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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数据来源：公司年度报告；增幅均为千元数计算。

收入增速超10%；净利润增速超15%

收入和利润1

财务指标 2015
(亿元)

2014
(亿元)

增幅
(%)

营业收入 8,805.8 8,000.3 10.1

毛利润 1,095.4 1,006.6 8.8

营业利润 470.9 422.1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 260.6 225.7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扣非) 251.1 209.3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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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复合增长率23%；净利润复合增长率29%

收入和利润(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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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地产营业收入增幅居前

分部业绩2

分部业务

营业收入（亿元） 毛利润（亿元）

2015 2014 增幅
(%) 2015 2014 比重

(%)

房建 5,883 5,549 6.0 459.8 416.9 42.0

基建 1,414 1,189 18.9 156.0 133.7 14.2

房地产 1,424 1,244 14.5 444.9 418.8 40.6

勘察设计 65 71 -8.5 12.1 14.7 1.1



6 | 6数据来源：公司年度报告；毛利润比重根据分部间抵消后计算。

业务结构调整效果显现

分部业绩(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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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盈利指标保持稳定

盈利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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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毛利率：地产、基建平稳，房建提升

盈利能力(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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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费用率保持稳定，管理费用率与去年持平

盈利能力(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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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持续提升

股息分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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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11数据来源：公司年度报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净资产均按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口径计算。

资产总额超万亿，资产负债率保持下行

资产和回报5

财务指标 单位 2015 2014 增幅

资产总额 亿元 10,749 9,191 17.0%

净资产
（股东权益） 亿元 2,388 1,969 21.3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 亿元 1,680 1,390 20.8%

每股净资产 元 5.03 4.57 10.1%

资产负债率 % 77.8 78.6 减少0.8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16.0 17.7 减少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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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持续保持在15%以上

资产和回报(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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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和应收保持高位，预收款超千亿

资产和回报(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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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合理可控，且转入下行趋势

资产和回报(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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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经营性现金净流入546亿元

现金流和现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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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货币资金超2000亿

现金流和现金(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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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18数据来源：公司年度报告；此表新签合同额不含地产合约销售。

基建合同高速增长，待施稳定增长

合同额1

分部指标 2015
（亿元）

2014
（亿元）

增减
（%）

建筑业务
新签合同额* 15,190 14,190 7.1

房建 11,962 11,614 3.0

基建 3,140 2,478 26.7

勘察设计 88 98 -10.2

待施合同额
（房建和基建） 23,456 20,249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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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签合同是收入的1.7倍，待施合同是收入的2.7倍

合同额(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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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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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区域：“长江经济带”合同占比居前

建筑业务(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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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有所提升，住宅和楼宇商厦占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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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新签合同大幅增长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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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65%

82% 82% 86%
91%

7%

10%

2% 6% 3%
2%

4%

11%

4%
5% 6%

1%1% 10%
7%

3% 3% 3%7%
4% 3% 2% 3%

3%

0%

20%

40%

60%

80%

1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基建合同构成

交通 能源 石油 环保 供水及处理

22%
28%

35%
45% 45%

27%

15%

18% 6%

9% 14%

19%
11%

6%
8%

10% 6%

5%

24%
6%

3%

8% 8%

12%

4%

2% 15%

6% 7%
13%

17%

6%

3%

5%
7%

3%

3%

1%

3%

0%
1%

12%
13%

2%

27%

10% 11% 6% 5%

0%

20%

40%

60%

80%

1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交通工程合同构成

市政道路 高速公路 公路桥梁 铁路
地铁 机场 停车场 海洋及港口
交管设施 隧道 其他



24 | 24数据来源：中国海外发展和中海宏洋披露公告；相关合计数含中海宏洋。

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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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25数据来源：中国海外发展和中海宏洋披露公告；相关合计数含中海宏洋。

