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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饰 

2021 年建筑行业着眼产业升级与行业格局变化 

【本周核心观点】2020 全年建筑板块下跌 7.9%，总量刺激力度低于预期，

板块整体低位震荡，其中钢结构子板块相对收益突出。展望 2021 年，建议

弱化总量增长，着眼产业链转型升级和行业格局变化。本周住建部等十二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用工规

范化提升传统现浇建筑成本，有望推动集约化、机械化的建筑工业化加快应

用。住建部部长发文要求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加快发展“中

国建造”，建筑工业化有望进一步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延伸，有利于打通建筑

上下产业链，进一步提升行业效率，相关技术加快应用有望催生行业新赛道

与投资机会，值得重点关注。当前优质装配式龙头估值已极具吸引力，持续

推荐鸿路钢构（PE20X）、精工钢构（PE12X）、华阳国际（PE15X）、亚

厦股份（PE17X）。建筑蓝筹市占率提升趋势日益明显，建筑龙头估值有待

重估，重点推荐中国建筑（PE4.2X）、金螳螂（PE8.9X），以及短期受益

制造业投资复苏，中长期受益行业转型升级机遇的专业工程龙头中材国际

（PE6.8X）、中国化学（PE7.2X）。本周人造草坪龙头共创草坪（PE24X）

发布股权激励划定明确目标，有望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积极性，激发公司

中长期市值与成长动力，持续重点推荐。 

2020 年建筑板块复盘：总量刺激力度低于预期，板块整体低位震荡，钢结

构子板块相对收益突出。2020 上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国内财政、货币双

发力，基建加力托底预期升温，板块整体阶段性涨幅明显，同时装配式产业

趋势加速，优质细分装配式龙头弹性更佳。下半年随着疫情防控取得较好成

效，经济复苏超预期，宏观调控政策趋于中性，基建回升力度低于预期，板

块整体持续低位震荡，装配式板块有消化估值需求，股价亦明显调整。全年

建筑板块下跌 7.9%，排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倒数第 3 名，相较上证综指/

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收益率分别为-21.8%/-35.1%/-72.9%。 

分子板块看，全年仅钢结构/设计咨询子板块上涨，分别上涨 58.6%/1.0%，

装配式产业大趋势下，钢构龙头盈利增长强劲，钢构子板块全年相对收益突

出。全年跌幅前三位子板块分别为国际工程/建筑央企/园林 PPP，分别下跌

11.1%/10.6%/10.4%，国际工程子板块主要受海外疫情扩散影响，盈利阶

段性大幅下滑；建筑央企子板块在下半年基建托底必要性下降，地产链融资

收紧环境下，估值阶段性承压；园林 PPP 子板块整体仍处资产负债表修复期，

整体经营情况仍有待改善。 

分个股看，全年涨幅前三个股为鸿路钢构/永福股份/农尚环境，分别上涨

247.0%/120.1%/75.6%，鸿路钢构聚焦钢结构产品加工制造环节，规模优

势与精细化管控能力构筑领先成本优势，促其在钢结构制造环节市占率不断

提升，展现了优异的盈利能力、清晰的竞争壁垒与成长路径；永福股份受益

于特高压电网等能源新基建加快发展，电力工程设计及 EPC 需求增加，盈

利预期显著提升，叠加 12 月份宁德时代战略入股催化致股价大幅上涨。全

年 跌 幅 前 三 个 股 为 豪 尔 赛 / 美 尚 生 态 / 宝 鹰 股 份 ， 分 别 下 跌

46.2%/38.5%/38.1%。 

展望 2021 年，弱化总量增长，着眼产业链转型升级和行业格局变化。预计

财政、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化，基建、地产投资平稳增长，制造业投资有

望得到改善。当前建筑业已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量增长已不是产业发

展的重点和主题，机会来自于转型升级和行业格局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

的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对建筑行业提出全新要求，对建筑业自身及产业链带

来全新机遇。另一方面，行业增速放缓将加速龙头企业市占率提升，强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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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优势，龙头企业有望重估。 

