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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化债政策靴子落地，建筑企业如何受益？ 
 

化解经营性债务的重要性有望提升，央国企报表仍有修复空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拟一次性增加 6 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 年）用
于化债，且未来 5 年每年发行的新增专项债中拿出 8000 亿化债，2029 年及
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 2 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多措并举
下，2028 年前地方政府需要化解的隐债从 14.3 万亿降至 2.3 万亿，且 5 年
利息支出有望减少 6000 亿。回顾过去几轮化债，我们认为本轮化债中经营
性债务化解的重要性有望提升，化债直接用于增加地方化债资源为 10 万亿
元，我们测算建筑行业对应化债的资金为 1.73 万亿元。且过去政策更多引
导央国企对民企的优先清偿，若后续政府对央国企清欠加速，将有利于建筑
央国企的报表修复。 
 
建筑企业应收解析：地方国企的化债修复空间相对较大 
应收方面，我们按照五个资产大类（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
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其他非流动资产）来统计建筑企业的应收项目。18
年以来建筑应收规模及占比均持续提升，截至 23 年 SW 建筑装饰企业的应
收类项目合计 6.6 万亿，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46.2%，较 18 年+11pct，其中合
同资产、应收账款分别为 2.2、1.8 万亿。分企业类型来看，2020 年开始地
方国企的应收占比提升明显，央企稳中有升，民企则“先升后降”，至 2023
年央企、地方国企、民企的应收占其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43.0%、60.9%、55.9%，
较 2018 年分别+8.1、+27.6、+10.1pct。从减值角度，民营企业和地方国企
减值损失的比例相对较高，22-23 年信用减值损失金额一度超过净利润的 1
倍以上，我们预计在本轮化债中有望更加受益。 
 
化债发力，如何影响建筑公司的基本面和估值？ 
1） 增加利润：我们测算未来三年减值冲回+利息节约有望给 SW 建筑装饰

企业带来的潜在归母净利润增量为年均 298.1 亿元，占 23 年整体归母
净利润的比例为 14.6%，其中，央企、地方国企、民企的潜在利润增量
空间分别为 187.4、77.7、36.7 亿元。 

2） 修复估值：截至 11 月 22 日，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对应 24Q3 静态
PB 分别为 0.67、1.42、1.62，央企资产折价显著。若我们假设市场给予
央企的资产折价全部集中在应收账款类资产，则当前市值及 PB 所隐含
的央企应收类资产折价率约为 22.2%。在化债政策作用下，我们测算央
企应收类资产 PB 修复到 1 倍所对应的市值上升空间约为 49.5%。 

3） 提高分红：我们预计化债资金落地后有望加速建筑企业的应收账款周
转，减少建筑企业的超付情况，从而增强建筑企业分红意愿和能力。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四季度基建投资或有望超预期，化债政策落地有望带动建筑央国企
基本面改善及报表修复，且地方国企的化债受益弹性相对较大，建议关注有
望充分受益于本轮化债政策落地的基建产业链相关标的，重点推荐区域高景
气的弹性地方国企陕建股份、安徽建工、四川路桥，山东路桥等，建议关
注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相对较高的新疆交建、北新路桥、龙建股份、浙江
建投等；建筑央企方面，我们判断化债有望进一步提升央企分红的动力和意
愿，重点推荐中国交建，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 
 
风险提示：基建&地产投资超预期下行、测算具有主观性、化债资金落地进
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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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24-11-28 评级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600248.SH 陕建股份 4.44 买入 1.05 1.04 1.18 1.36 4.23 4.27 3.76 3.26 

600502.SH 安徽建工 4.94 买入 0.91 0.92 1.00 1.08 5.43 5.37 4.94 4.57 

600039.SH 四川路桥 7.31 买入 1.03 0.86 0.95 1.05 7.10 8.50 7.69 6.96 

000498.SZ 山东路桥 6.29 买入 1.47 1.53 1.69 1.89 4.28 4.11 3.72 3.33 

600820.SH 隧道股份 6.77 买入 0.93 0.96 1.06 1.18 7.28 7.05 6.39 5.74 

601668.SH 中国建筑 5.97 买入 1.30 1.25 1.30 1.35 4.59 4.78 4.59 4.42 

601186.SH 中国铁建 9.21 买入 1.92 1.61 1.62 1.63 4.80 5.72 5.69 5.65 

601800.SH 中国交建 10.53 买入 1.39 1.55 1.71 1.91 7.58 6.79 6.16 5.51 

601390.SH 中国中铁 6.39 买入 1.35 1.26 1.29 1.31 4.73 5.07 4.95 4.88 

601618.SH 中国中冶 3.33 买入 0.42 0.35 0.38 0.42 7.93 9.51 8.76 7.93 

601117.SH 中国化学 8.07 买入 0.89 0.93 1.02 1.11 9.07 8.68 7.91 7.27 

601669.SH 中国电建 5.58 买入 0.75 0.75 0.84 0.96 7.44 7.44 6.64 5.81 

601611.SH 中国核建 8.62 增持 0.68 0.74 0.83 0.93 12.68 11.65 10.39 9.27 

601868.SH 中国能建 2.33 买入 0.19 0.21 0.23 0.25 12.26 11.10 10.13 9.32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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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估算建筑化债资金约 1.7 万亿，其中央/国/民企分别 1.3 

/0.4/0.1 万亿 

1.1. 回顾过去几轮化债，本轮化债中经营性债务化解重要性或将显著提升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发〔2018〕27 号文，明确了隐性债务的定义，对政府债务
进行分类，包括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关注类债务和企业自身债务。其中，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法定债务预算之外，直接或间接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违法提供担