全年新增土地1,400万平，土储资源丰富

地产业务(续)3

3,055 3,056 3,445 3,510 3,850 3,735 4,144 

529 
645 913 

1,166 1,207 
1,093 

1,607 
1,547 

2,789 
3,000 

2,927 3,065 2,512 

4,662 
5,132 

6,879 
7,423 

7,943 8,007 7,749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土地储备（万M2）

中建地产 中海宏洋 中海地产

1,165 

343 

906 
664 

1,217 
904 

596 

577 

150 
368 

456 

270 

165 

606 

229 

1,261 

476 

362 

372 

664 

1,771 

1,149 

2,317 

1,508 

2,035 

1,546 
1,42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新增土地储备（万M2）

中建地产 中海宏洋 中海地产



26 | 26数据来源：审计资料；相关合计及变动幅度以千元数计算。

地产存货：一线和省会城市库存压力不大

地产业务(续)3

城市 年份
2015 2014 变动幅度

（%）金额（亿元） 占比（%） 金额（亿元） 占比（%）

合计 2,363 100 2,377 100 -0.6

一线城市 469 19.9 611 25.7 -23.2

--上海 127 5.4 205 8.6 -38.1

--北京 139 5.9 187 7.9 -25.7

--广州 156 6.6 138 5.8 13.2

--深圳 48 2.0 82 3.5 -41.5

省会城市 1,033 43.7 1,168 49.1 -11.6

其中： --济南 185 7.8 171 7.2 7.8

--沈阳 131 5.6 152 6.4 -13.4

--武汉 153 6.5 120 5.1 27.3

其他城市 861 36.4 597 25.2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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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开发产品约400亿，风险可控

地产业务(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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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规模保持稳定

设计勘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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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签合同突破千亿，收入保持两位增长

海外业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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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31数据来源：公司统计资料；合计数含固定资产和新业务投资。

加快回款，严控新增

投资业务1

投资类型 2015年投资
（亿元）

2015年回款
（亿元）

投资收支比
（%）

投资占比
（%）

房地产开发 1,017 1,394 137.0 65.1

基础设施投资 303 204 67.4 19.4

房建工程投资 80 92 114.7 5.1

城市综合开发 116 23 19.9 7.4

合计 1,563 1,713 1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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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良好，分拆可期

专业板块2

序号 名称
营业收入 毛利 营业利润 新签

合同额
(亿元)金额(亿) 增长(%) 金额(亿) 增长(%) 金额(亿) 增长(%)

1 中建安装 372 27.8 35.7 9.9 17.0 19.7 301

2 中建钢构 150 35.1 14.0 14.8 7.0 11.1 98

3 中建商混 102 2.0 13.0 6.9 5.9 4.6 174

4 中建装饰 241 6.6 22.0 7.3 8.5 2.5 209

5 中建园林 14 0.0 0.9 8.9 0.3 -7.4 83

6 中建市政 227 8.1 28.0 21.7 15.2 16.9 700

7 中建铁路 121 -16.0 -4.7 - -11.1 - 285

8 中建轨交 192 12.9 12.0 20.0 6.0 36.4 303

9 中建路桥 460 19.5 58.0 16.0 33.9 2.7 825

10 中建电力 25 0.0 3.0 -7.8 2.2 -15.4 85

11 中建筑港 58 -6.5 5.3 0.0 2.0 0.0 290

12 中建地产 225 -21.3 44.7 -32.5 14.7 -2.0 295

13 中建设计 62 -8.8 11.4 -14.6 5.0 -16.7 88

合计 2,249 7.5 243.3 -5.2 106.6 -2.0 3,736
占公司比重 25.5% -- 22.2% -- 22.6% -- 22.3%



33 | 33数据来源：公司统计资料。

创新模式、打造平台

集中采购3

1,448 
1,711 1,796 1,900 

1,105 

1,883 

2,600 

1,448 

2,816 

3,679 

4,50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2013 2014 2015 2016E

（亿元）

大宗物资 劳务分包 合计

创新模式
“互联网+建筑+金融”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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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三大战略4

• 数 据：京津冀新签合同额约1,4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约1,100亿元
• 类 型：该区域新签房建和基础设施合同额1,170和197亿
• 空 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发布，该区域将以基础设施、北京首都产业功能-

-------------疏解和通州城市副中心等领域为重点突破口

• 数 据：沿线65个国家已进入43个国家市场；新签合同额约67亿美元；2015年，公司在一带--
---------- 一路地区实现营业收入109亿元，利润总额5.3亿元

• 项 目：签约28.9亿美元中巴经济走廊和27亿美元埃及新首都项目
• 空 间：国家落实到具体“一带一路”项目的投资总额约1.4万亿；未公布项目的框架性协议数--

