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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行业正面临多元化发展趋

势，包括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到新兴基建项目。同时，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也在积极

拓展国际市场。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增长和支持，也为行业带来了重大窗口期。过往行业市场规模增加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驱动力：一是交通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二是建设技术的进步拓展了土木工程业务的维度。未

来，随着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注日益加深，市场对于绿色、清洁能源的需求将持续增长。

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定义[1]

土木工程建筑业涵盖了除房屋建筑外的各种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工程。这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基础设施

（如桥梁、隧道、道路、铁路）、水利工程（如大坝、水库、排水系统）、环境工程（如污水处理厂、废物处理

设施）以及其他重要的公共和私人工程项目。这些项目通常规模庞大、技术复杂，需要高度的工程技术和专业知

识来保证结构的安全、耐用和功能性。

[1]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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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基于功能和用途的分类

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分类[2]

按照工程的功能和用途的分类方式，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可以分为如下类别：

土木工程建
筑分类

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

专注于交通流通设施，包括公路、桥梁、隧道、铁路等

水利及环境工
程

涉及水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工程，如水库、大坝、排水
系统及污水处理厂等

能源和资源工
程

包括与能源生产和资源开发相关的工程，如电站、风力
发电场、矿业设施等

公共设施及其
他工程

包含如体育场馆、公园、城市广场等公共空间及非居住
类建设项目

[2]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

土木工程建筑行业特征[3]

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正经历行业革命和智能化转型，表现出技术创新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行业广泛应用新

技术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创新需求。同时，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业务不断拓展至国际市场。政府

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增长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预示着未来行业的持续增长和繁荣。

1 智能化转型

土木工程建筑业正面临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行业在技术、市场需求和服务范围上展现出多元化发展趋

势，覆盖从传统的铁路、公路建设到5G、数据中心等新兴基建项目。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发展，行业正更多地采用BIM等先进技术，提升规划设计的精确性和效率，以应对行业内日益激烈的竞争

和对创新能力的高要求。



2 国际市场拓展

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不仅在中国市场保持增长势头，同时，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在积极拓展国际市

场。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0.3%，位于高位景气区间。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10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催生出50+个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与超过7,000

亿元的投资。

3 政策与投资支持

土木工程建筑业正受益于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持续增长和支持。尤其是在城市综合开发、城中村改造、

水利、能源和新基建等领域。2023年上半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7.2%，电网工程完成投资2,054亿元，

同比增长7.8%。《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以及《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等政策给行业带来重大窗

口期。

[3] 1：中国铁建，中国电建，…

土木工程建筑发展历程[4]

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自1949年至2024年经历了显著变迁。萌芽期（1949-1977）见证了基础设施的重建和

初步发展，启动期（1978-1999）迎来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高速发展期

（2000-2012）标志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进展，显著提高了中国在全球建筑行业的地位，成熟期（2013-

2024）以技术创新和国际化为标志，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了中国的影响力。

萌芽期 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历抗战和内战后国家百废待兴。应对国家重建和发展的需求，中国高等教育机构

加强了土木工程专业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新安江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和

建设象征着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初步崛起。

此时期，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开始引进外国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与苏联的技术交流，为行业带来

新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国际合作在提高工程质量、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规模的基础

设施建设对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启动期 1978~1999

这一时期，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特别是在水利、电力和交通运输

领域。典型的项目包括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和鲁布革水电站的建成等。1982年，中国建筑工程总公

司成立。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的改革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国家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加

大。

启动期的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对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

响。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提升了中国工程技术水平，还为后续更大规模项目的实施打下

了基础。此外，这一时期还见证了中国建筑业从封闭向开放转型的过程。

高速发展期 2000~2012

在这一阶段，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经历了快速发展，尤其是在高铁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高

铁的技术快速进步，使其成为世界高铁技术的领导者。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开工，2004年公伯峡1

号机组投产标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水电大国，2008年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

