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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四条投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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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系列之三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一、政策吹暖风，国企改革与共建“一带一路”共振。①自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主要出现三段主题上涨行

情，期间重要外交活动不断推升主题热度。2023 年中国外交按

下“加速键”，中国将举办首次“中国+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和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大主场外交活动，东

盟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也将有序展开，有望对“一带

一路”主题形成持续催化。②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国资央企推

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加快落实。国资委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政策推动下，国企改革与共

建“一带一路”有望形成共振。 

二、2023 年“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提速起势。受新冠疫情、

地缘政治冲突等事件冲击，过去三年“一带一路”商务经贸和

投资建设放缓，2023 年该趋势有望企稳向好：①借鉴过去经

验，“一带一路”合作峰会、座谈会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同

签订和投资形成直接拉动作用。今年中国在“高水平对外开

放”政策指引下，多场外交活动有望推动更多政府间合作项目

落地。②沙特等中东国家谋求战略自主，中国与中东关系深入

拓展。从贸易视角看，中国多年保持着沙特最大贸易伙伴国地

位，中国自沙特进口商品以能源为主，2022 年中国自沙特进口

的原油数量占总量的 16.05%；中国向沙特出口的产品以电机、

电气设备、汽车、家具为主，2022 年出口金额高增。 

三、布局思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在哪些方向？1)

国际工程海外扩张加速：①建筑建材和国际工程央企境外业务

走出低迷期，2023 年新签订单有望加速落地；②我国工程机械

加速拓展中东、金砖国家等市场，疫后一带一路国家发展需求

得到释放，工程机械出口仍有望延续高增。2）贸易深化，交

运先行：铁路、港口、供应链、轨交设备等交通运输行业短期

受益于人流、物流的畅通，中长期受益于“一带一路”贸易网

络的不断扩面与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升。3）能源转

型优势互补：①油气合作：2023 年全球上游资本开支增长，中

国与“一带一路”资源国迎来更多合作空间；②“一带一路”

国家清洁能源发展迎来重要战略期，能源技术创新需求大，为

中国绿色产业技术、标准、装备、投资创造“走出去”契机。

4）“数字丝绸之路”：东盟等沿线国家陆续启动数字经济规划，

“数字丝绸之路”将成为未来中国数字化能力输出的要道。 

风险提示：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海外黑天

鹅事件，海内外疫情反复，海外流动性紧缩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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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吹暖风，央企重估与“一带一路”共振 

重要外交活动有望不断催化主题热度。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

带一路”主题上涨行情共有三段： 

1）2013 年 9 月-2015 年 6 月：“一带一路”上涨行情自 2013 年 9 月、10 月，国

家领导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启动，止于 2015 年 6 月中旬，历时 22 个月，“一

带一路”指数上涨 222%，相对沪深 300 指数取得 95%的超额收益，期间规划文件出台、

“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配套政策落地不断推升主题热度。 

2）2016 年 5 月-2017 年 4 月：历时 11 个月，“一带一路”指数上涨 45%，相对

沪深 300 超额收益接近 31%； 期间 2016 年 8 月 17 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

对行情形成推动， 2017 年 5 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式召开后，

主题热度逐渐消减。 

3）2019 年 1 月-2019 年 4 月：行情启动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第二次座谈会的召

开，同样随着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行情结束。期间一带一

路指数上涨 41%，相对沪深 300 取得 11%的超额收益。 

中国外交按下“加速键”。党的二十报告对中国外交做了战略部署，当前国内新

冠疫情形势好转，中国外交按下“加速键”。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中国将举办首次“中国+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两大主场外交活动，此外巴西总统访华、东盟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多个重

要外交事件也将有序展开，有望对“一带一路”主题形成持续催化。 

国企改革与共建“一带一路”共振。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国资央企推动世界一

流企业建设加快落实。3 月 29 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表示，

“国有企业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更好的融入全球市场，进一步加强同各

国企业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等各方面全方位的合作”。政策持

续推动下，央企加速向“一带一路”沿线输出优势技术和标准、构建全球生产经营网

络，国企改革和“一带一路”主题有望形成共振。 

图 1  “一带一路”重要事件对主题热度形成催化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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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 年外交活动将有序展开 