用工规范化提升传统现浇建筑成本，推动建筑工业化加快应用。本周住建部

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

指出当前我国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存在无序流动性大、老龄化现象突出、技

能素质低、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制约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为解决以

上问题，该文件要求到 2025 年建筑行业用工实现公司化、专业化管理，具

体来看：1）加快建筑企业自有工人队伍建设，鼓励建筑企业通过培育自有

建筑工人，建立相对稳定的核心技术工人队伍。项目发包时，鼓励发包人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自有建筑工人占比大的企业；评优评先时，同等条件下

优先考虑自有建筑工人占比大的项目。2）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用人单位应

与招用的建筑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禁用劳务合同代替劳动合同。施工

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不得安排未订立劳动合同并实名登记的建筑工人

进入项目现场施工。3）完善社会保险缴费机制，用人单位应依法为建筑工

人缴纳社会保险。我们认为，随着建筑行业用工更加规范化，依靠大量人力

的传统现浇建筑成本将进一步提升，而装配式建筑具有工厂集约化生产、现

场机械化拼装的特征，现场用工需求大幅降低，建筑用工规范化将推动建筑

工业化加快发展。 

政策力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有望催生行业新赛道。本周住建

部部长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要“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建设

建筑产业互联网，推广钢结构装配式等新型建造方式，加快发展 „中国建造 ‟”。

近期政策不断强调推动智能建造发展，装配式建筑虽然在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先进建造方式相比仍存较大差距，通过推动智能

建造，有望将建筑工业化进一步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延伸，有利于打通建筑上

下产业链，进一步提升行业效率。我们认为智能建造主要包括：1）利用 BIM

进行三维建模及现场仿真分析；2）工厂智能化产线预制部品部件；3）项目

现场机械化或机器人安装；4）利用 GPS、三维激光扫描仪等进行项目现场

精密测控；5）利用传感采集技术、系统识别和损伤定位技术进行建后结构

安全监测。6）嵌入智能机电运维系统优化建筑能耗及提升运行效率。相关

智能建造技术加快应用有望催生行业新赛道与投资机会，值得重点关注。 

共创草坪：股权激励划定明确目标，人造草坪龙头再添增长动力。本周共创

草坪发布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激励公司 85 名核心员

工，合计授予公司股票 263.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授予价 15.11

元/股（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50%），股票分 2021-2023 年 3 年解禁，每年解

禁条件需满足以下 2 个条件之一：1）对应年份营收较 2020 年增长分别不

低于 20%/44%/73%（CAGR=20%），且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分别不低于

10%/25%/52%(CAGR=15%)；2）对应年份营收较 2020 年增长分别不低

于 15%/33%/52%(CAGR=15%)，且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分别不低于

20%/44%/73%(CAGR=20%)。激励计划综合考虑了营收与业绩增速，划定

稳健增长目标，有望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积极性，绑定管理层与股东利益，

激发公司中长期市值与成长动力。作为全球人造草坪龙头，公司通过扩产持

续强化规模优势，同时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实现部分原料自产以降低成本、

扩充产品品类增添新利润点，并通过与国际权威组织合作，扩大对高端市场

渗透，夯实行业龙头地位，有望持续展现优异成长性。 

投资建议：装配式产业大趋势明确，优质装配式龙头估值已极具吸引力，持

续推荐鸿路钢构（PE20X）、精工钢构（PE12X）、华阳国际（PE15X）、

亚厦股份（PE17X）。建筑蓝筹市占率提升趋势日益明显，建筑龙头估值有

待重估，重点推荐中国建筑（PE4.2X）、金螳螂（PE8.9X），以及短期受

益制造业投资复苏，中长期受益行业转型升级机遇的专业工程龙头中材国际

（PE6.8X）、中国化学（PE7.2X）。人造草坪龙头共创草坪（PE24X）发布

股权激励划定明确目标，有望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积极性，激发公司中长

期市值与成长动力，持续重点推荐。 

风险提示：信用环境趋紧风险、疫情影响超预期风险、应收账款风险、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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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风险等。 