海大桥。此外，中国加入WTO后，建筑业开始融入全球市场，国际合作和竞争日益加剧。

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显著提高了中国在全球建筑行业的地位，并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作出了重要贡

献。高铁，跨海大桥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不仅改变了中国交通格局，还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

间的互联互通。

成熟期 2013~2024

成熟期的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以技术创新和国际化为标志。这一时期的重要里程碑包括复兴号高铁的

研发和全球部署，该项目展示了中国在高速铁路技术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在水电领域，三峡工程和

白鹤滩水电站等大型项目的成功实施，显示了中国在大型水利工程方面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同

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了中国建筑企业的全球扩张，特别是在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地区。

成熟期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业的成就，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了中国的影响

力。高铁和水电项目的成功，展示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为全球建筑业树

立了新的标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的国际合作项目增加，不仅促进了受援国的基础设施

发展，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和增长机会。此外，中国对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展示了

其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承诺，这对全球建筑业的未来方向具有重要影响。

[4] 1：东南大学，党建网，新…



产业链上游

原材料供应商，工程机械制造，金融服务提供商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土木工程建筑产业链分析[5]

土木工程建筑业的产业链涵盖了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金融服务提供商；中游的土木工程承包商、工程设计

与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公司；以及下游的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单位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一产业链正经历着重要

的转型和发展。关于土木工程建筑产业链有以下三个研究观点：

1.低位融资成本助力土木工程建筑企业发展。在当前金融环境下，土木工程建筑企业迎来了发展的良机。由

于企业贷款利率处于历史低位，这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进而增强了企业的投资动力。特别是在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同比增长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这为核心企业通过与银行深入协商争取更优越的融

资条件和更高的融资额度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低利率环境不仅有助于核心企业的发展，更能通过新型保理制度

精细化分配融资额度，有效缓解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压力，从而推动整个土木工程建筑行业的稳健

发展。2.海外市场和BIM技术为土木工程承包商带来新的增长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海外市场

为中国土木工程承包商提供了新的业务增长点。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催生出众多大型跨国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和小型民生项目，为跨国承包商设立了庞大的融资窗口。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正

在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的投资力度，为中国承包商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机遇。另一方面，BIM技术的进步和

普及在中国土木工程行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实现项目设计和施工的高度数字化和集成化，BIM技术能

够显著提升项目完成的速度和质量，降低成本和资源浪费，并推动更环保、可持续的建设实践。随着BIM技术的

不断发展和应用普及，其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为中国土木工程行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海外市场和

BIM技术将成为中国土木工程承包商未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3.国家能源战略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推动土木工程

行业需求增长。在国家能源战略的推动下，大型项目投资持续增加，为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带来了显著的需求增

长。特别是在电网工程等领域，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为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此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

蓬勃发展为土木工程建筑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地铁、轻轨和城际高铁项目的不断推进，建设过程中的隧道、

车站等土木工程需求持续增长，为行业带来了可观的业务机会。同时，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和维护为相关服务产

业带来了稳定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土木工程建筑业的繁荣发展。

上

生产制造端

上游厂商

产业链上游说明



产业链中游

土木工程承包商，工程设计与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土木工程建筑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供应商，包括：工程机械制造，金融服务提供商。

1.低位融资成本期将利好土木工程建筑企业。2023年1-11月企业贷款利率为历史低位的3.89%。低利

率环境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了投资动力。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同比

增长15.1%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基于建筑核心企业信誉构建的新型保理制度将通过与银行进行深入协

商，有望为核心企业争取到更为优越的融资条件和更高的融资额度。随后，这些额度将被精细化分配

给那些同时得到核心企业和银行双重认可的供应商。在此框架下，供应商将作为融资主体，以其对建

筑施工企业的平均1亿元应收账款作为质押物，预计能够释放出8,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并承担按期还

款的责任。这种创新的融资模式有望有效缓解中小型建筑施工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压力

2.原材料市场产量下降将会影响土木工程承包商的供应链稳定性。2023年平均单月规模以上建材工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1.7%。特别在水泥和平板玻璃产量方面，均呈同比下降的趋势，分别下降7.2%和