------------千亿美元；公司目前追踪项目84个

• 数 据：珠三角新签合同额约26,0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约1,150亿元
• 类 型：该区域新签房建和基础设施合同额2,170和410亿元
• 空 间：珠三角作为国内三大城市群之一，辐射范围广，开拓精神足；目前深圳市正加快-

-------------开发南山区，该区域有望取得获得新契机

珠 三 角

一带一路

京 津 冀

D

A

C

• 数 据：长江经济带新签合同额近6,000亿元，占比约40%；实现营业收入约3,000亿元，占-
-------------比约35%

• 类 型：在该区域新签基础设施合同额1,147亿元，同比增长16.4%
• 空 间：审议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该区域有望迎来政策催化

长江经济带

B

以点带面、以面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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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三小战略5

• 规 划：《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基础[2015]1788号
• 模 式：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城市停车设施，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允许对外开放并取得相应收益
• 空 间：停车楼、地下停车场、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等集约化的停车设施

• 数 据：正在实施的项目计划投资总额超130亿元，建设长度超过150公里
• 项 目：在全国陆续落地的6个试点城市PPP项目中，已中标4个（十堰、六盘水、包头、 --

----------- 长沙），正在投标2个（沈阳、厦门）；前期亦签约武汉、福州和郑州等项目
• 空 间：全国计划未来3年投资351亿元，建设10个“地下管廊”试点，建设长度389公里

地下管廊

城市停车场

A

C

• 优 势：在地下深隧系统、生态道路、生态公园、天然洼地蓄滞等领域具备优势
• 项 目：参与济南、迁安等多个海绵城市建设项目
• 空 间：据住建部估算，海绵城市建设成本大概在1.6-1.8亿元/平方公里。依据2020年城市-

------ 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要达到目标要求，到2020年我国海绵城市建设投资规模至---
---- 少需达2万亿。目前首批是16个“海绵城市”试点，建设面积450多平方公里

海绵城市

B

抢抓业态、多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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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6

项目类型
项目数量

（个）

其中：

PPP项目(个)
数量

占比

权益投资额

（亿元）

其中：

PPP项目(个)
权益

投资占比

房地产开发 23 - 22% 656 - 24%

基础设施 52 31 48% 1,269 857 46%

房建工程 15 5 14% 144 40 5%

城镇综合建设 10 2 9% 692 209 24%

固定资产 8 - 7% 31 - 1%

合计 108 38 2,792 1,106

设定标准、严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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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建筑业务7

• 大客户：战略客户数量累计达114家，大客户提供合同额占到六成
• 大业主：10亿元以上特大项目308个，大项目合同额占比近六成
• 大市场：华东、华南、华中三大区域合同额占比达六成以上
• 新业态：一是教育、医疗、物流基地等公建项目的增速均在20%以上；二是产业园区新业--

----------- 态不断涌现。

• 新常态：建筑行业出现新的变化和业态；十三五时期要适应、把握和引领这一新常态
• 转型升级：一是智慧城市、医院建设及大健康、生态建设、教育文化旅游等；二是在行业成-

----------- 熟阶段通过整合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实现多元化经营和国际化经营
• 行业变革：产业链整合、生态环保、互联网+、智能家居和金融融合等
• 政策驱动：建筑工业化、PPP、国家三大战略、城市三小战略等

建 筑 业

房屋建筑

A

C

• 重要性：投资占GDP比重七成左右，其对GDP的贡献和拉动至关重要，稳增长要稳投资，
-------------稳投资要稳基建；我们判断决策层会以基建为抓手促投资，保增长

• 空 间：“十三五”时期，全国铁路和交通行业规模如下：
基础设施

B

铁路 新建（万公里） 投资（万亿元） 铁路覆盖范围 高铁覆盖范围

2020E 2.3 3.5-3.8 80%的县级行政区 90%的地级行政区
高速公路、港口 新建（万公里） 通车里程（万公里） 港口数（个） 航道里程（万公里）

2020E 3.0 11.0 2,610 1.9

稳定体量、提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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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地产业务8

• 城镇化： 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城镇化进程--
---------- 加快会带来新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 棚户区：2016年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其可带来一定量的施工规模和土地供给
• 市民化：2020年末增加约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带来住房需求
• 保障房：2016年新开工面积约32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倍

