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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行业数据点评：销售及新开工降幅边

际收窄，持续性仍依赖政策发力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事件：2024 年 4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4 年 1-3 月宏观投资数据。2024

年 1-3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00 万亿元，累计同比+4.5%，增速较

1-2 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3 月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环比+0.14%。分项来

看，2024 年 1-3 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6.5%，增速较 1-2 月

扩大 0.2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累计同比+17.6%，增速较 1-2 月减少

9.4 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累计同比+3.6%，增速较 1-2 月减少 4.7 个百分点。 

 2024 年 1-3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2.21 万亿元，累计同比-9.5%，降幅较 1-2 月

扩大 0.5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完成额 1.66 万亿元，累计同比-10.5%。2024 年

1-3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约 2.27 亿平方米，累计同比-19.4%，降幅较 1-2 月收窄 1.1

个百分点。2024 年 1-3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 1.73 亿平方米，累计同比-27.8%，

降幅较 1-2 月收窄 1.9 个百分点；房屋施工面积累计 67.85 亿平方米，累计同比-

11.1%，降幅较 1-2 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累计 1.53 亿平方米，累计

同比-20.7%，降幅较 1-2 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由于统计局不再公布土地购置面积

等土地市场指标，我们选择财政部口径来替代，2024 年 1-2 月地方本级政府性基

金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累计 5625 亿元，同比持平。  

 2024 年 1-3 月全国水泥累计产量 3.37 亿吨，累计同比-11.8%，降幅较 1-2 月扩大

10.2 个百分点。2024 年 1-3 月全国平板玻璃累计产量 2.48 亿重量箱，累计同比

+7.8%，增速较 1-2 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房地产需求：高基数下销售降幅边际收窄，持续性仍依赖政策呵护。2024 年 1-3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合计约 2.27 亿平方米，在公告口径和计算口径下，分别同比-

19.4%和-24.3%，降幅分别收窄 1.1 和 0.6pct。在 23 年较高基数上销售出现降幅

边际收窄，我们认为或主要系前期重点城市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逐渐传导至

销售端所致：1）中央：3 月以来中央及监管部门持续释放稳市场信号，3 月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标本兼治化解房地产等风险，并提出优化房地产政策，对不同所有制房

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要一视同仁给予支持；3 月 22 日国常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

优化房地产政策。2）地方：多个核心城市相继优化楼市政策，其中北京取消离婚

限购、杭州二手房限购全面放开、苏州、贵阳哈尔滨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结构上

来看，二手房修复仍明显好于新房，根据中指院，春节后至 3 月末重点城市二手住

宅成交套数连续 6 周环比增长，3 月北京、上海、深圳二手房成交量达 23 年 4 月

以来最高水平，4 月上半月重点城市二手房周均成交量与 3 月周均基本持平，市场

保持活跃。二手房复苏或主要系以价换量带动成交，但一线城市价格降幅有所收窄，

24 年 3 月 70 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环比-0.7%，较上月收窄 0.1pct，已连续

4 个月呈现收窄趋势。我们认为，当前地产基本面仍在底部盘整，高基数下销售降

幅收窄体现出政策的有效性，但弱修复的持续性仍依赖政策的进一步发力。  

 房地产投资：新开工降幅收窄，投资端受竣工拖累降幅走阔。24 年 1-3 月房屋新

开工面积/竣工面积/施工面积分别为 1.73/1.53/67.85 亿平，分别同比-27.8%/-

20.7%/-11.1%，除新开工面积外同比降幅均较 1-2 月略微扩大。24 年 1-3 月房地

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9.5%，主要受竣工拖累较为明显。房企投资意愿及能力取

决于房企资金，虽然当前在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下房企融资有所改善，但后端销售

市场持续疲软下房企内部造血能力仍然偏弱，24 年前三个月房企到位资金同比-

26.0%，降幅扩大主要系个人按揭贷款和定金及预收款等销售相关项拖累。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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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房企投资的企稳修复仍依赖于销售端的修复情况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的改善，此