6.0%，其中水泥产量更是创下历史最低值。反映出建筑行业整体需求的减少和上游产业的疲软，产量

的下降说明土木工程建筑原料供应受到限制，市场扩张速度将放缓。从土木工程建筑最新PMI指数

看，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47.3%，仍低于50%的扩张标准线，整体生产经营活动受上游原料供应量影

响，仍未恢复至扩张回升期。

中

品牌端

中游厂商

产业链中游说明

土木工程建筑产业链中游为土木工程承包商，工程设计与咨询公司，项目管理公司。

1.海外市场将会给跨国承包商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2023年10月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为中国承包商催生出50+个大型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和1,000+个小型民生项目。在

此次峰会为跨国承包商设立超过7000亿人民币的融资窗口。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正在大

幅加大对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的投资。例如印度政府计划在其“100个智慧城市”项目上投资超过

30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政府计划2024年在公共基础设施上投资超过270亿美元。随着跨国合作项目

的增加和各国政府资金的注入，海外土木工程建筑市场预计将高速增长并成为中国承包商的重要增长

点。

2.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在中国土木工程中游产业中发挥着提升效率的重要的作



产业链下游

各类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单位，房地产开发商

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查看全部

用。通过实现项目设计和施工的高度数字化和集成化，BIM不仅能显著提升项目完成的速度和质量，

还能有效降低成本和资源浪费。此外，BIM的应用通过精准的能源分析和资源管理有助于促进更环

保、可持续的建设实践。例如，上海大厦的建设通过采用BIM技术成功缩短了30%的工期，该实践案

例凸显BIM在优化工程管理和协调各施工环节中的显著优势。中国BIM的市场规模从从2016年的40.5

亿元增至2022年的119.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1%。未来两年，BIM技术预计将继续保持强劲增

长势头，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26.1%和26.7%。预计未来，BIM将继续引领行业走向智能化、高效

化，为中国土木工程中游产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下

渠道端及终端客户

渠道端

产业链下游说明

1.国家能源战略背景下，大型项目投资带动土木工程建筑行业下游的需求增长。在2023年上半年，中

国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了7.2%的增长，其中电网工程完成投资达2,054亿元，同比增长7.8%。这一显著

的投资增长，配合政府的政策支持，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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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以及“2023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共同促进土木工程建筑业下游

市场的需求扩张。该类政策和投资不仅直接增加了对建筑和工程服务的需求，还推动行业技术和服务

质量的提升，为企业提供新的业务扩展平台。

2.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包括：地铁、轻轨和城际高铁项目，为土木工程建筑业的下游产业带来了需

求增长。截至2022年底，中国新增运营线路长达1,080.63公里，全年建设投资达5,443.97亿元。在建

项目的可研批复投资高达46,208.39亿元，建设中线路总长达6,350.55公里。此外，超过50个城市正

在实施的城轨交通线网建设规划，该类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隧道、车站和站台

建设，直接增加土木工程行业的需求，将进一步推动土木工程建筑业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城市轨

道交通的运营和维护是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一旦项目建成投入运营，需要定期的检查、维修和更

新。为相关的服务产业如检测认证、维修保养、零部件供应等带来稳定的市场需求。2022年中国土木

工程质检企业营业总收入达689.09亿元，在质检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5] 1：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

土木工程建筑行业规模

土木工程建筑行业规模[6]

中国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业在过去五年（2018-2023）综合表现出快速且稳定的增长趋势，年复合增长率为

9.45%。具体来看，到2023年，市场规模增长至98,076.32亿元。预计2024-2028年复合增长预计为8.3%。行

业总产值预计将在2028年达到146,118.92亿元。

过往行业市场规模增加的原因如下：1.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是过往行业规模增速的主要推动力。交