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隐性债务的核心特征有三点：1）决策主体是地方政府；2）资金用
途是公益性项目建设；3）偿债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隐性债务主要包括融资平台为

公益性项目的融资、政府提供担保的债务，以及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政府投资基金违规融资等，其中融资平台涉及的隐性债务规模最大。 

从 2015 年起，我国共开展了五个阶段的隐性债务化债。 

➢ 1、2015-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2014 年版新《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进行举债的权力，根据中央政

府的统一安排，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置换非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务。
2015-2018 年，地方政府累计发行 12.2 万亿元置换债券。经过置换，2018 年年末地方政

府债务平均利率比 2014 年末降低约 6.5 个百分点，累计节约利息约 1.7 万亿元。  

图 1：2015-2018年发行的地方政府置换债规模（万亿元） 

 

资料来源：21 经济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 2、2019 年：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 

2019 年监管部门已完成了隐性债务的摸底统计，经过摸底后发现，隐性债务集中在县区，

部分区县债务压力较大，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由此推出。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向监管
部门上报方案，批准后即可纳入试点，纳入试点后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省代发）置换部

分隐性债务。纳入试点的主要是贵州、云南、湖南、甘肃、内蒙古、辽宁六省（自治区）

的部分县及县级市，2019 年六省份合计发行 1427 亿债券用于置换。 

➢ 3、2020.12-2021.9：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扩容 

2020 年末，在第一批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工作顺利开展的背景下，建制县隐性债务
化解试点进一步扩容，化债工具为特殊再融资债券，主要用于偿还存量债务。2020 年 12

月-2021 年 9 月，用于建制县区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的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合计

6128 亿。 

➢ 4、2021-2022 年：全域隐性债务清零试点 

2021 年 10 月后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奖励债务管控好的地区。2021 年-2022 年，北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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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广东三省份合计发行了 5042 亿该类债券，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助力三省份隐性债务

清零。 

图 2：2020年以来发行的特殊再融资债规模 

 

注：2024 年数据统计范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 5、2023.10-至今：一揽子化债 

2023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制定一揽子化债方案，此后多个省份发行了特殊再融资

债券和特殊新增专项债券用以偿还存量债务，2023 年 10 月以来，各地合计发行特殊再融
资债券超 1.5 万亿元。2023 年财政部安排了超过 2.2 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额度，2024 年以

来财政部安排了 1.2 万亿元债务限额，用以支持地方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

业账款。 

第 2-4 轮化债核心在于对隐性债务进行置换，去年 10 月以来的这轮化债范围进一步扩大。
国办“35 号文”中贷款、债券、非标等金融债务均纳入融资平台债务中，债务化解范围逐

步覆盖经营性债务。进入 2024 年以来，《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二十届三中全会等多次

强调要分类推动地方融资平台转型，建立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该化债方式指将具
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债务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政府不再承担还本付息责任。我们

认为，此轮化债中经营性债务化解有可能被提到较为重要的位置。 

 

1.2. 未来 5年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 10万亿，央国企报表修复或弹性更大 

近五年城投公司应付账款规模逐步增长，2023 年达到 26.26 万亿元，占当期总负债的
34.55%。我们统计了 3566 家城投公司 2023 年相关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城投

公司总负债规模 75.99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总资产规模 127.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0%，

城投公司总负债规模持续扩大，增速超过总资产的增速，导致资产负债持续走高。2023

年，全国城投公司总资产负债率达到 59.58%，同比增长 1.3pct。2019-2023 年，城投公司

应付款项合计（含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应

付款）逐步增长，2022 年以来增幅有所放缓，2023 年城投公司应付款项合计达 26.26 万
亿元，同比增长 9.95%。从近五年城投公司应付款项合计/总负债指标来看，2020-2023 年

这一比值逐步增长，2023 年为 34.55%，同比增长 0.81p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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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66家城投公司总资产及总负债（万亿元）  图 4：3566家城投公司总资产负债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5：3566家城投公司应付款项合计及同比  图 6：3566家城投公司应付款项合计/总负债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本轮化债直接用于增加地方化债资源为 10 万亿元，我们测算，建筑行业对应化债资金为

1.73 万亿元。近来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通过，拟一次性增加 6 万亿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限额（3 年）用于化债，且未来 5 年每年发行的新增专项债中拿出 8000 亿化债，2029

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 2 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多措并举下，2028

年前地方政府需要化解的隐债从 14.3 万亿降至 2.3 万亿，化债压力大大减轻，且 5 年利息
支出有望减少 6000 亿。我们按照直接用于增加地方化债资源的 10 万亿元计算，2023 年

城投公司应付款项合计/总负债为 34.55%，据此估算用于清欠账款的额度为 3.46 万亿元，

假设其中 50%用于建筑行业应收账款清偿，则建筑行业对应化债资金为 1.73 万亿元。 

建筑行业对应化债资金若为 1.73 万亿，我们测算建筑央企/地方国企/民营等其他建筑企业
有望分别获得 1.3/0.4/0.1 万亿，且建筑央企市占率集中趋势明显，实际获得的化债资金

有望持续增加。建筑央企近年来市场份额提升加速，九大建筑央企营业收入市场份额从

2018 年 17.5%提升至 2023 年的 23.3%。2015-2023 年，国有建筑企业（含央企）总产值占
全国建筑总产值的比重由 30.4%提高到 2023 年的 42.4%；民营建筑业由近 70%下降到 2023

年的不足 60%。2023 年建筑央企/国企/民企应收款项占比分别为 75%/20.3%/4.6%，假设建

筑行业 1.73 万亿化债资金按照应收款项占比分配在这三类所有制建筑企业中，则建筑央企
获得 1.3 万亿、地方国企获得 0.4 万亿，民营等其他建筑企业获得 0.1 万亿。考虑到建筑央

