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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呈列的資料數據來源於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以及多種官方或公開出版
物。源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的資料反映根據多種來源的資料而對市況的估計。
請參閱「– 資料來源」。我們認為，本節的資料來源為該等數據的適當來源，並已
合理審慎摘錄及轉載該等資料。我們並無理由認為該等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
或遺漏任何部分可能致使該等資料屬虛假或具誤導性。董事確認，彼等已採取
合理注意，並無察覺到自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日期以來，市場信息有任何逆轉，
可以使對本節資料須作保留、對其內容形成矛盾或有損其質素。我們、 [編纂 ]、
[編纂 ]、聯席保薦人、 [編纂 ]、 [編纂 ]或彼等各自的聯屬人士或顧問或參與 [編纂 ]

的任何其他各方，均未獨立核實官方政府或其他第三方來源之資料的準確性，
亦不對此發表任何聲明。該等數據可能與中國境內外編撰的其他數據不符，其
準確或完整程度亦可能與中國境內外編撰的其他數據不同。因此，本節所載官
方政府及其他第三方數據源可能不準確，不應被過度依賴。

中國宏觀經濟概覽

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平穩增長。中國名義GDP由2011年的人民幣48.4萬億元增
至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72.5萬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 8.4%。儘管增
速下降，但受潛力巨大的國內消費、政府刺激政策及固定資產持續投資的刺激，預
期中國名義GDP仍將於 2016年至 2021年間以7.9%的年複合增長率增長，於2021年達
人民幣106.3萬億元。

中國人均名義GDP由2011年的人民幣36,018.0元增至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人民幣52,475.8元，年複合增長率為7.8%，符合名義GDP的穩步增長。預期將於
2021年增至人民幣75,043.7元，2016年至 2021年間年複合增長率為 7.4%。

建築行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樓宇建築、基礎設施建設及專業
配套服務乃中國建築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築行業固定資產的已完成投資由
2011年的人民幣3,240億元增至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5,214億元，年
複合增長率為10.0%。

京津冀地區宏觀經濟概覽

華北城市化率最高的區域京津冀地區包括北京、天津及河北省 11個地級市（包
括保定、唐山、廊坊、石家莊、邢台、邯鄲、衡水、滄州、秦皇島、張家口及承德）。
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旨在推動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協同發展，建立一個新的首都
經濟圈，推進區域發展體制機制創新，是探索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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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相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該策略有助實現三個地區優勢互補，促進環渤海經濟
區（包括北京及天津市、河北、山西、遼寧及山東省以及內蒙古自治區）的發展，並
帶動北方腹地發展。

於2016年，河北省的城市化率約為 53.0%，遠低於北京（87.0%）、天津（83.0%）以
及低於國家平均水平（57.4%）。此外，基礎設施以及相關公共配套設施的建設大幅
落後於北京及天津。預期河北將受惠於政府支持以及北京與天津的資源，因此，河
北省城市化水平將有所提升，相關基礎設施以及配套設施的建設亦將得到改善。

自2011年起實施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後，京津冀地區名義GDP由2011年的人
民幣52,075億元增至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72,064億元，年複合增長
率為6.7%。受政府強有力經濟及政策支持的驅動，預期過程將於不久未來進一步
加速。京津冀地區名義GDP預期將繼續以3.0%的年複合增長率增加，至 2021年達到
人民幣83,378億元。

與名義GDP的增長同步，京津冀地區人均名義GDP由2011年的人民幣 36,018.0

元增至2016年的人民幣 52,475.8元，年複合增長率為 7.8%。預期京津冀地區人均名
義GDP將繼續以 7.4%的年複合增長率增加，至 2021年的人民幣 75,043.7元。京津冀
地區人均名義GDP的增加表明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居民生活水平及平均購買力上升。
預期協同發展過程將進一步推動京津冀地區人均名義GDP的增加。

中共中央委員會與國務院於2017年4月1日下發在河北省設立雄安新區的通知。
雄安新區地處北京、天津及保定腹地，其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 3