通基础设施作为土木工程建筑行业一个重要的板块，在上一个十年高速增长，为行业的增长奠定基调。自2012

年到2022年，中国平均每年新建高铁营业里程约3,000公里，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铁网络；公路面积增长112万公

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7.7万公里，建成全球最大的公路网络。在2018年至2022年五年间，中国在交通固定资

产上的投资超过了17万亿元，为各类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土木工程过去十年得益于中国交通

网络的全方位布局处于规模增长期。2.建设技术的进步拓展了土木工程业务的维度。在桥梁和隧道建设领域，技

术的突破推动行业的发展。例如，攻克大尺寸沉管隧道建造、运输、沉放等关键技术难题得以推动港珠澳大桥和

深中通道的建成。其中港珠澳大桥的沉管隧道长达5.6公里，由33节沉管组成，每节沉管的重量高达8万吨，相当

于一座小型城市的重量。在过去十年中，公路建设不断攻坚克难，突破一系列工程技术瓶颈。这一期间，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从88本增加到158本，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变得更加完备，进一步提升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施工

能力，中国土木工程建筑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延伸。

中国土木工程建筑行业规模增速的主要有两个驱动力：1.可持续化发展背景下，环保和可持续的工程项目成

为土木工程建筑行业未来市场增长点。土木结构工程将实现高水平智能化的建造过程，并由此带来节水、节能、

节时、节材、节地、节人等一系列效益， 绿色建造以及可持续建造理念将得到普及。根据中国工程院关于土木工

程建筑的最新技术调查结果：基于资源高效利用的绿色建造技术综合指数达72，位居土木工程建筑领域所有新兴

技术前五。同时标准化和工业化建造的混凝土结构以及钢结构、组合结构等一系列更符合绿色低碳要求的结构形

式，将逐步成为土木结构工程领域的主流。其中标准化可减少近30%的建筑废弃物；工业化建造可比传统施工方

式节省近30%的时间。2. 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企业高速扩张的海外业务。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

果，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超过7,000亿人民币的融资支持和50个以上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此外，沿线国家如印度

和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分别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土木工程建筑市场注入300亿和270亿

美元的投资，为中国土木工程建筑企业提供新的市场机遇。伴随全球合作项目的增加和外国政府的投资加码，中

国土木工程建筑业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土木工程建筑行业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6]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土木工程建筑政策梳理[7]

政策名称

《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

颁布主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

生效日期

2023-05-

25

影响

7

政策内容

该政策强调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和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旨在加快构建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

水利基础设施网络，统筹解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及水灾害问题。规划期为2021年至2035年，重点包

括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完善水资源配置与供水保障体系、提升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并推动国家水网的

高质量发展。

政策解读

该政策为土木工程建筑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促进了企业在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提升。首先，为行业带来了大量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于企业而言，这带来了技术升级和

经验积累的机会，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技术水平、项目管理能力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另

外，政策的实施可能导致行业竞争加剧，特别是对于那些缺乏创新能力和环保技术的企业而言。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2023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颁布主体

国家能源局

生效日期

2023-04-

06

影响

7

政策内容

该政策旨在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并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强调稳中求进，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要目

标包括增强供应保障能力，深化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强化能源治理能力，扩大国际

合作。同时，政策着重于促进清洁能源发展，优化能源结构，加强风险管控，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

以及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政策解读

该政策为土木工程领域带来新的项目机会，尤其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一转型促使企业采用更环

保的材料和技术，推动了行业创新。同时，随着能源结构优化和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企业需适应新的建设

标准和技术要求，可能面临初期投资增加和技术改革压力。此政策还强化了能源行业的安全和效率，为土

木工程建筑业创造了更加稳定和高效的工作环境，提升了整体行业竞争力。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

（2023—2027年）》

颁布主体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

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生效日期

2023-03-

31

影响

8

政策内容

该政策旨在全面实施和推进《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的落地实施。该计

划提出了十大行动和53项行动任务，包括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输服务质量提升、科技创新、绿色

