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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建的财务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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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基础建设行业已经逐步从快速发展期走向成熟期，中国市场也逐步趋于饱和，

受疫情冲击，旅游业、房地产都受到了很大冲击本文综合分析了中国交建的财务绩效，揭示了其盈利能力、营运

能力、偿债能力和每股指标的现状与趋势。盈利能力分析显示，中国交建的毛利率和营业利润率呈下降趋势，成

本控制和市场定价策略面临挑战。营运能力方面，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率提升，但总资产周转率下降，反映出资

产管理效率的不平衡。偿债能力分析表明，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减弱，财务杠杆增加，存在潜在财务风险。每股

指标分析显示，每股收益增长，但每股现金流下降，资产积累能力较强。针对这些问题，建议中国交建通过技术

创新、流程优化、资产管理提升和风险管理加强等措施改善财务状况。展望未来，公司需注重国际化布局和市场

多元化，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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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交建基本情况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交

建”）是全球领先的特大型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商，主要

从事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装备制造、城市综

合开发等业务，为客户提供投资融资、咨询规划、设计

建造、管理运营一揽子解决方案和综合一体化服务。

2 中国交建的财务绩效分析

2.1 盈利能力分析

表 1 2016-2023 年中国交建盈利能力相关指标

年份 毛利率
营业利
润率

成本 费用
利润率

总 资 产
净 利 润

率（ROA）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ROE）
2023 12.59% 4.80% 4.42% 3.63% 8.87%

2022 11.71% 4.33% 3.80% 3.55% 7.57%

2021 12.52% 4.15% 3.75% 3.50% 7.59%

2020 13.02% 4.04% 3.36% 3.41% 7.12%

2019 12.78% 4.77% 4.19% 3.88% 10.07%

2018 13.49% 5.13% 4.48% 3.99% 11.18%

2017 13.97% 5.52% 4.76% 4.50% 12.95%

2016 14.90% 4.92% 4.27% 4.16% 11.73%

盈利能力是衡量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效益的重要

指标，它反映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利润的能力。本

文从五个指标来纵向分析中国交建的盈利情况，具体见

上表表 1，中国交建的毛利率从 2016 年的 14.9%下降至

2023 年的 12.59%，显示出轻微的下降趋势。这可能意

味着成本上升或销售价格下降，对企业的利润空间构成

压力。在建筑行业，原材料成本的波动对毛利率有直接

影响，中国交建需要关注原材料市场的变化，通过长期

合同锁定价格或寻找替代材料来控制成本.营业利润率

从 2016 年的 4.92%下降至 2023 年的 4.8%，表明营业成

本的增长速度可能超过了营业收入的增长。这可能与企

业扩大规模、增加市场投入有关，但也需警惕成本失控

的风险。成本费用利润率从2016年的4.27%下降至2023

年的 4.42%，反映出成本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企

业需要优化内部成本结构，提高运营效率。ROA 从 2016

年的 4.15%下降至 2023 年的 3.63%，显示出总资产的盈

利能力有所下降。这可能与资产规模的扩大和资产利用

效率的降低有关。ROE 从 2016 年的 11.73%增加至 2023

年的 8.87%，显示出净资产的收益能力有所提升。这表

明企业在利用股东资本方面变得更加高效。

2.2 营运能力分析

表 2 2016-2023 年中国交建营运能力相关指标

年份
应收账款

周转率

应付账款

周转率

存 货
周 转
率

总 资 产

周转率

流动资产

周转率

2023 6.80 2.03 7.98 0.47 1.16

2022 7.07 2.22 8.42 0.50 1.22

2021 6.86 2.23 8.22 0.51 1.19

2020 6.32 2.20 8.06 0.52 1.13

2019 6.19 2.20 8.85 0.53 1.10

2018 6.48 1.66 4.80 0.54 1.05

2017 6.37 2.24 3.18 0.58 1.09

2016 5.86 2.36 2.86 0.5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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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能力是衡量企业资产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的

重要指标，它反映了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资产的利用程

度和经营效果。在营运能力的研究中，我们也使用了从

2020 到 2023 年的 5个财务指数，见表 2， 应收账款周

转率从 2016 年的 5.86 次增加至 2023 年的 6.8 次，说

明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有所加快，企业的信用管理政策

可能更加严格。存货周转率从 2016年的 2.86 次增加至

2023 年的 7.98次，存货管理效率有所提升，企业需要

优化库存管理，减少资金占用。总资产周转率从 2016

年的 0.56 次下降至 2023 年的 0.47 次，表明资产的使

用效率有所降低。企业需要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减少

闲置资产。流动资产周转率从 2016年的 1.04 次增加至

2023 年的 1.16次，显示出流动资产的利用效率有所提

高。

2.3 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是衡量企业利用资产清偿长期和短期债

务的能力，这一指标不仅映射出企业当前的财务健康状

况，也是预测未来财务风险的关键。对于企业而言，良

好的偿债能力是保障其稳定运营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因

素。因此，本文通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

权益乘数和资产负债率五大关键指标来评估企业的偿

债能力，从 2016 年到 2023 年，流动比率由 1.03 降至

0.90，这一变化表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出现了下降。

速动比率也从 0.72下降至 0.78，进一步印证了企业短

期偿债能力的减弱，这要求企业加强应收账款和存货的

管理，提升速动资产的比重。资产负债率从 2016 年的

76.67%上升至 2023年的 72.74%，显示出企业财务杠杆

的增加，企业需在债务融资与权益融资之间寻求平衡，

以降低财务风险。

3 中国交建的问题分析

3.1 成本控制不力

中国交建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同时增长，但成本

的增长幅度大于收入的增长幅度，导致主营业务盈利能

力下降。毛利率和营业利润率下滑：中国交建的毛利率

和营业利润率在过去几年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意味着

成本上升或销售价格下降，对企业的利润空间构成压力。

需要关注原材料成本控制和市场定价策略。随着市场竞

争的加剧，中国交建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影响公司的盈

利能力。受全球经济大环境下滑的影响，房地产行业也

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房地产市场的快速下滑对工程建设

行业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对中国交建等建筑企业构成

挑战。

3.2 期间费用占比高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交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的