企扎实的内生增长动能以及融资和管理优势，同时新一轮国企改革聚焦于效率和科技创新，

我们预计央企市占率集中趋势有望持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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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九大建筑央企历年市占率变化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在化债资金偿还顺序上，从过去的政策文件上看，央国企对民企的清欠相对优先，例如，

2024 年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
题的意见》明确提到，要健全防范化解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制度机制，并加强执

法监督。督促国有企业规范和优化支付管理制度。要优化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投诉管理运行

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登记（投诉）平台。我们认为，过去政策引
导央国企对民企的优先清偿，而政府对央国企的清欠相对较为滞后，若后续政府对央国企

清欠加速，将有利于央国企报表修复。 

表 1：近年来关于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的部分政策文件 

时间  部门  文件  主要内容 

24.10.18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解决拖欠企业

账款问题的意见》 

定期检查资金到位情况、跟踪资金拨付情况。完善工程价款结算

制度。加强政府采购支付监管。要健全防范化解大型企业拖欠中

小企业账款的制度机制，并加强执法监督。督促国有企业规范和

优化支付管理制度。要优化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投诉管理运行机

制，建立全国统一的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登记（投诉）平台。

健全投诉督办约束机制。 

24.8.27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大型企业与中

小企业约定以第三方

支付款项为付款前提

条款效力问题的批复》 

《批复》对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以第三方支付款项作为付款

条件的约定，在效力上予以否定性评价，并对相关条款无效后如

何确定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作出规定，体现了依法保障中小企业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有利于

推动解决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对于畅通中小企业司

法救济渠道，统一案件裁判标准，激发市场活力均具有重要意义。 

23.9.20 国务院常务会议 
《清理拖欠企业账款

专项行动方案》 

省级政府要对本地区清欠工作负总责，抓紧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

款问题，解开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的“连环套”，央企国企要带头

偿还。要突出实质性清偿，加强政策支持、统筹调度和监督考核，

努力做到应清尽清，着力构建长效机制。 

23.7.28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实施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

措的通知 ( 发改体改

〔2023〕1054 号)》 

将由审计部门接受民营企业反映的欠款线索，加强审计监督，让

民营企业清清楚楚地知道被拖欠账款可以向什么部门反映。 

资料来源：中央政府网，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人民网，国家发改委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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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企业应收款项解析：地方国企应收提升显著 

2.1. 建筑公司应收款项的组成及历史变化 

从经营层面整体来看，建筑行业的应收项目大致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总承包方对建设方
的应收账款；第二类，是分包商或供货商对总承包方的应收账款；第三类，是供货商对分

包商的应收账款。其中，政府的隐性负债直接体现在第一类应收项目，也就是政府及各地

城投公司作为项目业主方来进行投资建设，应该支付给建筑公司的工程款。而第二类和第
三类应收，则是资金链条往下游传导后，应由总包建筑企业支付给分包商的工程款以及供

应商的材料款、设备款等，区别主要在于建筑公司在项目开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项目

总包、分包或材料供应商）。通常情况下，建筑企业开展的工程业务实施周期较长，在过

程中按照完工进度百分比进行收入确认，过程中进度款 70%-85%。 

图 8：建筑企业应收账款的形成过程 

 

资料来源：精工钢构公司公告，丁祖昱评楼市微信公众号，河北省城市建设投融资协会微信公众号，天风证券研究所 

如果从报表层面来看，我们统计的建筑企业应收项目主要包括五个资产大类，分别是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其他非流动资产。 

1）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主要指在经营过程中因提供新建、扩建、改建、劳务等业务，

应向购买单位收取的款项，这部分代表的是企业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的权利。 

2）合同资产：主要指建筑企业已经签订了项目合同，但按照工程进度还未履约完成确认

收入的部分，也是业主欠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会计准则调整后，合同资产从存货中
分离出来单独统计。以中国建筑为例，23 年合同资产原值为 6677.9 亿元（账面价值 3349.5

亿元，主要剔除了减值准备 140.7 亿元，同时 3187.7 亿元计入了其他非流动资产和无形资

产），其中来自业主未确认投资项目款、工程承包项目、未到期质保金占比达 95.5%。中国

交建 23 年合同资产原值 1722.9 亿元，其中已完工未结算部分占比高达 91.4%。 

图 9：2023年中国建筑合同资产原值细分项目占比  图 10：2023年中国交建合同资产原值细分项目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 23 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交建 23 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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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应收款：是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材料、提供劳务等以外的其他非营业活动而引起

的应收、暂付款项，包括应收的各种赔款、罚款、存出保证金、备用金以及应向职工收取

的各种垫付款项等。 

4）长期应收款：主要包括项目开工前业主要求施工单位缴纳的履约保证金、项目质保金、
保留金等。项目履约保证金一般在项目竣工验收后返还，如约定的返还时间在一年以内，

则计入其他应收款。质保金和保留金如约定返还时间在一年以内，则计入应收账款。2023

年中国建筑长期应收款原值中，应收 BT 项目款、应收其他基建项目款、PPP 项目应收款

占比约为 86.1%，中国交建应收工程款、PPP 项目及 BT 项目应收款占比为 72.4%。 

图 11：2023年中国建筑长期应收款原值细分项目占比  图 12：2023年中国交建长期应收款原值细分项目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 23 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交建 23 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5）其他非流动资产：该科目主要包含了未计入到合同资产科目的 PPP 项目合同资产，项
目质保金等，也是建筑企业应收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 年中国建筑其他非流动资产中，PPP

