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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吉林省住建厅发布 2024
年度省级重点帮扶40户勘察设计企业名
录。

这份名单中的设计院涉及电力、市
政、水利、建筑、铁路、黄金、林业、石油、通
信等多个领域。

通知中提到，对名单中的企业实施一
对一、点对点的帮扶，是为了全面实施“一
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大力推动吉林
省的勘察设计行业发展。而能否进入该
重点帮扶勘察设计企业名录，主要依据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近两年信用评价结果、
施工图联审系统质量动态监管情况。

进入该名单中的设计院能得到什么
样的帮扶呢？通知中提到，各级主管部门
会强化日常联系服务，在招标投标、创优
争先、信用评价、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
目承揽、出省经营等方面都将提供优良的

政务服务，及时化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

其实，吉林省在 2023 年也发布过一
份勘察设计企业帮扶名单，不过当时只有
20 家勘察设计企业，而今年帮扶名单扩
大到了40家企业。

虽然称该名单为重点帮扶名单，但称
其为吉林省勘察设计 40 强名录亦不为
过，因为名单中大部分设计院都是吉林省
各领域内无可争议的头部设计院。排名
第1的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是我国专业从事汽车工厂规划、
设计和建设的甲级设计研究院，被誉为

“中国汽车工厂设计的摇篮”。排名第 4
的东北电力设计院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
一家电力勘察设计企业，算得上是新中国
成立初期勘察设计行业的奠基者。

（吉林省住建厅）

吉林省勘察设计企业“40强”入选重点帮扶名录
旨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2024年4月30日，54家以工程技术服务为主业的上市企业（以下简称“上市企业”）已全部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
本文以上市设计企业年报披露数据为基础，详细分析2023年行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企业的经营情况，以企业各项财务指标的加总值、平均值及其

增速为分析重点。
为保证分析结果客观性，对于细分行业的分析，仅挑选已披露年报企业数达到5家及以上的细分行业，即交通设计、建筑设计、市政设计、建科

类、专项设计（含风景园林设计、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以及工业工程行业。
（注：本文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多数增收不增利 建筑类下滑明显
54 家 上 市 设 计 企 业 2023 年 报 公 布

□天 强

2023 年，54 家上市企
业研发费用合计78.9亿元，
同比增长 4.8%，高于营收
增速约 2.2 个百分点，科研
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工业工程类企业研发费
用增速最快，同比增长8.1%，
海油工程、镇海股份研发费
用突破11亿元，永福股份研
发费用增速达30.2%。

建科类和市政设计企业研发费用增速分别为5.6%和3.4%，建科股份、深城交
在各自细分行业里增速最快，增速分别为21.4%、4.6%。

6. 科技研发：工业工程、建科类研发投入增速较快

2023 年，54 家上
市企业平均资产负债
率（算 术 平 均）为
42.3%，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

工业工程、交通
设计的平均资产负债
率水平较高，工业工
程细分行业平均资产
负债率降幅最大，下
降 1.7 个 百 分 点 至
55.7%，交通设计行业
下降 1.6 个百分点至
50.6%。

2023 年，54 家上
市企业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86.61亿元，同比下降
5.0亿元。

工业工程细分行
业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比减少13.5亿元。

建筑设计企业明显在2023年加强现金流管理，同比增加4.3亿元，其中启
迪设计由于收现情况较好，使得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增加约3.0亿元。

5. 偿债能力：负债率、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整体平稳

2023年，54家上市企
业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算术平均）为 210 天，同
比增加 20.6 天，增长幅度
为 10.8%，各细分行业应
收账款周转天数均延长。

建科类应收账款周转
天数增长幅度最大，同比
增加 37.4 天，增长幅度为
17.3%，上海建科为107.3天，在建科类企业当中回款情况最好。

工业工程类企业回款周期最短，平均为121天，较上一年增长15.9天，中国海
诚、东华科技分别为30.5天、38.6天，回款情况低于工业工程类企业。

4. 运营水平：回款成为普遍难题，各细分行业平均应收账款周期延长

2023 年，53 家上
市企业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算术平均）为
3.6%，同比降低2.7个
百分点。从细分行业
看，仅市政设计行业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上
升，其余均下降。