下降表明中国交建的短期偿债能力有所减弱，资产负债

率上升，财务杠杆增加，长期偿债能力面临压力。需要

平衡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比例，降低财务风险。这可

能是由于中国交建的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

高额的期间费用会侵蚀公司利润，影响偿债能力。这可

能是因为中国交建加大了业务拓展和市场开发的费用，

这直接导致了销售费用的增加。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份

额和项目机会，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市场推广

和客户关系维护。财务费用总体水平较高部分投资类项

目进入运营期，导致财务费用增加。随着公司业务的扩

张和资本运作的增加，相关的财务费用如利息支出等也

随之上升。中国交建的资本开支速度有所放缓，但资本

结构逐渐优化，这表明公司在资产负债管理上做出了努

力，但这也可能导致了一定的财务费用增加。

3.3 财务管理制度不适应发展需求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业务量的增加，传统的财务

管理制度已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中国交建的财务

组织架构未能适应公司业财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在财务

共享服务模式（FSSC）下，财务人员的集中办公导致与

业务前端的沟通减少，信息流通不畅。业务人员普遍缺

乏财会知识，而财务人员无法提供及时指导，可能导致

业务决策失误，给公司带来损失。此外，财务共享中心

的建设依赖于原有财务人员，缺乏专业的运营管理技术

人员，转型过程中老员工需要时间适应，这势必影响工

作效率。

4 结论与建议

4.1 优化成本结构

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降低成本，提高毛利率和

营业利润率。首先，可以采用集中采购策略，以量换价，

降低原材料成本。推广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实践，降

低环境成本，同时提高企业形象和市场竞争力。其次控

制项目成本，在项目投标和执行阶段，进行精细化的成

本预算和控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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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

减少返工和维修成本。最后，强化财务管理和预算控制，

精简管理层级，优化管理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

提高管理效率。建立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减少因项目

风险导致的额外成本。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提高施

工效率，减少人工成本和材料浪费。

4.2 加强资产管理

提高资产周转率，减少存货和应收账款的资金占用，

提高资产利用效率。第一，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中国交

建贯彻落实国资委关于完善纵横贯通的全面预算管理

体系的要求，推进建设了基于 N+1+1业务驱动的全面预

算管理系统，内嵌了包括综合预算、经营计划、股权、

投资、科研、人力、装备等专项系统数据，实现了指标

预报、内部管理架构预算编制、预算目标下达、预算执

行分析、预算调整、国资预算编制等功能，有力促进了

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4.3 加强财务人员业务知识及与其业务端的沟通

在实施财务共享服务模式的企业中，财务人员由于

与业务前线的距离较远，可能无法准确掌握交易对手的

详细信息。为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可以强化财务人员对

业务前端的监督职能，并通过轮岗制度来提升其对业务

流程的理解。具体而言，财务人员在正式上岗前，应先

深入业务部门，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范围和业务操作流

程，以便在返回财务岗位后，能够更好地适应岗位需求，

从而增强企业的财务管理效能。在财务共享模式下，由

于财务人员的工作内容多为重复性任务，晋升机会有限，

可能导致工作积极性下降，工作效率降低，并最终引发

人才流失。为应对这一挑战，公司需重视员工的综合素

质培养，并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首先，应培养员工的

人际交往能力；其次，根据员工个人需求，加强其专业

技能培训；再次，定期组织团队建设活动，提高员工的

参与感和团队凝聚力；最后，可以通过定期举办专业竞

赛等活动，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显著提升员

工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

5 结论与展望

中国交建作为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商，在

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方面下降的较为明显。毛利率和营

业利润率的下降表明公司在成本控制和市场定价方面

面临挑战。同时，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率的提升与总资

产周转率的下降形成对比，显示公司在资产管理效率上

存在不平衡。偿债能力的减弱和财务杠杆的增加则提示

了潜在的财务风险。

结合我国行业背景，中国交建需采取一系列措施以

改善财务状况和提升盈利能力。首先，公司应通过技术

创新和流程优化降低成本，提高毛利率和营业利润率。

其次，加强资产管理，提高资产周转率，减少存货和应

收账款的资金占用，提升资产利用效率。此外，改善偿

债能力，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和加强现金流管理，提高短

期和长期的偿债能力。最后，提升盈利质量，通过提高

每股收益和每股现金流，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中国交建还需关注期间费用的控制，尤其是销售

和管理费用，以减少对利润的侵蚀。同时，公司应继续

强化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以应对市场波动和潜在的财

务风险。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交建

应更加注重国际化布局和市场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并寻

求新的增长点。

总体而言，中国交建在保持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

面临着盈利能力下降和财务风险增加的双重挑战。通过

实施上述建议，公司有望在未来实现财务状况的改善和

业务的可持续发展，继续保持其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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