 

重点标的  

股票  股票  投资   EPS （元）   P E  

代码  名称  评级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002541 鸿路钢构 买入 1.07 1.38 1.84 2.30 34.2 26.5 19.9 15.9 

600496 精工钢构 买入 0.20 0.30 0.37 0.46 22.4 14.9 12.1 9.7 

002949 华阳国际 买入 0.69 0.92  1.22  1.53  27.0 20.4 15.3 12.3 

002375 亚厦股份 买入 0.32 0.30 0.45 0.60 23.4 24.8 16.5 12.4 

601668 中国建筑 买入 1.00 1.07 1.18 1.29 5.0 4.6 4.2 3.9 

002081 金螳螂 买入 0.88 0.88 1.05 1.16 10.7 10.7 8.9 8.1 

600970 中材国际 买入 0.92 0.83 1.01 1.11 7.5 8.3 6.8 6.2 

605099 共创草坪 买入 0.71 1.05 1.32 1.65 43.6 29.6 23.5 18.8  
资料来源：贝格数据，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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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核心观点 

2020 全年建筑板块下跌 7.9%，总量刺激力度低于预期，板块整体低位震荡，其中钢结

构子板块相对收益突出。展望 2021 年，建议弱化总量增长，着眼产业链转型升级和行

业格局变化。本周住建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的指导意见》，用工规范化提升传统现浇建筑成本，有望推动集约化、机械化的建筑工业

化加快应用。住建部部长发文要求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加快发展‚中

国建造‛，建筑工业化有望进一步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延伸，有利于打通建筑上下产业链，

进一步提升行业效率，相关技术加快应用有望催生行业新赛道与投资机会，值得重点关

注。当前优质装配式龙头估值已极具吸引力，持续推荐鸿路钢构（PE20X）、精工钢构

（PE12X）、华阳国际（PE15X）、亚厦股份（PE17X）。建筑蓝筹市占率提升趋势日益明

显，建筑龙头估值有待重估，重点推荐中国建筑（PE4.2X）、金螳螂（PE8.9X），以及短

期受益制造业投资复苏，中长期受益行业转型升级机遇的专业工程龙头中材国际

（PE6.8X）、中国化学（PE7.2X）。本周人造草坪龙头共创草坪（PE24X）发布股权激励

划定明确目标，有望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积极性，激发公司中长期市值与成长动力，

持续重点推荐。 

 

行业动态分析 

2020 年建筑板块复盘：总量刺激力度低于预期，板块整体低位震荡，钢结构子板块相

对收益突出。2020 上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国内财政、货币双发力，基建加力托底预期

升温，板块整体阶段性涨幅明显，同时装配式产业趋势加速，优质细分装配式龙头弹性

更佳。下半年随着疫情防控取得较好成效，经济复苏超预期，宏观调控政策趋于中性，

基建回升力度低于预期，板块整体持续低位震荡，装配式板块有消化估值需求，股价亦

明显调整。全年建筑板块下跌 7.9%，排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倒数第 3 名，相较上证综

指/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收益率分别为-21.8%/-35.1%/-72.9%。 

 

分子板块看，全年仅钢结构/设计咨询子板块上涨，分别上涨 58.6%/1.0%，装配式产业

大趋势下，钢构龙头盈利增长强劲，钢构子板块全年相对收益突出。全年跌幅前三位子

板块分别为国际工程/建筑央企/园林 PPP，分别下跌 11.1%/10.6%/10.4%，国际工程子

板块主要受海外疫情扩散影响，盈利阶段性大幅下滑；建筑央企子板块在下半年基建托

底必要性下降，地产链融资收紧环境下，估值阶段性承压；园林 PPP 子板块整体仍处资

产负债表修复期，整体经营情况仍有待改善。 

 