外需关注“三大工程”建设落地情况，有望为房地产开发投资提供一定支撑。 

 3 月固投及基建增速继续回升，看好资金落位后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2024

年 1-3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 4.5%，增速提升 0.3pct，其中基

础设施建设（不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速 6.5%，增速提升 0.2pct。资金面来看，地

方政府 1-3 月专项债发行总额 6341.55 亿元，同比 23 年的 1.36 万亿今年新增专

项债规模有所下降。根据国家发改委，近期已完成今年专项债券项目的初步筛选工

作，目前已推送给财政部并反馈给各地方，这批项目数量充足、资金需求较大，为

全年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打下坚实的项目基础。此外，23 年全部三批共 1 万亿元增

发国债项目清单已于 24 年 2 月完成项目清单下达工作，将增发国债资金已经落实

到约 1.5 万个具体项目，并将推动所有增发国债项目于今年 6 月底前开工建设。我

们认为，24 年稳增长趋势不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

超长期特别国债，24 年先发行 1 万亿，同时 24 年专项债达 3.9 万亿，同比增加

1000 亿，中央加杠杆支持经济复苏有望推动更多实物工作量落地，带动基建需求

提速。 

 水泥：上周全国水泥价格继续有上涨，需求恢复低于预期。供给端，供应压力较大，

部分省份水泥企业计划再次阶段性错峰，但供大于求的局面难以改变；需求端，需

求增长不足，北方部分省份需求仍有恢复性提升；成本端，燃料价格有小幅下降，

生产成本暂时变动不大。我们认为，城中村改造+万亿国债推动下 24 年地产及基

建都有积极政策支持，当前节点看 2024 年，水泥需求有望受益于开工端企稳，有

望呈现需求改善、利润修复趋势：1）城中村改造推进利好地产筑底企稳：23 年 7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

意见》后，21 个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推进蓄势待发，截至 10 月各地上报住房

城乡建设部城中村改造信息系统已入库城中村改造项目达 162 个。房地产投资趋

势向下是影响水泥需求周期变化的关键因素，2022-2023 年水泥市场持续下行导

致行业利润快速收缩，而城中村改造、保障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三大

工程的推进或给当前低迷的市场带来一针强心剂，对于产业链的需求拉动产生积极

作用。2）万亿国债或对 24 年基建端产生积极效果：23 年 10 月 24 日，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明确中央财政将在 23Q4 增发 2023 年国债 1 万亿元，

并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全部安排给地方，其中 23 年拟安排使用 5000 亿元，结转 24