项目、质保金等构成的合同资产占比为 95.5%，中国交建剔除已计入合同资产部分的 PPP

项目合同资产、工程质量保证金占非流动资产的比例达 96%。 

图 13：2023年中国建筑其他非流动资产原值细分项目占比  图 14：2023年中国交建其他非流动资产原值细分项目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建筑 23 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交建 23 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各类应收的占比来看，截至到 23 年，我们统计 SW 建筑装饰企业的资产总规模为 14.2

万亿元，应收类项目合计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46.2%。细分来看，合同资产在整个建筑企业
的应收项目中最多，达到 2.2 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15.4%，其次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规模为 1.76 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12.4%。分企业类型看，地方国企以及其他民

营企业（公众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应收项目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60.9%、55.9%，

显著高于央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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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3年建筑企业应收项目统计及占比 

单位：亿元 总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合同资产 长期应收款 其他非流动资产 应收合计 

地方国有企业 21875.3 4695.1 482.3 5205.0 1478.8 1466.2 13327.4 

占资产比例（%） 100.0% 21.5% 2.2% 23.8% 6.8% 6.7% 60.9% 

中央国有企业 114448.9 11695.2 3457.7 15379.2 6543.7 12116.0 49191.8 

占资产比例（%） 100.0% 10.2% 3.0% 13.4% 5.7% 10.6% 43.0% 

其他企业 5412.7 1219.8 87.2 1213.1 127.7 379.3 3027.7 

占资产比例（%） 100.0% 22.5% 1.6% 22.4% 2.4% 7.0% 55.9% 

总计 141736.8 17610.1 4027.3 21797.3 8150.2 13962.1 65546.9 

占资产比例（%） 100.0% 12.4% 2.8% 15.4% 5.8% 9.9% 46.2%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地方国企的应收项目占总资产比例最高，我们认为在本轮化债中的弹性也相对最大。若横

向观察近几年的 SW 建筑装饰企业应收项目占比情况，可以看到 2018 年以来应收项目占

SW 建筑装饰企业总资产的比例持续提升，至 23 年达到了 46.2%，较 18 年增长了 11pct。
细分来看，地方国企的应收占比提升较为明显，截止到 2023 年，央企、地方国企、其他

企业的应收占其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43.0%、60.9%、55.9%，较 2018 年分别+8.1、+27.6、

+10.1pct，其中，央企呈现稳步增长，而地方国企的应收占比则从 2020 年开始显著提升，

其他民营企业的应收占比于 2020 年达到 59.3%的高点，随后则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由于地方国企依托地缘优势承接了较多的省内项目，项目的资金
来源也更加依赖于省内各地方财政的支持，各地土地财政的显著承压导致了地方国企的应

收规模快速增加，同时出险的民营地产商资金链收紧，也给地方国企承接的房建类项目带

来了较大的账款催收压力。如果从应收项目增量/当年营业收入来看，20 年达到了账款拖

欠的高点，其中央企、地方国企、其他企业的占比分别为 7.3%、46.2%、31.7%。 

图 15：2018-2023年建筑应收项目占总资产比例  图 16：2018-2023年建筑应收项目增量/当年营业收入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将应收款项拆分来看，合同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增长，是 SW 建筑装饰企业应收规模
提升的主要原因。2023 年建筑企业合同资产总规模为 2.18 万亿元，较 2020 年增加了 9914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也由 11.5%提升至 15.4%。其他非流动资产总规模则从 20 年的 5788.5

亿元提升至 23 年的 13962.1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由 5.6%提升至 9.9%。参考前文中国建
筑和中国交建非流动资产的构成里的大多数是 PPP 项目合同资产，我们认为其他非流动资

产和合同资产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建筑企业的在手未完工订单的变化情况。

我们认为这一指标的快速提升，反映了建筑企业在业主资金收紧、账期延长的背景下，对

于项目推进的积极性或有不足，同时也反映了业主端对于工程业务结算节奏的显著放缓。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地方国有企业 中央国有企业

其他企业 总计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地方国有企业 中央国有企业

其他企业 总计



 
 

行业报告 | 行业深度研究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11 

 

图 17：2018-2023年建筑企业应收票据及账款占总资产比例  图 18：2020-2023年建筑企业合同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9：2018-2023年建筑企业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比例  图 20：2018-2023年建筑企业长期应收款占总资产比例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1：2018-2023年建筑企业其他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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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筑应收款的安全性研究 

民营企业和地方国企减值损失的比例相对较高。19-23 年 SW 建筑装饰企业累计计提的信

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合计 4003 亿元，占 23 年末应收项目的比例为 6.1%，其中信用减值损失
和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 2914、1089 亿元，占 23 年末账款类应收和资产类应收的比例分别

为 9.8%、3.0%。分企业类型来看，民营企业的减值占其应收项目的比例更高，达到了 17.8%，

地方国企为 7.8%，央企最低，占比为 4.9%。 

表 3：建筑公司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绝对值占比情况 

单位：亿元 19-23 年信用

减值损失合计 

19-23 年资产

减值损失合计 

23 年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长期应收款 

23年合同资产+其

他非流动资产 

信用减值

占比  

资产减值

占比  

地方国有企业 -809.8 -232.4 6656.3 6671.2 12.2% 3.5% 

中央国有企业 -1742.4 -680.5 21696.7 27495.1 8.0% 2.5% 

其他企业 -361.7 -176.4 1434.7 1592.4 25.2% 11.1% 

总计 -2914.0 -1089.3 29787.6 35759.3 9.8% 3.0%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信用减值占比的分母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资产减值占比的分母为合同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 

从利润层面来看，21 年开始减值损失侵蚀利润的比例相较以前显著提升，达到 45.2%，随

后 22-23 年仍在 35.5%、36.8%的高位。其中地方国企、民营企业的信用减值损失金额一度

超过净利润的 1 倍以上。央企的表现则相对较为稳健，但 21 年开始也呈现了提升趋势。 

表 4：建筑公司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绝对值占归母净利润比例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信用减值损失绝对值占当年归母净利润比例 