低碳转型、安全生产强化等，致力于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政策解读

该政策政策提供的资金支持和市场导向，为土木工程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政策强调的基础设

施建设和科技创新驱动，为建筑企业提供了新的商机和收入来源，推动了技术进步和行业升级。同时，绿

色低碳转型的倡导要求企业投入更多资源于环保建筑实践，这虽增加了成本，但提升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

争力和品牌价值。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推进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意见》

颁布主体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生效日期

2021-11-

27

影响

4



政策内容

该政策旨在引导中央企业通过节能减排、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该政策着重于

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并鼓励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此外，政策强调加强组织实施、考核

约束和宣传引导，以确保中央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示范作用。

政策解读

该政策推动了建筑业的创新和转型，为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起到了积极作

用。该政策促使建筑业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通过采用环保材料和节能技术，提高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水平。企业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技术革新和管理升级，这可能增加短期成本。另一方面，这为企业开拓

绿色建筑市场、提升品牌形象和竞争力提供了机遇。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政策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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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布主体

国务院办公厅

生效日期

2023-07

影响

5

政策内容

该政策旨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治理水平。政策强调在村民同意的基础上实施改造，涵盖拆除新建、

整治提升、拆整结合三种模式。改造注重产业导入、历史文化保护，同时确保村民利益，原则上建设一定

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同时处理拆迁安置、资金筹措、标准规范约束等问题。

政策解读

该政策为建筑企业提供了扩展业务的平台，但要求其适应更严格的规划标准和社会责任要求，为行业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政策刺激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增加了建筑需求，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

同时促进了行业技术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会更加考验企业包括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有效规划和建设的能

力，以及资金筹集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挑战。

政策性质 指导性政策

[7]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土木工程建筑竞争格局[8]

中国土木工程建筑行业TOP10企业总体市场份额占比为18.86%，主要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中国建

筑、中国电建，中国能建，中国铁建等大型国企，第二梯队为中国核建，上海隧道工程，四川路桥等中型国企；

第三梯队为苏文电能，浦东建设，浙江交科等大型民营企业以及小型国企。



形成梯队主要有以下原因：1.土木工程行业内施工承包商资质等级标准严格，决定企业承接工程难度和体

量，促进梯队规模效应加速形成。行业内的资质等级由企业资信能力、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要求、

科技进步水平、工程业绩共同决定。大型企业具备承接难度，合同金额更大工程项目的资质，为企业带来更丰富

的经验储备和更高速的发展。例如中国电建具备申报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其2022年Q1-Q3新签合同额为

7,730.28 亿元；与此同时，具备申报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的承包商的苏文电能2022年Q1-Q3新签合同仅为

22.73亿元。2.国际业务作为当下土木建筑工程行业的重要增长驱动力，与企业的规模有较强的关联性。2022年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营业额为10,424.9亿元，同比增长4.30%，新签合同额17,021.7亿元，同比增长2.10%。

第一，第二梯队中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其规模和信誉，更易获取必要的资金和资源进行国际扩张。结合其在本土

市场已建立较强的品牌和声誉，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信任和认知度，降低进入新市场的障碍。例如第一梯队

的中国电建，其业务遍布130+个国家、地区，仅在2023年上半年就实现新签合同1,039.8亿元，占据大量海外市

场份额。

未来行业竞争格局预测：1.第一梯队的大型国企预计会在未来继续持续占据大量全球市场份额。2022年，中

国建筑行业的总产值达到31.20万亿元，相较于前一年增长6.45%。特别是在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建筑企业方面，

产值累计达到12.54万亿元，同比增长13.48%。同年，中国土木建筑企业签订的新合同总额达到36.65万亿元，

年增长率为6.3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建筑业企业所签署的合同总额为19.3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54%。由

于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内严格的资质等级标准和显著的规模效应，行业集中度预计将继续提升。2.具有强大研发实

力和较快市场响应的公司将在未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2023年在中国交通运输基建、电力传统市场稳定增长