分个股看，全年涨幅前三个股为鸿路钢构 /永福股份 /农尚环境，分别上涨

247.0%/120.1%/75.6%，鸿路钢构聚焦钢结构产品加工制造环节，规模优势与精细化管

控能力构筑领先成本优势，促其在钢结构制造环节市占率不断提升，展现了优异的盈利

能力、清晰的竞争壁垒与成长路径；永福股份受益于特高压电网等能源新基建加快发展，

电力工程设计及 EPC 需求增加，盈利预期显著提升，叠加 12 月份宁德时代战略入股催

化致股价大幅上涨。全年跌幅前三个股为豪尔赛 /美尚生态 /宝鹰股份，分别下跌

46.2%/38.5%/38.1%。 

 

展望 2021 年，弱化总量增长，着眼产业链转型升级和行业格局变化。预计财政、货币

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化，基建、地产投资平稳增长，制造业投资有望得到改善。当前建筑

业已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量增长已不是产业发展的重点和主题，机会来自于转型

升级和行业格局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对建筑行业提出全新要

求，对建筑业自身及产业链带来全新机遇。另一方面，行业增速放缓将加速龙头企业市

占率提升，强化龙头优势，龙头企业有望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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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建筑装饰行业行情及整体估值情况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2：2020年建筑指数相对涨跌幅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020 全年 

申万建筑指数收益率 -3.8% -4.1% 6.3% -6.2% -7.9% 

沪深 300 收益率 -10.0% 13.0% 10.2% 13.6% 27.2% 

相对收益率 6.2% -17.0% -3.8% -19.8% -35.1% 

在申万 28 个行业中排名 10 名 28 名 15 名 24 名 26 名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3：建筑行业子板块年度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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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年度个股涨跌幅前五 

涨幅排名 公司简称 周涨跌幅 跌幅排名 公司简称 周涨跌幅 

1 鸿路钢构 247.04% 1 豪尔赛 -46.18% 

2 永福股份 120.10% 2 美尚生态 -38.47% 

3 农尚环境 75.59% 3 宝鹰股份 -38.13% 

4 华图山鼎 64.96% 4 新疆交建 -37.09% 

5 中矿资源 57.52% 5 中铝国际 -35.74%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用工规范化提升传统现浇建筑成本，推动建筑工业化加快应用。本周住建部等十二部委

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指出当前我国建筑产业

工人队伍‚存在无序流动性大、老龄化现象突出、技能素质低、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问

题，制约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为解决以上问题，该文件要求到 2025 年建筑行业用工实

现公司化、专业化管理，具体来看：1）加快建筑企业自有工人队伍建设，鼓励建筑企业

通过培育自有建筑工人，建立相对稳定的核心技术工人队伍。项目发包时，鼓励发包人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自有建筑工人占比大的企业；评优评先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自有建筑工人占比大的项目。2）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用人单位应与招用的建筑工人依法

签订劳动合同，严禁用劳务合同代替劳动合同。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不得安排

未订立劳动合同并实名登记的建筑工人进入项目现场施工。3）完善社会保险缴费机制，

用人单位应依法为建筑工人缴纳社会保险。我们认为，随着建筑行业用工更加规范化，

依靠大量人力的传统现浇建筑成本将进一步提升，而装配式建筑具有工厂集约化生产、

现场机械化拼装的特征，现场用工需求大幅降低，建筑用工规范化将推动建筑工业化加

快发展。 

 

图表 5：建筑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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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我国农民工历年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盛证券研究所 

 

政策力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有望催生行业新赛道。本周住建部部长在人

民日报刊文指出要‚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推广

钢结构装配式等新型建造方式，加快发展‘中国建造’‛。近期政策不断强调推动智能建

造发展，装配式建筑虽然在促进行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先进建造方式

相比仍存较大差距，通过推动智能建造，有望将建筑工业化进一步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延

