国房地产政策多措并举，需求端降首付、降利率、认房不

认贷和供给端一视同仁支持融资等措施相继落地。2024 年，我国房地产政

策有望继续发力，以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基础设施

“三大工程”建设为抓手，落实供给端金融支持，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也有

望进一步优化，政策持续落实，或将对稳投资起到重要作用，房地产市场趋

于改善，这对水泥需求的恢复企稳也将有着积极的影响。 

资料来源：数字水泥网 

 

4. 公司动态 

【伟星新材】经营动态 

2023 年四季度，市场需求整体感觉仍然比较低迷，未有明显改善。2023

年四季度原材料价格较 2022 年同期略有下降，公司零售产品的价格体系保

持基本稳定，工程类产品价格随行就市、按单定价。公司在家装公司渠道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一是公司产品品质优异，拥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消费者接受程度较高；二是公司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市场管理较

为规范，能够较好保障家装公司利益；三是公司服务体系完善，采取“产品

+服务”的模式，且产品品类齐全，能够为家装公司和消费者提供完善的一

站式服务，解决家装公司以及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对于零售业务，公司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努力：一是提市占率，通过

渠道的建设和完善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二是扩品类，加大同心圆业务拓展

力度，提升户均额；三是加快商业模式升级，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

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对于工程业务，公司则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努力：一是公

司在坚持优选客户、优选项目的基础上，扩大优质客户的占比；二是品类拓

展，进一步推动商业模式升级，强化竞争优势；三是加快新领域的拓展。 

由于管道等隐蔽工程在装修过程中为重要的功能性产品，一旦漏水、非

常麻烦。公司产品价格虽然较同行高，但公司产品总金额不高，占装修总支

出的比例极低。因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选择产品品质优异、服务优质

的品牌。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 

 

5. 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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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建材行业本周重点公告（1.15-1.19） 
公司 日期 公告类型 要闻 

罗普斯金 2024/1/15 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预计 2023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0 万元—5850 万元，同比增长

179.18%-218.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00 万元-3600

亿元，同比增长 146.09%-169.13%，基本每股收益 0.0578 元/股-0.0867 元/股。 

鲁阳节能 2024/1/17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125 人，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55.00 万股，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506,332,586 股的 2.08%。其中首次授予 948.00 万股，预

留 107.00 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EBITDA：考核权重占比

50%，达成考核目标，兑现当期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2024/2025/2026 年度

EBITDA 考核目标为 8.00/8.80/9.68 亿元。营业收入：考核权重占比为 50%，达成考核目标，

兑现当期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2024/2025 年度营业收入考核目标为

39.54/43.50/47.85 亿元。 

东方雨虹 2024/1/19 
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 

李卫国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571,332,88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9%，其累计质押所持公司

股份为 300,443,6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3%，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52.59%。李卫国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582,242,2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12%，完成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为 300,443,63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1.93%，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51.60%。 

资料来源：Wind，甬兴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下游终端需求不达预期的风险 

未来如果终端需求不达预期，则相关产业链公司的业绩或将出现较大波动。 

 

原材料价格超预期的风险 

未来如果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建材的原材料价格上涨超预期，或将导致相

关产业链公司成本提升，降低企业盈利能力 

 

供给端边际放松超预期的风险 

未来如果某些细分行业的进入门槛放低，竞争格局将进一步恶化，供给超预

期增长，可能导致行业不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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