的同时，新兴绿色环保类市场，例如新能源，国家水网建设，双碳产业等，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例如隧道股份

和浦东建设等第二，三梯队企业分别有3.9%和3.57%的研发投入比会让该类重研发的企业在当下产业升级和转型

的浪潮下逐渐具备更多竞争优势。同时符合强调可持续性的国际趋势，以未来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以

2022年上半年公布的环境绩效榜为例，涉及74家上市公司，21,176家关联企业：其中以上海港湾和园林股份为

代表的中小土木工程建筑企业在环境绩效上表现优异，环境绩效均为负得分，绿色效益持续释放。

[



上市公司速览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601669)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601186)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600284)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601868)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00820)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982)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601611)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39)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601668)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061)

总市值 营收规模 同比增长(%) 毛利率(%)

818.2亿元 4.2千亿元 6.12 12.30 1.0千亿元 8.1千亿元 1.01 9.17

61.0亿元 135.1亿元 45.51 7.45 858.8亿元 2.9千亿元 18.00 10.95

186.8亿元 469.1亿元 9.03 11.87 66.1亿元 18.7亿元 24.62 21.52

208.3亿元 785.9亿元 1.70 10.24 658.0亿元 895.5亿元 3.38 17.04

2.0千亿元 1.7万亿元 8.81 8.93 96.7亿元 297.2亿元 -7.90 7.59

[8] 1：中国政府网，中国电建…

[9] 1：东方财富

[10] 1：东方财富

[11] 1：东方财富



1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9000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北京市 行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法人 戴和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0660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1990-08-28

品牌名称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铁路、地铁、公路、机场、港口、码头、隧道、桥梁、水利电力、邮电、矿山、林木、市政… 查看更多

竞争优势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1月5日在北京独家发起设立(中文简称中国铁建,英文简称CRCC),2008年3月10日、13日分

别在上海和香港上市(A股代码601186、H股代码1186)。中国铁建是全球最具实力、规模的特大型综合建设集团之

一,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名第43位,连续18年跻身世界500强。公司业务涵盖工程承包、规划设计咨询、

投资运营、房地产开发、工业制造、物资物流、绿色环保、产业金融及其他新兴产业,经营范围遍及全国32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以及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从以施工承包为主发展成为具有科研、规划、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运营、维护和投融资完整的行业产业链,具备了为业主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的能力。在高原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桥

梁、隧道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及建设领域确立了行业领导地位。有1名工程院院士、10名国家勘察设计大师、11名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和258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累计获国家科学技术奖87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150项,国家优质工程奖537项(其中金奖45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172项,省部级工法3182项;累计拥有专利31479项。公司

坚持新发展理念,遵循“实事求是、守正创新、行稳致远”的工作方针,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为发展方向,围绕政府、城市和人作文章,倾力打造“品质铁建”,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向着最

值得信赖的世界一流综合建设产业集团的企业愿景迈进。

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601668】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3000000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北京市 行业 房屋建筑业

法人 郑学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51850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2007-12-10

品牌名称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土木工程建筑代表企业分析



经营范围 承担国内外公用、民用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安装、咨询；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与承建；国… 查看更多

财务数据分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0.96 0.9 0.97 1 1.04 1.06 1.06 1.07 1.04