地方国有企业 41.3% 53.7% 167.8% 206.9% 87.1% 

中央国有企业 19.3% 18.2% 24.8% 22.0% 26.5% 

其他企业 29.2% 22.9% -860.9% 144.0% 666.4% 

总计 22.2% 22.6% 45.2% 35.5% 36.8% 

资产减值损失绝对值占当年归母净利润比例 

地方国有企业 12.8% 13.2% 47.6% 71.1% 21.3% 

中央国有企业 4.4% 8.5% 8.9% 9.7% 11.2% 

其他企业 17.8% 9.9% -407.9% 68.5% 325.9% 

总计 6.3% 9.2% 16.3% 14.7% 14.0%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21 年其他企业的占比数据为负，主要由于其当年归母净利润为负。 

央企长账龄应收账款的占比高于地方国企，近三年地方国企提升显著。除了减值规模以外，

我们认为通过应收账款账龄的变化可以观测出建筑企业后续减值增加的压力。我们选取了

9家建筑央企和15 家地方国企，并统计了上述建筑企业21-23年的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变化。
截至 23 年，9 家建筑央企应收账款余额（未剔除减值的原值，下同）合计为 12217 亿元，

较 21 年增长了 2980 亿元；15 家地方国企应收账款余额合计为 4970 亿元，较 21 年增长

了 1466 亿元。从账龄结构来看，9 家建筑央企账龄在 3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规模占应收账款
的比例从 21 年的 10.1%提升了 0.8pct 至 23 年的 10.9%，15 家地方国企账龄在 3 年以上的

应收账款规模占应收账款的比例从 21 年的 7.8%提升了 2.0pct 至 23 年的 9.8%。 

表 5：9家建筑央企 3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原值规模及占比 

单位：亿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账龄 3 年以上应收账款原值规模 

中国核建 54 61 94 

中国建筑 193 228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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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 100 131 161 

中国铁建 85 99 123 

中国能建 65 71 83 

中国电建 32 85 106 

中国化学 43 45 49 

中国交建 200 230 242 

中国中冶 162 180 220 

账龄 3 年以上应收账款原值占比 

中国核建 14.5% 14.1% 19.1% 

中国建筑 9.0% 9.2% 8.8% 

中国中铁 7.6% 9.8% 9.3% 

中国铁建 5.1% 6.3% 7.1% 

中国能建 10.6% 9.7% 9.8% 

中国电建 4.4% 7.6% 9.0% 

中国化学 17.0% 15.8% 16.3% 

中国交建 17.4% 18.3% 17.2% 

中国中冶 16.4% 16.2% 14.5%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6：15家地方国企应收账款规模及占比 

单位：亿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账龄 3 年以上应收账款规模 

隧道股份 24 25 35 

上海建工 55 64 81 

浦东建设 1 1 2 

宁波建工 8 5 6 

重庆建工 18 16 19 

陕建股份 83 123 183 

广东建工 3 6 20 

安徽建工 34 39 50 

龙建股份 6 10 12 

新疆交建 5 5 6 

浙江交科 2 2 3 

浙江建投 14 17 8 

北新路桥 6 5 5 

四川路桥 7 10 15 

山东路桥 7 8 11 

账龄 3 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 

隧道股份 10.9% 12.0% 15.3% 

上海建工 8.9% 9.1% 11.1% 

浦东建设 5.7% 5.9% 5.2% 

宁波建工 17.7% 9.2% 12.1% 

重庆建工 9.4% 7.5% 8.2% 

陕建股份 6.8% 7.4% 9.8% 

广东建工 4.0% 7.8% 5.2% 

安徽建工 10.7% 9.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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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股份 14.3% 15.8% 12.0% 

新疆交建 12.8% 19.0% 20.6% 

浙江交科 5.1% 3.9% 4.0% 

浙江建投 3.8% 5.0% 13.3% 

北新路桥 21.5% 17.1% 20.2% 

四川路桥 3.8% 5.8% 6.7% 

山东路桥 7.8% 7.3% 7.1%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账龄延长使得后续应收账款减值压力仍存，但总体风险可控。账龄越长的应收账款计提的
减值比例越高，以中国建筑为例，其针对 2-3 年的应收账款计提比例为 15-25%左右，3-4

年的计提比例约为 30-45%左右，4-5 年以上计提比例为 45-70%，5 年以上计提 100%。22-23

年建筑央企分别新增了 197、213 亿元的 3 年以上账龄应收账款，地方国企分别新增 64、
152 亿元。我们判断后续账龄延长将导致建筑企业应收减值的压力逐步增加，但考虑到账

期较短的应收款仍然占大多数，3 年以上长账龄占比仅为 10%左右，且计提坏账的比例已

相对较高，因此我们认为后续建筑企业的减值压力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 

表 7：建筑央企及地方国企应收账款同比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9 家建筑央企 

账龄 3 年以上应收合计 932 1130 1342 

同比  197 213 

应收账款合计 9237 10326 12217 

同比  1089 1891 

长账龄占比 10.1% 10.9% 11.0% 

同比  0.8% 0.0% 

15 家地方国企 

账龄 3 年以上应收合计 273 337 489 

同比  64 152 

应收账款合计 3503 4162 4970 

同比  658 808 

长账龄占比 7.8% 8.1% 9.8% 

同比  0.3% 1.7% 

资料来源：各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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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企业应付款项解析：央国企应付类款项增速较快 

