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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周期行业数据周报（第四十九周） 
建材：浮法玻璃库存创同期新低，玻纤价格拉涨 

根据数字水泥网，上周全国 P.O 42.5 高标水泥 458 元/吨，周环比上升 0.6

元/吨，中南地区价格领涨，错峰停窑影响延续。全国熟料/水泥库容比
61%/55%，环比分别+1.5/+1.4pct，水泥出货率环比-3.1pct 至 77%，系华
北/西北等地天气转寒、施工减少导致。根据卓创资讯，上周全国 5mm 白
玻均价 105 元/重箱，环比+1.2 元/重箱，除北方地区外均普涨；社会库存
1767 万重箱，周环/同比-149/-539 万重箱，为 8 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其中
山东已跌破历史最低，供需格局较好有望支撑涨价。上周重碱/轻碱价格环
比-3%/-6%。玻纤拉涨，终端出口强势且库存维持低位，涨价有望持续。 

 

建筑：11 月制造业加速改善，建筑业持续呈现高景气度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1 月我国制造业 PMI 录得 52.1%，较前值上升 0.7

个百分点，创 2020 年内新高，同时也处于近三年历史高位。我们认为此
轮制造业 PMI 上行，延续了 4 月份以来制造业加速改善的态势，反映了我
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持续增强。11 月我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录得
56.4%，较前值提升 0.4 个百分点，同创 2020 年内新高，服务业与建筑业
PMI 均呈现加速改善趋势。细分来看，建筑产业链自复产复工以来持续表
现抢眼，11 月建筑业 PMI 录得 60.5%，较前值提升 0.7 个百分点，成为非
制造业商务动复苏的主要贡献点。 

 

钢铁&煤炭：关注铁矿钢厂补库，继续看好动力煤价 

钢铁方面，上周长板材需求、价格表现分化，长材继续下行、板材继续上
扬，我们继续看好板卷需求、价格表现；上周澳洲 PB 粉周环比涨 40 元/

吨，为 8 月中旬以来最大周涨幅，港口库存继续去化、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从去年农历同期看，预计今年将从 12 月中下旬开始补库，或短期继续
推高矿价。煤炭方面，上周秦港动力煤价格周环增 11 元/吨，目前重点港
口库存低于去年同期，且据中央气象局，今冬气温偏低或已部分印证，动
力煤需求、价格仍有上涨基础；另外据煤炭资源网，虽然部分港口有印尼
煤卸货信息，但未有实际放宽进口额度情况，对国内煤价或不会形成压制。 

 

有色：金价长期上涨逻辑不变，基本金属或维持强势 

美民主党就刺激方案做出让步，未来双方有望打破僵局。我们认为美欧等
21 年实际利率为负的情景将延续，长期金价上涨逻辑未变。铜铝仍维持强
势，上周国内铜、铝、锌、铅、锡、镍现价为 57420、16600、21570、15000、
146750、119400 元/吨，周变动幅度 3.22%、1.65%、-0.32%、-2.28%、
-1.01%、-4.02 %；LME 三个月铜、铝、锌、铅、锡、镍期货价格为 7682、
2039.5、2768、2058、18831、15996 美元/吨，周变动幅度为 2.75%、
2.56%、-0.31%、-0.15%、-1.36%、-2.55%。上周 COMEX 黄金和白银
分别收于 1840.0 和 24.3 美元/盎司，周变动幅度分别为 3.26%、7.54%。 

 

化工：多套装置检修，醋酸价格上涨，橡胶助剂、炭黑价格上涨 
上周，国际油价有所上涨，国内化工品价格上涨为主：重点监测的 295 个
主要化工品中，118 个上涨，57 个下跌，其中醋酸（32.8%）、中国 LNG
现货（20.3%）、腈纶短纤（15.2%）涨幅居前；碳酸二甲酯（-14.8%）、
乙烷 MB（-12.7%）、顺酐（-12.6%）跌幅居前。重点产品中：1）醋酸及
衍生物：多套装置检修、供应缩减，醋酸及衍生物价格上涨；2）橡胶助剂：
终端汽车需求旺盛，橡胶助剂价格上涨；3）炭黑：下游轮胎开工高位、厂
家维持低库存，炭黑价格上行；4）氟化工及制冷剂：萤石价格持稳、氢氟
酸小幅上涨，制冷剂价格稳中向上。 