交通设计类企业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水
平最高，为 9.1%，同
比 下 降 1.7 个 百 分
点。其中，于2023年
下半年重组上市的中
交设计净资产收益率
达16.7%。

市政设计企业是
唯一实现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上升的细分行
业，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为 5.8%，同比增长
0.4个百分点，其中地铁设计的净资产收益率水平最高，达到18.9%。

专项设计净资产收益率由正转负，仅杰恩设计实现增长。
2023年，54家上市企业平均销售毛利率（算术平均）为30.3%，同比小幅增

长0.3个百分点。
市政设计行业毛利率水平最高、增幅最大，同比增长 4.2 个百分点达

38.0%，其中华维设计毛利率高达48.2%。
工业工程类企业毛利率水平最低，且降幅较大，2023年平均下降1.3个百

分点至16.9%。经纬股份毛利率下降较明显，主要原因为业务结构发生改变，
毛利率较高的电力咨询设计业务占比下降。

建科类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至35.0%。其中建科
院由于公信和建筑设计业务市场开发成本投入增大，导致毛利率下降9.2个百
分点。

3. 盈利能力：多数细分行业ROE下降，建筑设计、专项设计下降明显

2023年，54家上市企
业 合 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894.63 亿元，同比增长
2.7%，实现稳健增长。

工业工程类细分行业
总营收增幅最大，同比增
长2.5%，在各细分行业中
表现最优。其中，东华科
技新签订单实现较快增
长，海外经营实现有力推
进，总营业收入增速达
21.2%。

市政设计行业总营收
增 幅 较 大 ，同 比 增 长
2.1%。其中，深城交的大
数据软件和智慧交通系统
营业收入大幅增长，营业
收入增速达15.8%。

建筑设计、建科类、专
项设计行业受宏观经济环
境与地产行业下行影响，营业收入分别同比下降1.4%、2.0%、11.1%，各细分行业内
增速最高的企业分别为建科股份、华建集团、杰恩设计。

交通设计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4%，基本保持平稳。
2023年，剔除一家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其余53家合计实现净利润89.9亿元，

同比下降11.9%，行业内较多企业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况。从细分行业看，多数企
业净利润下滑：

市政设计类企业整体净利润情况较好，净利润同比增长10.6%，优于行业平均
水平，5家上市企业中有3家保持正向增长。

工业工程类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大，部分企业净利润下降。同时也存在业绩增
长显著的企业，中国海诚工程总承包业务快速发展，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均实现增
长，净利润增长50.23%。

专项设计行业降幅最大，净利润由正转负。其中，山水比德亏损缩窄，杰恩设
计实现正向盈利。

建筑设计行业全年面临严峻的考验，行业净利润同比下降38.8%。受宏观环
境影响多数企业净利润下滑，仅3家建筑设计企业营收及净利润实现增长，启迪设
计因外部环境影响计提大额减值约3.3亿，导致净利润下滑明显。

2. 成长能力：整体增收不增利，市政营收、净利润双增长

2023 年 全 社 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
缓，勘察设计行业企
业整体业绩承压。同
时，AI 概念的爆发、

“一带一路”的持续推
进、房地产政策密集
发布、“三大工程”的
提出等，为勘察设计
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
机遇。一些上市企业
紧跟行业趋势进行相
关布局，助力了市值的提升。

整体来看，2023年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市值指数增长15.9%，表现优于中
小盘指数（-8.8%），也优于关联产业的建筑装饰（申万）指数（-6.8%）。