• 宏 观：房地产是投资的重要方面，亦是宏观经济保持合理区间的重要抓手
• 微 观：房地产对产业上游和产业下游均有带动作用，是监管层稳增长的最佳切入点
• 增 速：房地产已迈过高速增长期，正步入平稳发展期

• 依 据：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面积
• 公 式：国有土地出让面积×商住用地出让占比×商住用地容积率－年新开工面积(商住)
• 规 模：经测算，“十三五”末待施工规模接近100亿平方米

十三五潜在
施工规模

房地产步入
平稳发展期

新的契机

D

A

C

• 体 量：要框定总量（城市开发边界和土地供给）、测算容量（库存和消化周期）、盘-
------------活存量（三、四线）、做优增量（投资）、提高质量（房地产结构）

• 结 构：主要表现为区域分化、销售投资分化和政策分化。地产调控会面临因地制宜，-
---------- 因城施策

体量与结构
两端分析

B

顺应趋势、持续领先



39 | 39数据来源：公司“十三五”发展规划。

成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投资建设集团

公司“十三五”规划9

亿元
2015 2020 年均增速

合同额 16,740 ＞25,000 9%

营业收入 8,806 ＞13,000 9%

▪ 公司整体合同额为相关板块合同额之和

▪ 公司整体合同额包括勘察设计业务、施工业
务、房地产销售合同额，不涉及其他投资及
新业务板块

测算依据

• 到2020年，房建施工、基础设施施工和投资开发业务营业收入比例为5:3:2
• 到2020年，海外业务营业收入为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10%

业务板块

十三五规划



40 | 40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未雨绸缪，提前筹划

营改增10

• 设 计：设计业务进行“营改增”试点并取得显著成效：流转税下降6.8%，节约税款2,300-
------------ 万元，取得财政支持40万元；2015年增值税占收入比重为4.0%，较2012年降低0.4个点。

• 建 筑：未雨绸缪，提前筹划，制定预案
• 地 产：提前配合财政部、税务总局进行地产业务“营改增”测算

• 税 率：建筑业和房地产实行11%税率；金融和服务业实行6%税率
• 特 征：建筑、地产涉及行业链条、环节较多。如果管控不到位，进项税额无法抵扣，可-

----------- 能会出现收入、利润下滑的情况

税 率

应 对

A

C

• 初 衷：营改增的初衷是降低税务成本，提升营运活力，提高企业效率；此次扩大试点范-
------------ 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有利于巩固减税清费成果，提高全要素生-
------------ 产率

初 衷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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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力、助推企业

新业务11

• 类 型：除线上集采外，将P2P发展为“互联网+建筑+金融”
• 数 据：2015年集采规模突破3,500亿元，2016年有望突破4,500亿元
• 平 台：打造云筑电商平台，理念是：“筑巢、筑梦、筑未来”
• 合 作：与工商银行合作开始在子公司试点供应商融资

• 政 策：国家“十三五”规划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大力发展钢结构和装配式建筑
• 标 准：形成中国建筑工业化EPC总包体系以及为推动临建标准化
• 基 地：在上海、武汉等地投资兴建7个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签约及计划实施建筑工业---

--------- 化项目54个，集成房屋92个项目，4,700多个模块

• 类 型：产融结合，成立基金
• 平 台：成立中建资本、中建基金、中建资本（香港），依托中建基金搭建总对总产业基-

--------- 金合作框架
• 基 金：与甘肃合作发起设立规模千亿元的丝路交通发展基金，参与设立首都水环境治理-

-------- 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基金

金融创新

建筑工业化

电子商务

D

A

C

• 类 型：重点是海绵城市建设，包括给水、排水、管网建设和水生态治理
• 项 目：开拓多个生态治理系列项目水务环保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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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签合同额超1.6万亿；营业收入超9,200亿

2016年目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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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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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件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筑”或“本公司”）编制，仅供2015年
度业绩推介使用。

本演讲及本演讲稿包括“前瞻性陈述”。除历史事实陈述外，所有本公司预计或期待未
来可能或即将发生的业务活动、事件或发展动态的陈述(包括但不限于预测、目标及估计)
都属于前瞻性陈述。受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未来的实际结果或发展趋势可能会与这些
前瞻性陈述出现重大差异。这些可变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行业竞争、市场风险、法律、
财政和监管变化、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条件、政治风险、项目审批及其他非本公司可控
制的风险和因素。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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