縣及週邊部分區域。該決定旨在緩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以及促進京津冀地區的
協同發展。設立雄安新區將解決七大重點任務：(i)建設綠色智慧新城；(ii)打造優
美生態環境；(iii)發展高端高新產業；(iv)提供優質公共服務；(v)構建快捷高效交
通網；(vi)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及 (vii)實現全方位對外開放。雄安新區的建立必然
會推動基礎設施建設。隨著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相關投資
很可能大幅增長，其中基礎設施以及軌道交通投資亦將激增。預計未來五年雄安
新區的固定資產累計投資將突破人民幣4,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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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京津冀地區的建築行業

中國建築行業概覽

中國建築總產值（2011年 -2021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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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建築總產值為衡量生產規模、發展速度及建築行業總產值的量化標準，其中包括：(i)施
工價值，即建築工程產值、設備安裝產值、房屋維護產值及非標設備製造產值；(ii)輔助
建築製品及工業性作業產值；(iii)外包建築服務及機械租賃服務產值；(iv)勘察及設計服
務產值；(v)其他工程、產品及服務產值。

由於宏觀經濟蓬勃發展，固定資產投資數額龐大，中國建築總產值於過去幾
年增長強勁，由 2011年的人民幣 116,463億元增至 2016年的人民幣 193,567億元，年複
合增長率為10.7%。2015年，由於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以及「新常態」階段的到來，
建築總產值同比增長率由2014年的10.2%跌至2015年的2.3%。然而2016年，國家推出「十
三五」計劃，目標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加快提高城鎮化率，由此帶來了保
障房、安置房和基礎建設的回暖，同時受益於PPP模式的加速推廣，該增速於當年
回彈至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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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受到政府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持續投資和對城市化的支持政策，尤其是
推動中西部城市化進程政策的驅動，預期中國建築業將持續增長，總產值預計於
2021年達到人民幣230,536億元。

中國建築總產值明細（2011年 -2021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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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附註： 房屋建築指房屋施工工程及相關房屋服務，主要包括商業建築及住宅建築。基礎設施建
築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旨在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工程通常由政府
出資及主導，且主要包括交通、電力供應、水供應、醫院設施及教育設施等。其他建築
主要包括工業建築施工工程（工廠、倉庫、礦井、鑄造廠等）及農業建築施工工程（穀物和
飼料加工站、禽畜牧場等）。

房屋建築

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形成房屋建築的巨大市場基礎。政策約束力不斷加大，
減緩住宅建築市場的增速。然而，工業升級仍推動商業及工業建築市場的蓬勃發展。

基礎設施建設

激增的人口密度（尤其是一二線城市）不斷加大公共設施及資源的壓力，產生
巨大基礎設施建設及維護需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個分支。
運輸是城市的血流，而交通基礎設施扮演血管的角色。中國城市日益增加的機動
車滲透率以及不斷擴大的經濟規模令更多投資湧入交通基礎設施，以維持城市的
基本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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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區建築行業概覽

自2011年至 2016年期間，京津冀地區建築產值呈上升趨勢，由2011年的人民
幣13,071億元增至2016年的預期市場規模人民幣 19,043億元，佔中國建築總產值的
近10%。

未來，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預期將推動京津冀地區的發展。此外，河北省新
經濟區雄安新區的設立將重點打造高新技術及創新產業群及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預計將產生大量資金興建住宅，基礎設施及其他建築。自2016年至 2021年，京津冀
地區的建築產值預計將以 7.9%的年複合增長率增加，遠高於中國整體建築業產值
年複合增長率3.6%，並於 2021年達人民幣 27,814億元。

京津冀地區建築產值（2011年 -2021年（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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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弗若斯特沙利文