2023 年 SW 建筑装饰板块应付类合计/总负债占比达 50.5%，其中绝大部分是应付账款及

票据。我们统计了 SW 建筑装饰板块 165 家上市公司应付类款项数据，2023 年，SW 建筑
装饰板块总负债规模达到 10.7 万亿元，应付类合计（含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其他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应付款，下同）占比 50.5%，其中，应付账款及票据占总

负债的比例最大，占比为 40.42%，长期应付款占比最小。分企业性质来看，国企板块中，
应付类合计/总负债占比最大，达到 61.32%，民企和央企分别为 59.11%、47.73%，其中，无

论在何种企业性质中，建筑行业内应付账款及票据占总负债比例均较高。 

图 22：2023年 SW 建筑装饰板块应付款项构成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建筑工程公司长期为地方政府垫资模式或导致其负债端长期处于两位数增长状态。

2018-2023 年，SW 建筑装饰板块总负债持续增长，CAGR+12.2%，其中央国企贡献较大增

幅，2018-2023 年央企总负债 CAGR+11%、国企总负债 CAGR+21.4%，央国企建筑公司负
债端快速扩张。其中，应付类合计复合增速显著超越总负债增速，2018-2023 年 SW 建筑

装饰板块应付类合计 CAGR+15%，其中，央、国企分别为 13.1%、27.2%，我们认为或主要

系建筑工程公司长期为地方政府垫资模式导致其负债端长期处于两位数增长状态。 

图 23：18-23年 SW 建筑装饰板块总负债（万亿）  图 24：18-23年 SW 建筑装饰板块应付类合计（万亿）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建筑央国企应付款项增速高于民营建筑公司，从应付类增量/营业成本比值来看，2023 年

建筑央企有所改善，或表明建筑央企欠付现象正逐步改善。从应付类合计/总负债比值来
看，不同性质的建筑公司表现略有分化。2021 年，央企、民营建筑公司应付类合计/总负

债比值分别下滑 0.61、0.27pct，与此同时，国企的这一比例增长 3.41pct 从而拉动 SW 建

筑装饰板块整体增长 0.22pct。从应付类增量/营业成本比值来看，2021 年以来，建筑央企
应付类增量/营业成本比值持续上升、国企和民企应付类增量/营业成本比值逐渐下降，我

们认为建筑央企可能存在欠付情况，2023 年，建筑央企的这一比值增速放缓或表明欠付现

象正逐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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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8-23年 SW 建筑装饰板块应付类合计/总负债  图 26：19-23年 SW 建筑装饰板块应付类增量/营业成本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7：重点建筑公司应付类财务数据分析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应付类增量/营业成本（23-19 年），指的是 2023 年的比值减去 2019 年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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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债发力，如何影响建筑公司的基本面和估值？ 

4.1. 对利润的影响：减值冲回+利息节约，年均有望带来约 300亿利润增量 

从利润层面来看，我们认为化债对建筑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于账龄较
长、坏账计提比例较高的应收款项，化债有望实现减值冲回，直接体现为利润的增加；2）

欠款收回以后，可相应的增加建筑企业的现金流，从而减少建筑企业的融资规模，并进一

步实现利息支出的节约。 

总体看，我们测算化债对应未来三年减值冲回+利息节约有望给 SW 建筑装饰企业带来潜
在归母净利润增量约为年均 298.1 亿元，占 23 年整体归母净利润的比例为 14.6%，其中，

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分别有望增加 187.4、77.7、36.7 亿元。 

减值冲回：  

本轮化债拟一次性增加 6 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 年）用于化债，且未来 5 年每年

发行的新增专项债中拿出 8000 亿化债，合计化债规模为 10 万亿元，其中前三年化债资金

量为 8.4 万亿元，占整个化债资金规模的 84%。19-23 年 SW 建筑装饰企业合计计提了 4003

亿元的资产及信用减值损失。23 年由政府端主导的基建投资约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

27.2%，若保守假设建筑企业中化债所对应的政府应收减值冲回比例为 25%，我们认为理论

上化债对应到建筑企业的减值冲回规模有望达到 1000.8 亿元，其中前三年按照化债资金的
84%计算，即 840.7 亿元，年均有望冲回 280.2 亿元，细分来看，对应到央企、地方国企、

民企的减值冲回规模分别为 169.6、73.0、37.7 亿元。 

利息节约：  

除了减值冲回以外，化债资金也能加速建筑企业的应收项目周转，减少资金占用成本。23

年 SW 建筑装饰企业应收项目合计 65546.9 亿元，23 年由政府端主导的基建投资约占整个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 27.2%，若假设建筑企业中化债所对应的政府应收账款比例为 25%，对

应的资金偿还规模为 16386.7 亿元。如果相较于从上游拿不到钱、同时下游还要持续支付

的情况相比，按照 4%贷款利率计算，我们预计化债对应未来三年潜在的能够节约的年均利
息支出规模为 183.5 亿元，占 23 年财务费用的比例为 27.4%。细分来看，对应到央企、地

方国企、民企的潜在利息支出节约规模分别为 137.7、37.3、8.5 亿元，占 23 年财务费用的

比例分别为 30.2%、21.4%、21.5%。 

表 8：化债对建筑企业归母净利润的影响测算 

单位：亿元 合计  其中：央企 其中：地方国企 其中：民企 

冲回减值 
    

19-23 年减值损失合计 -4003.3 -2422.9 -1042.2 -538.2 

化债偿还的比例 25% 25% 25% 25% 

化债对应减值冲回规模 1000.8 605.7 260.5 134.5 

未来三年减值冲回规模 840.7 508.8 218.9 113.0 

未来三年年均冲回减值 280.2 169.6 73.0 37.7 

节约利息 
    

23 年应收项目合计 65546.9 49191.8 13327.4 3027.7 

化债偿还应收款项的比例 25% 25% 25% 25% 

化债对应的偿还规模 16386.7 12297.9 3331.9 756.9 

贷款利率 4.0% 4.0% 4.0% 4.0% 

化债减少的利息支出 655.5 491.9 133.3 30.3 

未来三年年均节约利息支出 183.5 137.7 37.3 8.5 

冲回减值+节约利息合计 463.8 307.3 110.3 46.1 

23 年末平均所得税率 18.5% 21.1% 20.3% 16.4% 

19-23 年少数股东损益平均占比 21.2% 22.7% 11.6%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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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债带来的归母净利润增量 298.1 187.4 77.7 36.7 