市政设计类上市企业市值增长幅度最大，期间内市值指数增长24.3%，
在六大细分领域中表现最佳，高出工程勘察设计行业9.2个百分点。

专项设计和工业工程类上市企业市值指数增长幅度分别为20.4%和18.3%，
分别高于工建筑设计、交通设计上市企业市值指数分别增长了9.2%和0.6%，虽然
不及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整体，但高于中证500指数、建筑装饰（申万）指数。

建科类上市企业市值指数下降15.4%，表现不及市场大盘。

1. 市值表现：市政设计行业市值增幅最大 重点速览
▲ 行业景气度整体上升，市值表现优于大盘水平，市值指数增长15.9%。
▲ 上市企业合计实现营收1894.63亿元，同比增长2.7%，工业工程类行业增

幅最大，同比增长2.5%，专项设计企业下滑11.1%。
▲ 上市企业合计实现净利润（持续经营）89.9亿元，同比下降11.9%，仅市

政设计行业实现增长。
▲ 上市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算术平均） 为3.6%，同比下降2.7个百分

点，建筑设计、专项设计企业降幅明显。
▲ 上市企业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算术平均）延长20.6天至210.3天，回

款成为普遍难题，建科类行业周转天数增长幅度最大。
▲ 上市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86.6亿元，同比缩窄5.0亿元，建

筑设计行业增幅最大。
▲ 上市企业研发费用合计78.9亿元，同比增长4.8%，研发投入持续加大，

工业工程类企业研发费用增幅依旧领先。

2022-2023年各细分行业上市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2022-2023年各细分行业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

2022-2023年各细分行业上市企业销售毛利率（%）

2022-2023年各细分行业上市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2023年各细分行业以及相应对标行业市值变化情况

2022-2023年各细分行业上市企业营业收入与增速（亿元，%）

2022-2023年各细分行业上市企业净利润与增速（亿元，%）

2022-2023年各细分行业上市企业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2022-2023年各细分行业上市企业研发费用与增速（亿元，%）

日本的“一户建”

4月17日，浙江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
认证的微信公号“丽水人居”发布文章称，
丽江碧湖区块“定制化”低密度住宅地块将
出让，可以单个业主拿地建设、多业主联合
竞买，在指定的土地单元内，建设方式可由
业主“量体裁衣”，项目总面积约16亩，容
积率约0.7。4月28日，丽水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莲都分局工作人员表示，业主拿地
后，建设单位需自行寻找，自行设计。相关
部门将推出详细的设计规范条件。

该地块分为A、B、C三个区块，共由6
宗小宅地组成，容积率均为 0.7-0.8。A
地块总面积3652平方米，分为4个小地块
出让，从818平方米到989平方米不等；B
地块总面积2097平方米，预计房屋幢数2
幢；C地块总面积4312平方米，预计房屋
幢数5幢。6宗小宅地将分别进行挂牌出
让。户型上，可以选择保持原有的两户布
局，享受惬意自在的“拼户建设”；也可选
择将两户合并为一户，根据个性化需求自
行设计并施工，拥有一方自由的小天地。

据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
员介绍，购地后，建设单位需自行寻找；不
提供具体设计图，需自行设计。相关部门
将会推出详细的设计规范条件，推出时间
未定。

据丽水相关部门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只要符合建筑规划设计条件并通过审批，
无论是户型设计、室内装修，还是房屋风
格、外立面、庭院布局、景观设计、内部构
造等，都根据业主个性化需求定制。此
外，可竞拍的业主无户籍限制，多业主联
合没有数量上限，每亩起拍价在200万至
300万元，竞拍成功后无须通过成立公司
的形式建房。

这种私人定制的独门独户的房子类
似于日本的“一户建”。一户建是日本一
种常见的住宅形式，相当于中国的别墅概
念。这种住宅通常远离市中心，由一个小
院、停车场、部分私有道路组成，以及2至
3层的木造小楼，面积约在100平方米到
300 平方米之间。比如动画片里机器猫
和大雄的家就是一户建。