年使用 5000 亿元。截至 23 年 11 月 17 日，财政部已在建立增发国债项目实施工

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组织项目申报和审核，并向地方印发通知+按照国债发行计

划，合理把握发行节奏，推动增发国债平稳顺利发行三方面取得最新进展。根据国

家发改委披露，2023 年增发国债第一批项目清单涉及近 2900 个项目，拟安排国

债资金 2379 亿，第二批项目清单涉及项目 9600 多个，拟安排国债资金超 5600 亿

元，截至 23 年 12 月前两批项目涉及安排增发国债金额超 8000 亿元，1 万亿元增

发国债已大部分落实到具体项目。我们认为，地产与基建链仍是稳经济的重要一环，

后续需求有望持续恢复，低估值、高分红的水泥板块将最受益。建议关注龙头海螺

水泥、华新水泥及弹性标的上峰水泥。 

 玻璃：上周国内浮法玻璃市场价格跌幅收窄，中下游补货相对积极。根据卓创资讯，

上周国内浮法玻璃均价 1729.05元/吨，较节前一周均价（1744.23元/吨）下跌 15.18

元/吨，跌幅 0.87%，环比跌幅收窄。1）需求及价格端：在 3 月份中下游持续消化

自身库存下，4 月初社会库存降至偏低位，存一定补货需求。上周沙河区域小板成

交放量带动市场氛围好转，多地量价齐升；2）供应端：月内个别产线仍存冷修计

划，局部地区产能、产量存缩减预期，但总体供应仍处高位。库存看，原片厂库存

向中下游转移，厂家库存压力下降；3）成本端：23 年 11 月起纯碱价格迎来下降，

玻璃盈利情况有所改善，但 23 年 11 月底后反弹上涨压缩行业利润空间，24 年 1

月起新一轮下跌再次开启，上周纯碱市场止跌企稳，截止上周全国重质纯碱均价约

1957 元/吨。我们认为，24 年行业或呈现供需双升的紧平衡。在当前浮法玻璃产

能置换政策下，新增产能愈发困难，行业进入到存量产能博弈阶段；短期在盈利恢

复的推动下，复产产线增多，浮法玻璃在产产能接近历史高位，淡季供给端压力或

凸显；但对 24 年需求端来看，“保交楼”政策推动下，24 年待交付的住房规模依旧

较大，同时 21 年地产销售的高基数仍有望支撑 24 年的竣工，24 年浮法玻璃或是

供需双升的走势，价格呈现淡旺季波动，成本下行趋势下盈利或同比有所提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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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关注龙头企业产业链延伸的进展，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建议重点关注旗滨集团、

信义玻璃、金晶科技。 

 投资建议：根据卓创资讯统计，粗纱全品类 3 月底实现普涨，涨价趋势延续至 4

月，截止 4 月 12 日，全国无碱 2400tex 缠绕直接纱均价约 3225 元/吨，较 3 月 22

日底部价格 3113 元/吨上涨 3.61%；电子纱价格：继 3 月中旬下游覆铜板龙头建

滔集团提价后，电子纱价格陆续上涨，截止 4 月 12 日，全国电子纱 G75 市场均价

约 7500 元/吨，电子布均价约 3.40 元/米，环比底部均上涨约 3%。 

1）我们认为，3 月底粗纱及电子纱均进行提价的信号意义明显，表明 24Q1 或是

行业底部，历经 2 年的下行周期，玻纤行业至暗时刻已过，龙头企业不管是估值还

是经营底部安全边际或已建立，重视龙头（中国巨石、长海股份、中材科技）的底

部反弹机会； 

2）其次，关注 Q2 光伏玻璃盈利修复行情，4 月光伏玻璃价格上涨，上周 2mm 单

层镀膜玻璃均价约为 18.25 元/平米，3.2mm 玻璃价格为 26.25 元/平米，较上月均

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4 月光伏组件排产持续走高，光伏玻璃持续去库+涨价落地，