伸，有利于打通建筑上下产业链，进一步提升行业效率。我们认为智能建造主要包括：1）

利用 BIM 进行三维建模及现场仿真分析；2）工厂智能化产线预制部品部件；3）项目现

场机械化或机器人安装；4）利用 GPS、三维激光扫描仪等进行项目现场精密测控；5）

利用传感采集技术、系统识别和损伤定位技术进行建后结构安全监测。6）嵌入智能机电

运维系统优化建筑能耗及提升运行效率。相关智能建造技术加快应用有望催生行业新赛

道与投资机会，值得重点关注。 

 

图表 7：我国智能建造政策汇总 

日期 部委 文件名 内容概要 

2020/7/15 
住建部等 7

部门 

《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方案》 

积极探索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建筑机器人等新技术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

推动绿色建造与新技术融合发展。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计划和绿色建

筑创新奖，推动绿色建筑新技术应用。 

2020/7/28 
住 建 部 等

13 部门 

《关于推动智能建造

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

展的指导意见》 

以大力发展建筑工业化为载体，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动力，创新突破相关核

心技术，加大智能建造在工程建设各环节应用，形成涵盖科研、设计、生产加工、

施工装配、运营等全产业链融合一体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 

2020/8/28 
住建部等 9

部门 

《关于加快新型建筑

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

见》 

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加快应用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型建筑技术，同时大力推行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询等新型工程建设模式，

全面以智能建造技术为核心，实现我国新型建筑工业化时代。 

2020/11/17 
住建部部长

王蒙徽 

《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十四五‛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解读 

加快推进基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推动智

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推广钢结构装配式等新型建造方式，加快发展‚中

国建造‛。 

2020/11/20 交通运输部 

《关于中国铁道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智

慧建造等交通强国建

设试点工作的意见》 

原则同意中国铁建集团开展智慧建造试点工作，并同意其开展装配式隧道仰拱设

计施工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推进装配式混凝土桥墩关键技术及智能化施工装备

研发，推进装配式中低速磁浮轨道梁及桥墩关键技术研究。 

2020/12/21 住建部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工作会议 

加快发展‚中国建造‛，推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

工业化协同发展，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完善装配式建筑标准体系，大力推

广钢结构建筑。深入实施绿色建筑创建行动。 

2020/12/29 
住建部部长

王蒙徽 

人民日报《实施城市

更新行动》 

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建设建筑产业互联网，推广钢结构装配式

等新型建造方式，加快发展‚中国建造‛。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国盛证券研究所 

年份 16-20岁 21-30岁 31-40岁 41-50岁 50岁以上

2008年 11% 35% 24% 19% 11%

2009年 9% 36% 24% 20% 12%

2010年 7% 36% 24% 21% 13%

2011年 6% 33% 23% 24% 14%

2012年 5% 32% 23% 26% 15%

2013年 5% 31% 23% 26% 15%

2014年 4% 30% 23% 26% 17%

2015年 4% 29% 22% 27% 18%

2016年 3% 29% 22% 27% 19%

2017年 3% 27% 23% 26% 21%

2018年 2% 25% 25% 26% 22%

2019年 2% 23% 26%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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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草坪：股权激励划定明确目标，人造草坪龙头再添增长动力。本周共创草坪发布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激励公司 85 名核心员工，合计授予公司股票 263.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授予价 15.11 元/股（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50%），股票分

2021-2023 年 3 年解禁，每年解禁条件需满足以下 2 个条件之一：1）对应年份营收较

2020 年增长分别不低于 20%/44%/73%（CAGR=20%），且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分别

不低于 10%/25%/52%(CAGR=15%)；2）对应年份营收较 2020 年增长分别不低于

15%/33%/52%(CAGR=15%) ， 且 净 利 润 较 2020 年 增 长 分 别 不 低 于

20%/44%/73%(CAGR=20%)。激励计划综合考虑了营收与业绩增速，划定稳健增长目

标，有望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积极性，绑定管理层与股东利益，激发公司中长期市值