78.5755 77.7857 79.0942 77.9669 76.9441 75.3331 73.6748 73.2146 74.3531

17.342 10.0682 8.9928 9.8296 13.7764 18.3864 13.7471 17.1071 8.5774

10.6452 15.4716 14.6122 10.2835 16.0875 9.5187 7.3132 14.4301 -1.1606

45.454 47.8297 47.6752 47.1921 45.8155 40.7599 35.0413 37.2 36.3729

1.3172 1.3641 1.3881 1.2863 1.277 1.2756 1.3191 1.3448 1.3117

0.8302 1.8201 3.5683 -1.4486 0.2456 -0.8152 0.4831 0.3424 0.0913

12.5826 12.4394 10.1043 10.4892 11.8913 11.1006 10.8291 11.3254 10.4557

75.4146 72.9859 72.6295 73.3024 74.4515 74.7563 74.053 72.8958 72.4609

0.5755 0.6147 0.6492 0.5507 0.5407 0.5953 0.5753 0.7929 0.7719

3.8964 3.6051 3.338 3.1702 3.2437 3.2444 3.3573 3.3941 2.7459

22.6906 36.2473 44.4171 15.2913 42.6225 54.8469 54.8975 - -

-9.1918 21.6363 85.5602 -15.7331 31.4158 60.3363 16.6877 - -

17.7 16 15.87 15.82 15.97 15.6 15.54 15.9 -

0.75 0.84 0.84 1.07 0.76 0.97 1.07 1.25 1.25

4.147 4.0817 4.2898 4.4255 4.6151 4.4516 4.3931 4.1099 3.3679

0.9396 0.8832 0.7781 0.7164 0.7028 0.7288 0.7642 0.8258 0.8153

财务指标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竞争优势

中国建筑是一家建筑工程服务提供商，业务布局涵盖投资开发、工程建设、勘察设计等板块，其中投资开发板块包括地产

开发、建造融资、持有运营等，工程建设板块包括房屋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涉及绿色建造、节能环保等新业务领

域。

3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600284】

公司信息

企业状态 存续 注册资本 97025.6万人民币

企业总部 市辖区 行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法人 杨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971339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 1998-01-09

品牌名称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类型 A股

经营范围 道路、公路、桥梁、各类基础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建… 查看更多

11.4359 32.1544 -41.0929 -7.5516 34.0619 23.0529 22.2214 - -

0.956 0.7842 0.8142 0.8294 0.2682 0.2865 0.2446 0.2684 0.2816

172.6122 171.7885 183.9738 196.528 199.446 173.1102 156.7398 186.2486 191.0524

8000.29亿 8805.77亿 8805.77亿
10541.07

亿

10541.07

亿

14198.37

亿

16150.23

亿

18913.39

亿

18927.06

亿

2.4584 3.0902 3.7737 4.6034 3.9449 4.7061 5.5273 6.4385 7.3346

0.75 0.83 0.83 1.05 0.75 0.96 1.07 1.25 1.25

225.70亿 260.62亿 260.62亿 329.42亿 329.42亿 418.81亿 449.44亿 514.08亿 515.49亿

0.7 0.8 0.93 1.03 0.85 0.98 0.99 1.17 -

0.8302 1.8201 3.5683 -1.4486 0.2456 -0.8152 0.4831 0.3424 0.0913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财务数据分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财务指标