活动时间  重要活动  相关内容  

2023 年 3 月 20 日

至 22 日  

最高领导层访问俄

罗斯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中俄签署《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

点方向发展规划联合声明》，致力于 2030 年前将两国贸易额显著提升。 

2023 年 3 月 28 日

至 31 日  
博鳌论坛年会 

李强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强调“要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世界经济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023 年  巴西总统访华 
外交部回应巴西总统访华，表示正就巴西总统卢拉有关访华的事宜，同巴西

方面保持着密切沟通。 

2023 年  
首次“中国+中亚五

国”元首峰会 

联合早报援引法新社报道，中国星期一（3 月 20 日）和星期二（21 日）向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发出了电报，

邀请他们在今年 5 月出席首届“中国-中亚领导人峰会”。 

2023 年  
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3 月 7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梅地

亚中心举行记者会表示，今年中国将以主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为契机，与有关各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2023 年 5 月  东盟峰会 

佐科维总统于 3 月 14 日在东努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过总统府秘书处 YT 频

道播道称，所有的东盟成员国将于今年 5 月出席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佐

（Labuan Bajo）举行的东盟峰会。 

2023 年 8 月 22 日

至 24 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

会  

当地时间 3 月 9 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南非国民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南

非将于 8 月 22 日至 8 月 24 日举办 2023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2023 年 9 月 9 日

至 10 日  

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峰

会  

2022 年 09 月 13 日印度外交部宣布，下一届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

将于 2023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央视新闻、联合早报等，华西证券研究所 

表 2  国企改革与共建“一带一路”共振 

时间 会议/文件/文章 主要内容 

2022/10/16 党的二十大报告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

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2023/1/17 
国新办就 2022年中央企业

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 

要坚决服务“国之大者”，更好地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建好存量项目，做优增量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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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提速起势 

过去三年“一带一路”国家经济活动进程延缓。受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

事件冲击，过去三年国内外市场沟通受限，“一带一路”商务经贸和投资建设放缓。

从海上丝绸之路运价指数看，当前运价指数已回落至疫情价格波动区间上限，但“一

带一路”集装箱海运量指数自 2022 年 3 月偏离上升趋势后仍待拐头。从我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数据看，2020-2022 年新签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均

呈现负增长。 

 

图 2  “一带一路”集装箱海运量指数偏离上升趋势  图 3  海上丝绸之路运价指数回至疫前波动区间上限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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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23 

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

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介绍“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推进中

央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央企业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高质量建设

和运营好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项目，聚焦绿色、健康、数字等领

域，孵化一批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小而美”项目，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进一步走深走实。 

2023/3/3 

国资委启动国有企业对标

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

动 

突出服务大局，积极对接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巩

固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重要行业领域的控制地位，提

升对公共服务体系的保障能力，高质量参建“一带一路”，进一

步强化战略支撑作用。 

2023/3/29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致辞 

国有企业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更好的融入全球市

场，进一步加强同各国企业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资本、科技、人

才、管理等各方面全方位的合作。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国资委、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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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2022 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图 5  2020-2022 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2023 年多重因素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加速： 

1）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更多政府间合作项目落地 

2016 年、2018 年、2021 年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以及 2017 年和 2019

年两届“一带一路”峰会后，我国对沿线国家对外承包新签合同额和非金融类投资金

额累计增速均出现明显上升或者改善的趋势。具体如，2017 年 5 月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国与沿线国家达成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5 大类，共 76 大项 270 多项具体成果；2019 年第二届“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期间或前夕，签署的多双边合作文件、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建立的多边合

作平台、投资类项目及项目清单、融资类项目、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合作项目，

共 6 大类 283 项。如上文所述，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指引下，今年多场外交

活动有望带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 

图 6  “一带一路”座谈会和合作峰会拉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合同签订和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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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东外交破局，“一带一路”合作深化 