23 年 SW 建筑装饰归母净利润 2035.3 1788.5 236.5 10.3 

年均冲回的利润增量占比 14.6% 10.5% 32.9% 355.3%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少数股东损益的比例计算剔除了负值影响 

 

4.2. 对资产质量的影响：央企应收类资产有望迎来估值修复 

目前建筑央企仍存在较多的资产折价。截至 2024 年 11 月 22 日收盘，SW 建筑装饰企业

总市值为 1.9 万亿元，按照 24 年三季报数据计算，对应的静态市净率为 0.84。按照企业类
型来看，央企、地方国企、民企的总市值分别为 12038.2、4134.9、3027.8 亿元，对应静

态 PB 分别为 0.67、1.42、1.62，市场对市值体量较大的央企给予了较多的资产折价。 

表 9：建筑企业的净资产折价情况 

单位：亿元 总市值 归母权益 其他权益工具 净资产  市净率（PB）  

地方国有企业 4134.9 3290.7 374.6 2916.1 1.42 

中央国有企业 12038.2 20701.6 2703.7 17997.9 0.67 

其他企业 3027.8 1897.0 24.0 1873.0 1.62 

总计 19201.0 25889.3 3102.3 22787.0 0.84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总市值数据截至 20241122，其余数据截至 2 4 年三季报，PB 是按照总市值测算的静态数据。 

当前市场对建筑央企应收账款类资产的折价率约为 22.2%，化债资金推动下，我们预计建

筑央企应收账款类资产的估值修复所带来的市值上升空间约为 49.5%。截至 24Q3，SW 建
筑装饰类企业中，央企应收账款类资产（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

规模为 2.68 万亿元，其他各类资产规模为 10.1 万亿元，对应 24Q3 数据计算的静态 PB 为

0.67 倍。考虑到建筑企业应收账款存在减值风险，若我们假设其他各类资产不折价（PB=1），
即市场给予央企的资产折价全部集中在应收账款类的资产上面，则当前市值以及 0.67 倍

PB 所隐含的市场对于央企应收类资产的折价率约为 22.2%。考虑到 PB 大于等于 1 倍后，

企业才具备融资能力，结合国资委市值管理考核目标等要求，我们认为央企修复 PB 到 1

倍，仍具备较强的现实需求。若假设在化债措施推动下，政府付款加速，带动央企应收减

值风险下降，给予央企应收类资产 1 倍 PB，则央企应收类资产 PB 修复到 1 倍所对应的市

值上升空间约为 49.5%。 

表 10：建筑央企的应收账款类资产的折价率测算 

应收账款类资产折价率  0% 10% 20% 22.2% 

应收账款类资产 26787.1 24108.4 21429.7 20827.4 

其他资产 100950.5 100950.5 100950.5 100950.5 

总资产 127737.6 125058.9 122380.2 121778.0 

净资产 17997.9 15319.2 12640.5 12038.2 

PB 0.67 0.79 0.95 1.0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总市值数据截至 20241122，其余数据截至 2 4 年三季报，PB 是按照总市值测算的静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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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分红的影响：增强建筑企业的分红意愿和能力 

化债资金落地有望增强建筑企业的分红意愿和能力。我们用企业净现金流量减去每年现金

分红总额来表征建筑企业是否存在分红超付情况。19 年以来，建筑企业现金流覆盖分红的
能力存在一定周期性波动，考虑到近五年以来所有建筑企业的投资性现金流净额均为负，

波动主要来自于经营性和筹资性现金流的年度变化。截至 2023 年，地方国企、央企的净

现金流量-现金分红总额均为负，分别为-18.6、-77.7 亿元，存在超付情况，即一定程度上
依赖于“借钱分红”。结合国资委要求央国企加大现金分红力度的情况来看，我们预计化

债资金落地后有望加速建筑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降低建筑企业的超付，从而增强建筑企

业分红意愿和能力。 

图 28：2019-2023年净现金流量-现金分红总额（亿元）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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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 

纵向来看，建筑央企估值已达十年来历史相对低位。从 PB（LF）角度来看，截至 11 月 15

日收盘，仅中国核建 PB（LF）大于 1 倍，中国能建、中国化学 PB（LF）大于 0.8 倍，中国
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中铁 PB（LF）小于 0.6。从分位值来看，建筑央企 PE（TTM）及 PB

（LF）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从地方国企的估值水平来看，区域基建景气度高增以及新一轮国企改革催化，激发地方国

企内在发展动能。截至 2024/11/15，陕建股份、安徽建工、上海建工、山东路桥、浙江交
科、隧道股份等 PB（LF）仍低于 1 倍，PB 分位值也处于历史相对低位，估值修复空间较

大。 

表 11：建筑央国企估值水平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新 PE_TTM PE 最低值（倍） 
2010 年以来