 

风险提示：部分抽样指标无法代表整体趋势；历史数据对未来指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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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 
重要政策 

图表1： 十四五规划与十三五规划建筑行业相关表述对比 

要点 十四五 十三五 

对投资的表述 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

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 

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创新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 

推广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 

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 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

作用。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

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推进新型基础

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支持有利于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实施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重大工程，推进重

大科研设施、重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公共卫生应急保障、重大引调水、

防洪减灾、送电输气、沿边沿江沿海交通等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

远的 

重大项目建设。 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

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对基建的表述 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实施重大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工程。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

代信息基础设施。 加快完善水利、铁路、公路、水运、民航、

通用航空、管道、邮政等基础设施网络。完善能源安全储备制

度。加强城市公共交通、防洪防涝等设施建设。实施城市地下

管网改造工程。加快开放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

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

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综合运

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

络化，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推进能源革命，加强国内油

气勘探开发，加快油气储备设施建设，加快全国干线油气管道建设，建

设智慧能源系统，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布局，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

储能力，提升向边远地区 

输配电能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建设 无详细内容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统筹县域城镇

和村庄规划建设，完善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

基础设施，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

和污水治理，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国土空间规划 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落实

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政策，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

展。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 推进“多

规合一”。 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优化开发区域产业

结构向高端高效发展，防治“城市病”，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

量。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比较

优势， 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

局，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 支持城市化地

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保护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支持农产品主产区

增强农业生产能力，支持生态功能区把发展重点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

供生态产品上，支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逐步有序转移，形成主体功能明

显、优势互补、高质 

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区域发展 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优化发展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

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一批中心

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西部地

区改善基础设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

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支持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对

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

进交通一体化，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

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改善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高起点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引导产业优化布局和

分工协作。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

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

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

固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

量建设雄安新区。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共同发展。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力支持，逐步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型城镇化 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

户，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

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维

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加大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力度。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强化历史文化

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增强城市防

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

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 

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

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

圈。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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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十四五 十三五 

生态环保 提高建筑节能标准，推广绿色建筑和建材。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 加强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全面

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扩大退耕还

林还草，加强草原保护。严禁移植天然大树进城。创新产权模

式，引导各方面资金投入植树造林。加强水生态保护，系统整

治江河流域，连通江河湖库水系，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

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江河源头和水

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加强地质灾害防

治。 

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更好地解决群众住房问题，落发展绿

色建筑。治理城乡生活环境， 推进城镇污水管网全覆盖，基本消除城

市黑臭水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外来物种管控。强

化河湖长制， 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实施好长

江十年禁渔。科学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行林长制。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完善

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开展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监测评估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华泰证券研究所 

 

装配式建筑数据 

 

图表2： 2011-2019 年全国装配式建筑新开工面积及占新开工房屋面积比例 

 

资料来源：住建部，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3： 2019 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按结构形式分类  图表4： 2019 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按建筑类型分类 

 

 

 

资料来源：住建部，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住建部，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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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三大下游行业投资数据 

 

图表5： 建筑三大下游板块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图表6： 基建细分子行业累计投资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7： 房地产本年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同比增速  图表8： 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9： 房地产竣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  图表10： 房地产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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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 数据 

 

图表11： 制造业 PMI 历史波动情况  图表12： 建筑业 PMI 历史波动情况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融资数据 

社融存量 

 

图表13： 社融存量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新增人民币贷款及非标融资 

 

图表14： 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图表15： 非标融资当月新增额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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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 非金融企业短期贷款当月新增额  图表17： 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当月新增额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公共财政支出及政府性基金 

 

图表18： 公共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  图表19： 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与支出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地方政府融资 

 

图表20： 城投债净融资额情况  图表21： 专项债净融资额情况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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