中国与中东关系深入拓展。2023 年 3 月 23 日，沙伊在中国斡旋下恢复两国外交

关系，并重启经济、贸易、安全等领域的协议。沙特与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核心

国家，两者达成和解，对于中东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极大利于“一带一路”

倡议在中东地区的顺利推进。 

中东国家谋求战略自主。近年中国和中东地区关系的加强，与中东地区谋求战

略自主有一定的关系。如为摆脱“能源换安全”的桎梏，沙特阿拉伯于 2016 年 4 月

颁布《沙特 2030 年愿景》，确定了“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心脏、全球性投资强国、

亚欧非交通枢纽”三大远景目标，实现经济社会的多元化转型。 

2016 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去年 12 月，与沙特签署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

愿景”对接实施方案》，意味着两国合作落实进一步走向纵深。年初至今，沙特与中

国的合作加速推进，3 月 26至 27 日，沙特阿美向中国做了两笔投资；3 月 29 日，沙

特内阁批准了一份备忘录，承认本国在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地位，为后续在上合组织

框架内达成更多的共识与合作奠定基础。 

从贸易视角看，中国多年保持着沙特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电机、电气设备、

汽车等品类加速出口。中沙两国在 2022 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 1160.36 亿美元，相比

2021 年的 8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1%；分国别看，2021 年沙特对中国出口额达 1909

亿里亚尔（约合 509.1 亿美元），占沙出口总额的 18.4%，日本、印度分列二、三位；

2021 年沙特自中国进口额达 1134 亿里亚尔（约合 302.4 亿美元），占沙进口总额的

19.8%，美国、阿联酋分列二、三位。结构上，中国自沙特进口商品以能源为主，沙

特连续多年保持中国最大的进口原油来源地，2022 年中国进口沙特原油 8014.6 万吨，

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16.05%；中国向沙特出口的产品以电机、电气设备、汽车、

家具为主，2022 年前十大类商品出口金额均超过 10 亿美元，且多数都实现较快水平

增长。 

 

 

表 3  中国与沙特的合作不断推进 

时间 主要内容 

2022 年 12 月 7 日

至 10 日 

习近平主席赴沙特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协议》，同意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 

2022 年 12 月 9 日 

中国石化与沙特阿美就福建古雷二期项目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二期项目计划建设 1600 万

吨/年炼油、150 万吨/年乙烯裂解及下游衍生物一体化装置，预计 2025 年底建成投产。

同时，中国石化与沙特阿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拟在沙特延布联

合开发将液体原料转化成化工产品的大型项目，该项目将与延布炼厂实现协同优化。 

2023 年 3 月 10 日 
中国、沙特、伊朗三方联合声明，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

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 

2023 年 3 月 26 日 
沙特阿美与北方工业集团、盘锦鑫诚实业集团共同出资设立了合资公司华锦阿美石化有限

公司，选址辽宁省盘锦市，三方持股比例分别为 30%、51%和 19%。 

2023 年 3 月 26 日 
广东省政府与沙特阿美签署合作备忘录，包括能源合作、研究与创新、产业项目、金融合

作、人才交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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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沙特双边贸易额加速增长  图 8  2021 年沙特主要出口目的国及贸易额占比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CEIC，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9  2021 年沙特主要出口目的国及贸易额占比  图 10  中国从沙特进口的原油数量和占比 

 

 

 

 
资料来源：CEIC，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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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27 日 沙特阿美宣布拟以 246 亿元人民币(约折合 36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荣盛石化 10%的股权。 

2023 年 3 月 29 日 
沙特国王萨勒曼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内阁会议批准了一份备忘录，承认沙特阿拉伯王国

在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地位。 

资料来源：新华网、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国石化、证券日报等，华西证券研究所 

仅供内部参考，请勿外传



 

 

证券研究报告|策略专题报告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9 

 

图 11  中国对沙特阿拉伯出口金额 Top20 商品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华西证券研究所 

 

 

 