与成长动力。作为全球人造草坪龙头，公司通过扩产持续强化规模优势，同时向产业链

上下游延伸，实现部分原料自产以降低成本、扩充产品品类增添新利润点，并通过与国

际权威组织合作，扩大对高端市场渗透，夯实行业龙头地位，有望持续展现优异成长性。 

 

图表 8：共创草坪历年营收及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9：共创草坪历年归母净利润及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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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共创草坪历年运动草和休闲草业务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公司历年产能情况（万平方米） 

年度  年末产能  平均产能  产量  销量  产能利用率  产销率  

2017 年 3600 3450 3444 3240 99.83% 94.08% 

2018 年 3960 3810 3796 3767 99.63% 99.24% 

2019 年 5040 4500 4097 4069 91.04% 99.32%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2：公司历史产能及预测值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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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装配式产业大趋势明确，优质装配式龙头估值已极具吸引力，持续推荐鸿路钢构（PE20X）、

精工钢构（PE12X）、华阳国际（PE15X）、亚厦股份（PE17X）。建筑蓝筹市占率提升趋

势日益明显，建筑龙头估值有待重估，重点推荐中国建筑（PE4.2X）、金螳螂（PE8.9X），

以及短期受益制造业投资复苏，中长期受益行业转型升级机遇的专业工程龙头中材国际

（PE6.8X）、中国化学（PE7.2X）。人造草坪龙头共创草坪（PE24X）发布股权激励划定

明确目标，有望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积极性，激发公司中长期市值与成长动力，持续

重点推荐。 

 

图表 13：建筑行业重点公司估值表 

股票简称  
股价  

（元）  

EPS（元）  PE 
PB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中国建筑 4.97 1.00 1.07 1.18 1.29 5.0 4.6 4.2 3.9 0.75 