市場驅動因素

基礎設施投資增加

過去數十年，固定資產投資的持續增加促進中國建築行業的發展。中國與發
達國家之間仍存在基礎設施發展差距。到 2015年底，中國人均基礎設施資本存量
為828美元，而美國錄得的同類數據為 11,000美元。「十三五規劃」擬「加快中國基礎
設施建設，包括交通、節約用水、能源設施等，以進一步提高國內基本公共服務水
平」，預期將在中國產生約人民幣400億元的總投資額，極大推動中國建築行業的
平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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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城市化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 2001年至2011年期間過往數據，自 2001年起，城鎮
化率每增長1.0%，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平均增長 3.7%。2016年，中國的城市化率達
57.4%，預期將於2020年達 60.0%。而 2016年，河北省城市化率為53.0%，低於全國水
平，未來增長空間大。因此，城鎮化率增加將直接刺激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從而推
動建築行業發展。此外，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年至 2020年）指出，政府將專注
居住人口達1億的棚戶區、城中村及危房改造工程，這也將為建築行業創造諸多需求。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預期將直接受惠建築行業。「一帶一路」戰略涵蓋東盟、
南亞、西亞、中亞、北非以及歐洲地區，人口總數達46億（約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GDP總額20萬億美元（約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於 2015年，受「一帶一路」戰略的
刺激，持續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超過人民幣1.0萬億元，而跨國投資約達524億美元。
廣闊的海外市場為中國的建築行業創造諸多新出口機會。

增加私人投資

私人領域投資（以PPP模式為代表）比例的不斷上升有效緩解當地政府的資金
壓力，極大強化建築行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於政府支持以及社會投資的熱情，類似
PPP的合作模式預期將推動中國建築項目的健康發展。

進入壁壘

證照及證書壁壘

中國建築行業對從業者的證照要求極高，從業者的業務範圍須與其已獲取的
證照嚴格保持一致。在中國頒發證照所依據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註冊資本、往績、
設備及機械產能、技術及管理型僱員最低人數限制。所有證照當中，授予符合有關
項目管理經驗、技術創新及運營規模高標準的建築施工總承包商的特級證照為最
高級證照。工程設計資質授予滿足有關人力資質、管理能力及內部控制高標準的
從業者。持有上述兩項證書的建築公司能夠提供完全整合的建築解決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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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國所有類別及規模的建築施工項目提供建築承包及設計、勘探及諮詢服務。
此外，彼等所收取的費用遠高於市場其他建築公司。除上述證照外，獲授魯班獎、
中國土木工程詹天佑獎等的項目的累計數量亦為招標方最終釐定總承建商的一項
重要因素。所有獎項中，魯班獎起源於 1987年，其被視為中國建築行業工程質量最
高榮譽。

資金壁壘

資金規模對新入者而言是另一個主要壁壘，主要指註冊資本及淨資產。在中
國建築行業，從業者須為眾多程序，包括承包、設備採購╱租賃、項目完工驗收準
備保證金。此外，大型項目通常對從業者的註冊資金有若干規定。因此，缺乏充足
資金的新入者可能被限制承接大型項目。

專業僱員壁壘

擁有充足的專業僱員對中國建築企業起到重要作用。《註冊建造師執業管理
辦法》規定，大中型項目須由一級建造師牌照持有人負責，且任何註冊建造師不得
同時擔任兩個或以上建築項目的主要負責人。一級註冊建造師的數量直接反映從
業者的專業水平及建築能力，即擁有多個一級註冊建造師的公司可同時承接大量
大中型建築項目。一般而言，新入者缺乏吸引專業僱員的業內聲譽，需較長時間段
培訓新人才。

市場趨勢

在項目中更廣泛採用「PPP」模式

「PPP」現時在中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日益被採用。透過簽署合同，私營方提
供公共服務及承擔項目的主要財務、技術及營運責任，讓政府可緩解財務上的壓
力並將項目監督管理得更好。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資料，截至 2016年底，
我國財政部PPP項目庫登記的項目數為11,260個，項目總投資人民幣13.5萬億元，其
中市政工程、交通運輸、綜合城鎮開發3類在入庫項目數居前3名，合計佔總入庫
數的 54%。由於「PPP」模式帶來的好處，此模式越來越被廣泛地採用，極有可能加
速建築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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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過程中強調環保