成本持续下降背景下 24Q2 业绩有望超预期，关注光伏玻璃企业（旗滨集团、亚玛

顿、信义玻璃、安彩高科）等； 

3）进入一季报窗口期，地产链整体预期不高，弱现实下企业业绩难超预期，相比

国内需求弱复苏，出口链条相对较好（如 PVC 地板企业）。我们认为，上半年地产

链或是政策催化阶段，目前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万亿

国债及新增 5000 亿 PSL 额度已全部发放完毕，“三大工程”或带来新的增量，下

半年有望迎来基本面的改善。关注经营稳健，Q1 业绩望平稳增长的北新建材、东

方雨虹、青鸟消防；高分红板块关注伟星新材（23 年业绩实现正增长，零售业务

占比高，经营稳健，经营质量优质）、兔宝宝（现金流充足，高分红）、塔牌集团（粤

东水泥龙头，高分红）； 

4）非地产链建议关注中硼硅药包材快速放量的山东药玻（模制瓶龙头，中硼硅药

包材保持稳定增长）； 

5）我们近期发布了深度报告《碳纤维新领域，低空经济蓄势腾飞》，关注低空经济

政策落地带来的蓝海市场，当前订单量有望拉动千吨碳纤需求，看好低空经济等新

兴领域为碳纤维带来的增量需求，建议关注：吉林化纤（公司产品已被亿航智能试

用）；吉林碳谷（国内最大的原丝供应商）；中复神鹰（民用高性能碳纤维龙头，产

能扩张进行时，成长确定性强）；光威复材军用碳纤维龙头，产品已应用于无人机

结构件，可用于 eVTOL 相关场景）； 

6）建筑板块建议关注央国企新一轮国改带来的修复行情，中国中铁（矿产资源重

估）等八大央企，中材国际（海外订单快速增长，业绩稳健）等国际工程公司，其

次关注低空经济基础建设对设计端的需求拉动，关注华设集团等。 

 风险提示：固定资产投资低于预期；贸易冲突加剧导致出口企业销量受阻；环保督

查边际放松，供给收缩力度低于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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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1：2024 年 3 月统计局房地产核心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研究所；注：根据统计局官方释义，公告口径按照可比口径计算，报告期数据与上年已公布的同期数据之间存在不可比因素，不

能直接相比计算增速，相关基数调整涉及：1）加强在库项目管理，对毁约退房的商品房销售数据进行了修订；2）加强统计执法，对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数据，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改正；3）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剔除非房地产开发性质的项目投资以及具有抵押性质的销售数据。 

 

固定资产投资： 

图 2：全国固定资产累计值及累计同比增速走势  图 3：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速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图 4：铁路运输业投资额及累计同比增速走势  图 5：道路运输业投资额及累计同比增速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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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度累计值  图 7：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度当月值 

 

 

 

资料来源：财政部、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财政部、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图 8：22 年 1 月-24 年 3 月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当月投向  图 9：2024 年 3 月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投向 

 

 

 

资料来源：财政部、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财政部、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房地产销售： 

图 10：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值及累计同比  图 11：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值及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图 12：商品房销售均价累计值及累计同比  图 13：商品房待售面积及去化周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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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 
 

 

图 15：70 个大中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图 16：2022 年 5 月-2024 年 3 月房地产政策放松统计  图 17：2022 年 5 月-2024 年 3 月各线城市房地产政策放松统计 

 

 

 

资料来源：中指院，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指院，德邦证券研究所 

 

房地产投资： 

图 18：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趋势  图 19：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住宅投资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研究所 

图 20：房屋施工面积趋势  图 21：房屋竣工面积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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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新开工面积趋势  图 2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图 24：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累计值及累计同比  图 25：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累计值及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图 26：房地产开发资金中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值及累计同比  图 27：房地产开发资金中定金及预收款累计值及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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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产量： 

图 28：水泥产量趋势  图 29：平板玻璃产量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德邦证券研究所 

  



                                                                  行业点评  建筑材料 
 

 
 

                                                       10 / 1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信息披露 

分析师与研究助理简介 

闫广 建筑建材首席分析师，香港中文大学理学硕士，先后任职于中投证券、国金证券、太平洋证券，负责建材研究，2021 年加入德

邦证券，用扎实靠谱的研究服务产业及资本；曾获 2019 年金牛奖建筑材料第二名；2019 年金麒麟新材料新锐分析师第一名；2019

年 Wind 金牌分析师建筑材料第一名；2020 年 Wind 金牌分析师建筑材料第一名。 

王逸枫 建筑建材行业分析师，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2022 年加入德邦证券，主要负责水泥、玻璃、玻纤和新材料。曾任职于浙商证

券以及平安集团旗下不动产投资平台，拥有产业和卖方研究复合背景。 

 

分析师声明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和信 

息均来自市场公开信息，本人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 

点，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特此声明。  

投资评级说明 

[Table_RatingDescription] 1. 投资评级的比较和评级标准： 

以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的市场表

现为比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 6 个

月内的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

涨跌幅相对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涨

跌幅； 

2. 市场基准指数的比较标准： 

A 股市场以上证综指或深证成指为基

准；香港市场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

国市场以标普500或纳斯达克综合指

数为基准。 

类  别 评  级 说  明 

股票投资评

级 

买入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投资评

级 

优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 10%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10%与 10%之间；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基准指数整体水平 10%以下。 

法律声明 

 
本报告仅供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 

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 

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 

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所载的信息、材料及结论只提供特定客户作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 

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德邦证券及其 

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未经德邦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 

或复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 

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如欲引用或转载本文内容，务必联络德邦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并需注明出处为德邦证券研究 

所，且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和删改。 

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