中国铁建 7.90 1.49 1.59 1.79 1.97 5.3 5.0 4.4 4.0 0.60 

中国中铁 5.27 0.96 1.00 1.12 1.23 5.5 5.3 4.7 4.3 0.64 

中国交建 7.26 1.24 1.12 1.25 1.35 5.8 6.5 5.8 5.4 0.58 

中国化学 5.87 0.62 0.70 0.82 0.97 9.5 8.4 7.2 6.1 0.85 

葛洲坝 6.58 1.18 1.15 1.26 1.39 5.6 5.7 5.2 4.7 0.94 

中国中冶 2.73 0.32 0.36 0.40 0.45 8.6 7.6 6.8 6.1 0.76 

中国电建 3.88 0.47 0.50 0.55 0.63 8.2 7.8 7.0 6.2 0.67 

中国建筑国际 4.42 1.07 1.18 1.31 1.45 4.1 3.7 3.4 3.0 0.44 

上海建工 3.01 0.44 0.44 0.49 0.54 6.8 6.8 6.1 5.6 0.98 

华设集团 10.95 0.93 1.13  1.35  1.59  11.8 9.7 8.1 6.9 1.95 

华阳国际 18.75 0.69 0.92  1.22  1.53  27.0 20.4 15.3 12.3 3.02 

鸿路钢构 36.53 1.07 1.38 1.84 2.30 34.2 26.5 19.9 15.9 3.57 

精工钢构 4.48 0.20 0.30 0.37 0.46 22.4 14.9 12.1 9.7 1.35 

东南网架 6.29 0.26 0.36 0.50 0.68 24.3 17.4 12.6 9.3 1.45 

达实智能 3.58 -0.18 0.15 0.22 0.30 -20.1 23.4 15.9 11.8 2.27 

远大住工 17.08 1.39 1.09 1.44 1.80 12.3 15.7 11.9 9.5 2.00 

金螳螂 9.39 0.88 0.88 1.05 1.16 10.7 10.7 8.9 8.1 1.53 

亚厦股份 7.44 0.32 0.30 0.45 0.60 23.4 24.8 16.5 12.4 1.21 

龙元建设 5.23 0.67 0.70 0.77 0.85 7.8 7.5 6.8 6.2 0.72 

东珠生态 15.99 1.13 1.48 1.85 2.22 14.1 10.8 8.6 7.2 1.60 

绿茵生态 11.61 0.67 0.90 1.13 1.42 17.3 12.9 10.3 8.2 1.75 

共创草坪 31.05 0.71 1.05 1.32 1.65 43.6 29.6 23.5 18.8 7.16 

中工国际 7.09 0.85 0.09 0.52 0.80 8.3 78.8 13.6 8.9 0.83 

北方国际 7.46 0.92 0.90 0.91 1.00 8.1 8.3 8.2 7.5 1.08 

中钢国际 4.45 0.43 0.52 0.61 0.73 10.5 8.6 7.3 6.1 1.06 

中材国际 6.88 0.92 0.83 1.01 1.11 7.5 8.3 6.8 6.2 1.12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股价为 2020年 12月 31日收盘价，未覆盖个股 EPS数据取自 Wind 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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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重要信息汇总 

 

图表 14：重点公司动态跟踪（2020/12/28-2020/12/31） 

中标公告  

时间 公司 内容 

2020/12/30 中国铁建 
子公司（联合体）中标达州“双城一线”城市综合开发建设合作项目，总投资 566.6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
营收的 6.82%，工期暂定 15 年。 
近期公司（联合体）中标 9 个重大项目，中标价合计为 923.9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11.13%。 

2020/12/29 中国核建 近期中标 2 个重大项目，合计 197.32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31.03%。 

2020/12/30 中国电建 
子公司（联合体）中标了华能大连庄河海上风电 IV1 场址项目（350MW）EPC 总承包，中标金额为人民
币 59.67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1.71%，工期为 12 个月。 

2020/12/29 龙元建设 
（联合体）中标青岛市市民健康中心建设工程 PPP项目，总投资 16.91 亿元，占公司2019 年营收的7.89%，
合作期限为 27 年。（已入管理库，已公告）。 

2020/12/29 华体科技 
（联合体）中标张家口崇礼区智慧之树（路灯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设计施工采购总承包（EPC)，中标
价为 1.9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26.69%，工期为 7 个月。 

2020/12/30 中油工程 全资子公司中标尼贝管道项目多个标段，中标价合计为 57.54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8.85%。 

2020/12/30 安徽建工 近日，子公司（联合体）中标 3 个项目，中标价合计为 36.17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7.65%。 

2020/12/30 浦东建设 
近期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 4 个重大项目，中标金额合计为 14.42 亿元，占

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23.19%。 

2020/12/30 铁汉生态 
盐城城南林木生态园 PPP 项目提前终止，合作方应于 180 天内向公司支付 2.7 亿元补偿款，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5.33%。 

2020/12/30 宁波建工 
控股子公司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宁波杭州湾新区杭州湾大道跨十一塘江桥梁工程
（施工），中标价为 4.31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2.32%，工期 900 日历天。 

2020/12/30 重庆建工 
联合体）中标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应急医院勘察、设计、采购、施工 EPC 总承包工程，中标价
为 12.27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2.35%，工期为 31 个月。 

2020/12/29 岳阳林纸 
全资子公司诚通凯胜中标镇海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及海塘安澜（一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中标
价为 7.6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10.64%，工期为 24 个月。 

2020/12/29 腾达建设 
近期中标“青浦区新府路（华重路-崧泽大道）新建工程”项目，中标价为 3.4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的
7.78%，工期为 730 日历天。 

2020/12/29 龙建股份 
（联合体）中标遂宁河东新区 3 个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价合计 4.8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收
的 4.37%。 

2020/12/31 汉嘉设计 
联合体中标杭政储出[2018]44 号地块商业商务用房工程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中标价 4.87 亿

元，工期 1110 日历天。 

2020/12/31 花王股份 
预中标叶县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叶县 S330 逍白线叶县东兰南高速口至 G234 段绿化建设项目，金额 6738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营业总收入的 5%。 