「十三五規劃」規定，預期環保技術及材料將廣泛應用於建築行業，以推廣「綠
色建築」。這一概念指在建築的整個生命週期中最大限度節約資源、減少廢物及保
護環境，以為居民提供健康、舒適及有效的生存空間。「綠色建築」亦為建設低碳生
態城市的一部分。同時，中國試圖加大建築行業去除落後產能以及減少多餘產能
的力度，有利於建築過程中的低能源消耗以及低排放。因此，更加關注建築行業的
環境保護乃大勢所趨。

建築機械化程度更高

中國的建築需求巨大，為建築市場的發展創造諸多機會。然而，中國的建築
行業仍屬勞動密集型。隨著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建築行業的人力資源
日益有限，導致勞動成本增加。因此，提高機械化建築技術可提高效率，進一步推
動建築行業發展。建築企業能夠提高市場競爭力，通過發展建築機械化推動建築
行業升級。

競爭格局

中國的建築行業非常分散，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國建築業企業超8萬家，
其中擁有施工總承包特級證照的大型企業僅為300多家。大型總承建商與項目主辦
方關係密切且較分包商擁有更強的議價能力。因此，處於主導地位的總承建商憑
藉他們的地理優勢、個人資質、管理能力及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佔有大量市場份額。
隨著建築行業不斷發展，處於主導地位的總承建商預計擴大其競爭優勢及提高入
行門檻，從而提高建築行業的市場集中程度。

就2016年總收入而言，河北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所有私營建築公司
中排名第二及於京津冀地區所有私營建築公司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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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場參與者

2016年中國私營建築公司按收益排名

排名 公司 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

1 公司A 53.1

2 本集團 38.6

3 公司B 29.4

4 公司C 25.9

5 公司D 24.0

6 公司E 20.3

7 公司F 19.1

8 公司G 18.2

9 公司H 15.0

10 公司 I 14.9

資料來源： 弗若斯特沙利文

原材料價格走勢

混凝土及鋼材是建築行業主要使用的兩種原材料。自 2011年至2016年期間，
混凝土的價格指數由 2011年的 100.0持續下跌至 2016年的80.5。由於鋼鐵行業產能
過剩及來自下游的需求不斷下降，自2014年至2015年鋼的價格指數經歷大幅下跌。
隨著鋼鐵行業的下游逐漸復甦，鋼的價格指數由 2015年的50.6緩慢上升至 2016年的
55.4。

在中國，過去數年見證了整體勞動力成本的迅猛上升。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
的統計數據，中國城市地區建築行業的平均工資指數由 2011年的100上升至2016年
的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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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國國家統計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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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我們已委託弗若斯特沙利文提供有關中國、京津冀地區及河北省建築行業及
房地產行業的資料。我們同意就報告向弗若斯特沙利文支付費用人民幣700,000元。
董事認為，有關報酬不會影響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內所呈列的意見及結論的公平性。

在編撰及製備研究報告時，弗若斯特沙利文進行了第一手研究，包括與行業
專家及參與者進行訪問。同時亦進行了第二手研究，涉及審閱政府官方統計發佈
的統計數字、年報及其內部數據庫的數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對不同市場規模預測
的數字乃根據歷史數據分析（參考宏觀經濟數據進行）以及有關相關行業推動因素
的數據及綜合專家意見而呈列。弗若斯特沙利文假設中國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
預期維持穩定。

弗若斯特沙利文為一家於1961年成立的獨立國際顧問公司，提供行業研究及
市場策略，並提供發展諮詢及公司培訓。涵蓋的行業包括工業及機械、汽車及運輸、
化學、物料及食品、商業航運、消費品、能源及電力系統、環境及建築技術、健康
護理、工業自動化及電子以及科技、傳媒及電訊。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包括中國、
京津冀地區及河北省建築行業及房地產行業的數據。

本文件僅為草擬本，並不完整及可予更改。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