0.94 0.93 0.9 1.03 1 0.95 0.88 - -

56.7379 49.1057 50.4486 48.2963 48.7552 56.3096 60.1776 67.967 73.177

-1.5698 -15.9802 -19.7869 28.5385 12.5863 69.3619 34.6786 36.033 23.603

-38.8737 7.4982 -5.2869 3.4096 21.9542 -9.8448 8.8939 - -

42.8842 59.6906 65.5905 56.9638 66.5422 45.0225 44.1989 51 55

0.9074 1.2646 1.951 2.063 2.099 1.6439 1.4589 1.273 1.206

0.3581 -0.3315 -0.1796 0.5097 -0.0239 1.24 -0.7582 0.93 2.527

13.1565 10.7854 15.0995 12.5903 15.0029 9.5037 9.091 - -

81.5499 75.1474 77.9615 78.0399 79.2717 85.9727 83.2269 82.927 82.875

0.3375 0.4478 0.5202 0.5904 0.6549 1.1049 1.2143 1.087 1.109

3.0557 3.3979 3.303 3.507 4.0154 3.1363 2.9237 2.798 2.333

-0.0608 101.2103 333.9544 125.8808 156.157 107.7124 10.7935 - -

28.4515 111.7067 57.4419 144.1241 598.4973 68.2234 209.5805 - -

7.3 7.76 6.99 6.9 8 6.84 7.09 - -

0.5089 0.5471 0.5182 0.5358 0.4668 0.4208 0.4582 0.5512 0.5849

11.8747 15.1807 15.9122 11.9685 12.5681 6.6301 5.4394 4.7214 4.0731

0.2573 0.2238 0.2076 0.293 0.3195 0.473 0.5375 0.596 0.579

8.6835 79.0102 60.39 122.9061 352.2146 70.5415 158.8451 - -

3.2818 3.2818 3.2733 3.2733 2.0524 2.0524 2.0524 2.0524 2.051

134.9578 250.8361 373.4052 291.4508 263.2156 182.8246 121.8274 69 53

销售现金流/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营业总收入同比

增长(%)

归属净利润同比

增长(%)

应收账款周转天

数(天)

流动比率

每股经营现金流

(元)

毛利率(%)

流动负债/总负

债(%)

速动比率

摊薄总资产收益

率(%)

营业总收入滚动

环比增长(%)

扣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加权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次)

归属净利润滚动

环比增长(%)

每股公积金(元)

存货周转天数

(天)



法律声明

权利归属：头豹上关于页面内容的补充说明、描述，以及其中包含的头豹标识、版面设计、排版方式、文本、图片、图形
等，相关知识产权归头豹所有，均受著作权法、商标法及其它法律保护。

尊重原创：头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页面中呈现的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著作权均归发布者所有。头豹
有权但无义务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审核，有权根据相关证据结合法律法规对侵权信息进行处理。头豹不对发布者发布内
容的知识产权权属进行保证，并且尊重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如果权利人认为头豹平台上发布者发布的内容
侵犯自身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依法向头豹（联系邮箱：support@leadleo.com）发出书面说明，并应提供具有
证明效力的证据材料。头豹在书面审核相关材料后，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删除相关内容，
并依法保留相关数据。

内容使用：未经发布方及头豹事先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复制、再造、传播、出版、引用、改
编、汇编上述内容，或用于任何商业目的。任何第三方如需转载、引用或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本页面上的任何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数据、文字、图表、图像等），可根据页面相关的指引进行授权操作；或联系头豹取得相应授权，联系邮箱：
support@leadleo.com。

合作维权：头豹已获得发布方的授权，如果任何第三方侵犯了发布方相关的权利，发布方或将授权头豹或其指定的代理人
代表头豹自身或发布方对该第三方提出警告、投诉、发起诉讼、进行上诉，或谈判和解，或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参与共同
维权。

竞争优势

浦东建设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其基础设施投融资、设计施工管理一体化的商业

运作模式在行业内具有显著优势，累计投资超过300亿元，并在市政基础设施和建筑设计领域内具

有一定影响力。其次，公司拥有中国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路面施工技术，在沥青路面再生、排水

性沥青路面等方面处于先进水平，这些技术将适应市场绿色化、高端化的发展要求，成为公司长远

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公司采用了稳健的融资策略，具备持续的融资能力，在多个融资渠道如

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均实现了成功融资，打造了稳固的全方位融资体系，有效降低融资风险，同

时促进公司综合实力和股东价值提升。

37.65亿 31.64亿 25.38亿 32.62亿 36.72亿 62.20亿 83.76亿 113.95亿 140.84亿

2.248 2.5798 2.8505 3.2257 2.587 2.8446 3.1556 3.4547 3.8272

0.5089 0.5471 0.5182 0.5358 0.4668 0.4208 0.4582 0.5512 0.5849

3.53亿 3.79亿 3.59亿 3.71亿 4.53亿 4.08亿 4.45亿 5.35亿 5.68亿

0.4296 0.4965 0.5066 0.4529 0.3717 0.3654 0.3953 0.4448 0.4435

0.3581 -0.3315 -0.1796 0.5097 -0.0239 1.24 -0.7582 0.93 2.527

营业总收入(元)

每股未分配利润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归属净利润(元)

扣非每股收益

(元)

经营现金流/营

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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