2020/12/31 华建集团 
签订国家冰雪运动训练基地项目，设计费 5.01 亿元，占公司 2019 年营业总收入的 0.69%，设计完成日
期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公告  

2020/12/31 中国铁建 
子公司中铁建资本集团认购国寿铁建（深圳）基础设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 126 亿元（总规模 280 亿
元）。 

2020/12/28 共创草坪 

发布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激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中层管理、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共
85 人，合计授予公司股票 263.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授予价 15.11 元/股，股票分 2021-2023

年 3 年解禁，每年解禁条件需满足以下 2 个条件之一：1）对应年份营收较 2020 年增长分别不低于
20%/44%/73%，且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分别不低于 10%/25%/52%；2）对应年份营收较 2020 年增
长分别不低于 15%/33%/52%，且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分别不低于 20%/44%/73%。 

2020/12/31 中国电建 
董事会同意下属 5 个控股子公司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大泽湖生态智慧城综合开发项目，总投资 99.64

亿元。 

2020/12/28 上海建工 证监会受理了子公司上海建工建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申请。 

2020/12/28 名家汇 
拟发行股份购买悦金产投所持有的爱特微 52%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增发募集
资金，发行价格 5.34 元/股，资产的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2020/12/28 森特股份 股东华永投资近日减持公司股份 57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 

2020/12/28 天域生态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 

2020/12/29 华建集团 

发布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1.6 亿股，发行对象不超过 35 名，

募资总额不超过 11.87 亿元，用于全国重点区域属地化分支机构建设项目、数字化转型升级建设项目、

城市建筑数字底座平台建设项目、补流等。 

2020/12/29 华电重工 

发布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拟授予限制性股票 134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激励对象

197 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8.03%，授予价格为每股 2.62 元。分三期解禁，考核条件以 2019 年业绩为
基准，2021-2023 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均不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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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9 镇海股份 

拟使用不超过 6000 万元自有资金，以不超过 12.00 元/股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250

万股，不超过 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6%-2.052%。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计划。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周度大宗交易 

名称 成交价（平均，元/股） 成交量(万股\份\张) 成交额（万元） 

豪尔赛 17.55 175 3,071 

森特股份 7.41 381 2,827 

岭南股份 3.53 459 1,620 

百利科技 10.95 137 1,499 

金螳螂 8.98 157 1,407 

中国中铁 4.75 272 1,290 

建艺集团 15.90 65 1,034 

华设集团 10.30 73 752 

中国铁建 7.90 50 397 

建研院 6.73 40 267 

华设集团 9.42 27 254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6：周度限售解禁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万股) 解禁前流通股占比(%) 解禁后流通股占比(%) 解禁股份类型 

中化岩土 2020-12-28 854.32 74.38 74.85 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 

维业股份 2020-12-29 126.41 92.35 92.95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勘设股份 2020-12-30 182.40 97.24 97.9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三联虹普 2020-12-31 61.04 68.70 68.89 股权激励限售股份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7：周度股权质押 

名称 股东名称 质押股数(万股) 质押起始日期 质押比例 

文科园林 李从文 2705 2020-12-29 5.28% 

龙元建设 赖振元 4600 2020-12-30 3.01% 

岳阳林纸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00 2020-12-29 3.88%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8：周度主要股东减持 

名称 变动次数 
涉及股东

人数 
总变动方向 

净买入股份数合计

(万股) 

增减仓参考市值

(万元) 

参考均价(元 /

股) 

占流通盘比

例 

金诚信 1 1 增持 14 161 11.27 0.02% 

森特股份 3 3 减持 -576 -5,101 8.85 1.20% 

中达安 7 2 减持 -120 -2,664 22.24 1.40% 

建艺集团 1 1 减持 -65 -1,142 17.57 0.75% 

金螳螂 1 1 减持 -157 -1,500 9.58 0.06%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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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信用环境趋紧风险、疫情影响超预期风险、应收账款风险、海外经营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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