PE 分位值  
最新 PB_LF PB 最低值（倍） 

2010 年以来

PB 分位值  

建筑央企 

601668.SH 中国建筑 5.00 3.48  30.80% 0.56 0.45  6.73% 

601800.SH 中国交建 7.47 4.45  46.46% 0.63 0.40  27.42% 

601186.SH 中国铁建 5.69 3.60  30.78% 0.49 0.36  10.36% 

601390.SH 中国中铁 5.41 3.94  21.22% 0.55 0.43  4.22% 

601618.SH 中国中冶 9.57 5.19  35.73% 0.69 0.54  5.21% 

601868.SH 中国能建 11.75 10.44  16.91% 0.97 0.83  33.03% 

601117.SH 中国化学 9.34 6.52  19.74% 0.86 0.63  10.48% 

601669.SH 中国电建 8.15 5.47  27.12% 0.74 0.49  19.92% 

601611.SH 中国核建 12.87 9.64  23.31% 1.35 1.01  14.43% 

地方国企 

600502.SH 安徽建工 5.80 4.44  7.06% 0.81 0.60  3.07% 

002060.SZ 广东建工 11.57 8.17  4.38% 1.09 0.89  10.61% 

600039.SH 四川路桥 10.83 4.77  42.91% 1.45 0.75  38.81% 

600170.SH 上海建工 14.15 6.76  61.94% 0.74 0.55  5.90% 

000498.SZ 山东路桥 4.27 3.21  10.97% 0.71 0.54  7.70% 

002061.SZ 浙江交科 7.83 5.70  20.17% 0.76 0.59  6.95% 

600820.SH 隧道股份 7.34 5.58  17.01% 0.73 0.57  18.45% 

600939.SH 重庆建工 -33.76 12.12  0.00% 0.86 0.51  20.27% 

600284.SH 浦东建设 11.27 8.16  12.80% 0.78 0.63  4.07% 

600853.SH 龙建股份 9.87 8.65  2.98% 1.30 1.03  5.91% 

002307.SZ 北新路桥 337.71 35.97  98.32% 1.52 0.97  6.41% 

601789.SH 宁波建工 17.07 8.44  40.97% 1.21 0.84  17.81% 

600248.SH 陕建股份 4.43 2.50  10.06% 0.71 0.55  4.74%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至 20241115 

从标的推荐的角度，我们认为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越高，在本轮化债中受益的弹性或越大。
四季度基建投资或有望超预期，基建回暖或带动建筑央国企基本面改善。同时股权激励、

国企改革等，亦有望激发央国企内生增长动能，并改善报表质量。建议关注有望充分受益

于本轮化债政策落地的基建产业链相关标的，重点推荐区域高景气的弹性地方国企陕建股
份、安徽建工、四川路桥，山东路桥等，建议关注长账龄应收账款占比相对较高的新疆交

建、北新路桥、龙建股份、浙江建投等。建筑央企方面，我们判断化债有望进一步提升分

红的动力和意愿，重点推荐中国交建，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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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代表性建筑央国企的应收、减值情况统计（亿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3 年  

应收项目合计 

23 年末

净资产 
占净资产比例 

19-23 年  

信用减值总额 

19-23 年  

资产减值总额 

减值损失

合计  

建筑央企        

601611.SH 中国核建 1272.6 188.1 676% -64.8 -5.3 -70.2 

601618.SH 中国中冶 3634.6 980.8 371% -188.2 -74.7 -262.9 

601868.SH 中国能建 3440.2 1,009.6 341% -69.0 -38.0 -107.0 

601669.SH 中国电建 4259.1 1,295.9 329% -188.8 -54.6 -243.4 

601800.SH 中国交建 8624.5 2,667.3 323% -320.7 -37.4 -358.1 

601186.SH 中国铁建 7415.4 2,503.7 296% -258.6 -106.2 -364.8 

601668.SH 中国建筑 11013.0 4,184.8 263% -333.5 -143.4 -476.9 

601390.SH 中国中铁 6992.3 2,828.2 247% -198.4 -165.2 -363.6 

601117.SH 中国化学 940.4 575.0 164% -32.1 -4.2 -36.3 

地方国企        

600248.SH 陕建股份 2826.4 219.7 1287% -175.0 -8.7 -183.7 

600502.SH 安徽建工 1210.7 99.7 1215% -57.2 -9.9 -67.1 

600853.SH 龙建股份 250.3 27.4 915% -0.9 0.0 -0.9 

600939.SH 重庆建工 586.4 80.9 725% -16.7 -2.3 -19.0 

000498.SZ 山东路桥 876.7 134.0 654% -6.7 -14.2 -20.9 

002060.SZ 广东建工 785.9 130.2 604% -8.4 -3.1 -11.5 

600170.SH 上海建工 1711.7 304.8 562% -66.0 -30.0 -96.1 

601789.SH 宁波建工 181.1 43.0 421% -3.8 -1.7 -5.5 

600820.SH 隧道股份 1131.5 289.4 391% -5.9 -1.3 -7.2 

002061.SZ 浙江交科 455.4 142.0 321% -3.8 -3.7 -7.5 

600039.SH 四川路桥 1269.8 451.3 281% -13.4 -7.9 -21.3 

002307.SZ 北新路桥 97.0 34.5 281% -6.3 -3.2 -9.5 

600284.SH 浦东建设 136.9 75.2 182% -1.1 -0.4 -1.5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应收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其他非流动资产，净资产=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其他权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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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基建&地产投资超预期下行：我们预计专项债的密集发行推动基建形成实物工作量，有望

带动基建景气度环比改善，若基建及地产投资超预期下行，则宏观经济压力或进一步提升，

导致建筑企业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 

测算具有主观性：文中对于化债影响的测算均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具有主观性，若假设

条件不及预期，则可能导致测算结果失真，仅供参考。 

化债资金落地进度不及预期：若化债资金的落地进度放缓，或针对工程施工企业的账款清

欠节奏不及预期，则可能导致建筑企业报表质量改善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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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 10%-20% 

 持有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10% 

 卖出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以下 

 强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 5%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5%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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