一户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二战之后。日本经历美军轰炸之后，
城市的战损严重，但是远郊的房子却幸存
下来。人们流离失所，仅存的这些房子就
成为当时人们眼中的“香饽饽”。

租房市场鱼龙混杂，社会矛盾开始显
现。对此，日本政府在1946年颁布房租管
制命令，通过限制房屋租金和颁布一系列
保护租客的条款来改善这种乱象。而房东
们因为对租金限制不满，所以减少了市场
的供应量，住房短缺问题进一步恶化。

到了 50 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又接连
颁布了《住房金融公库法》和《公营住房
法》这两部法律，并给居民提供贷款，让他
们可以自己盖房，从而解决住房短缺问
题。这就是日本“一户建”的由来。

进入 60 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开始腾
飞，日本人口也迎来了快速增长。一栋栋
独门独户的别墅（一户建）开始遍地开花，
并逐渐从城郊向市中心延伸。

虽然说“一户建”类似于别墅，但是和

我们认知里的别墅还是有区别的。在国
内，别墅几乎是“豪华、奢侈”的代名词。
但是一户建的占地面积和房屋面积都不
大，面积约在100平方米到300平方米之
间，是和公寓不相上下的建筑形式，大多
追求简约、实用。

“一户建”之所以受日本民众欢迎，主
要是可以私人定制，不光可以自住还可以
买卖。由于日本的土地是私有的，买一块
地，业主可以自由设计和修建喜欢的房
型，还可以传承给子孙后代。不仅自己住
得舒服，还可以作为民宿等业态出租，所
以还吸引了很多的国外投资客。

一户建每平方米的价格为日元20万
到60万为主（人民币1.3万元到4万元左
右），既可以业主自建，也会有一些建筑公
司建好之后出售。但是一户建所有的后
期费用都得业主自己承担，比如维修、翻
新等。另外没有任何其他服务了，例如垃
圾清运，植物养护等都是业主自理了。

虽然日本的土地资源稀缺，但是“一
户建”的数量却相当庞大。根据日本总务
省在平成 30 年对土地统计调查结果显
示，“一户建”在日本全国有2876万户，占
比约为 53.6%。一方面是城市建筑密度
奇高，另一方面却是“一户建”大行其道，
这是为什么呢？

在日本文化中，普通民众非常注重个
体空间与社交空间的平衡。尽管城市拥
挤，但日本人注重个人隐私，更倾向于拥
有独立的住宅，可以在家庭中享受到更多
的自由。同时，日本人也非常重视社交，
社区活动与邻里关系在他们的生活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而一户建正好满足了这
些需求。

那丽水这次推出的“微小宅地”是出
于什么原因呢？

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试验田，“由居民自己拿地，
自己建设，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方式，也
不失为一种“创新”。这种方式对很多城
里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当然也不排除
现在房地产行业下行，大块的土地出让效
果不佳，而采取分割成更小单元来出售，
能吸引更多的客户。

在当下房地产低迷的情况下，这种自
建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盘活土地市
场。也能够倒逼开发企业潜心打磨产品，
建造出真正的好房子。对于建筑师来说，
也是一个利好消息。虽然大项目少了，但
是单一客户的需求会越来越多。需要有经
验的建筑师，能控得住场，出得了好作品。

那“一户建”能否在国内广泛推广呢？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在

监管上会出现挑战，业主们的诉求可能不
同，可能会对建筑的容积率、设计、绿化、
消防等产生影响，传统建筑规范的计算标
准等难以适用。同时，此类业主城镇购地

“定制”模式推广可能性不大，丽水比较特
殊，本身房地产市场并不非常紧张，注重
环保，比较宜居，在住房改善上有更多空
间。但本次丽水推出的“定制化”也是一
种探索的模式，总体还是要给予鼓励。

（综合报道）

浙江丽水拟向个人出让微小宅地浙江丽水拟向个人出让微小宅地

中国中国““一户建一户建””要来了吗要来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