3.布局思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核心在哪些方向？ 

3.1.国际工程海外扩张加速 

非洲、中东、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仍较薄弱，多国陆续推出

实施基建投资计划，如沙特出台投资 1500 亿美元的打造全球航空枢纽计划，马来西

亚推出“第 12 个马来西亚计划”（2021-2025），印尼 2022 年 1 月推出新建首都计划。

根据惠誉基建关键项目数据库，2023 年中东北非地区的基建行业增速将领先于全球，

在未来 5 年有大量在建和准备中的项目。当前海内外经营环境逐渐改善，叠加外交与

金融支持，中国工程建设企业“走出去”进程有望加速。 

1）建筑央企：从新签订单看，八大建筑建材和四大国际工程央企境外业务走出

低迷期，其中八大建筑央企境外新签合同额共计 1.37 万亿元，相比 2021 年增长

10.27%；多家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工程机械：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2022 年我国工程机械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合计 189.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占全部出口的 42.8%，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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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对中东、金砖国家等市场拓展加速，疫后一带一路国家发展需求得到释放，工程

机械出口仍有望延续高增。 

 

图 12  “一带一路”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支持政策  图 13  中东北非地区基建项目丰富 

 

 

 
资料来源：《“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印度

财政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Fitch Solutions，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14  八大建筑建材和四大国际工程央企境外业务走出低迷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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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我国工程机械对金砖国家出口比重不断提升  图 16  我国挖掘机等在沙特等中东国家出口占比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华西证券研究所；统计口径为机动推土

机、侧铲推土机、筑路机、平地机、铲运机、机械铲、挖掘机、

机铲装载机、捣固机械及压路机（8429） 

 

3.2.贸易深化，交通运输互联互通 

2013 年-2022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 1.04 万亿美元扩大到

2.07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8%，2022 年同比增长 15.4%，较中国对外贸易增速高 11 个

百分点，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已超过 30%。 

3 月 23 日商务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围绕“扩围、提

质、增效”三个方面，继续积极推进与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贸易伙伴开

展自贸合作，不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包括积极推动中国—东盟

自贸区 3.0 版以及与韩国、新加坡、海合会、以色列、尼加拉瓜等 25 个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铁路、港口、供应链、轨交设备

等交通运输行业短期受益于人流、物流的畅通，中长期受益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

的不断扩面与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图 17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  图 18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占比突破 30%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Wind，华

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Wind，华

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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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能源转型优势互补，拓展“一带一路”更大空间 

1）油气合作：2022 年我国进口原油、天然气达到 5.08 亿吨、1519.02 亿立方

米，进口对外依存度为 71.2%、41.7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天然气等能源

储备丰富，有效利用外部资源是我国保障能源安全的必然之举。从上游资本开支来看，

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预测，2023 年全球上游资本支出将达到 4600-4800 亿美元，

相比 2022 年增长 10%-15%，沙特阿美公告预计 2023 年资本开支将增长 20%-46%达到

450-550 亿美元。“一带一路”持续推动下，国内油服产业链公司有望迎来更多合作

空间。 

2）清洁能源：“一带一路”国家清洁能源发展迎来重要战略期，能源技术创新

需求大。2022 年 3 月 28 日，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顶层设计文件《关于推进共建“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颁布，聚焦推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

融等领域的合作，将为中国绿色产业技术、标准、装备、投资创造“走出去”契机，

助力沿线国家在智能电网、风光储、氢能、新能源车船等领域加快绿色转型步伐。 

 

图 19  原油进口数量与依存度  图 20  天然气进口数量与依存度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 

 

图 21  2023 年全球上游资本支出增长  图 22  沙特阿美 2023 年资本开支增长 20%-46% 

 

 

 
资料来源：Moody’s Investor Service，华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沙特阿美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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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数字丝绸之路”，未来中国数字化能力输出的要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对数字经济有着迫切的发展愿景和动力，如自

2015 年起东盟各国陆续启动数字经济规划，2021 年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通过《CAREC

数字战略 2030》等。今年 2 月 27 日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

调要“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积

极发展‘丝路电商’”。“数字丝绸之路”将成为未来中国数字化能力输出的要道，通

过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加强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协同平

台、数字贸易、信息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表 4  东盟国家陆续发布数字经济相关规划 

时间 国家 发展规划 主要内容 

2015 年 老挝 

《2016-2025 年 ICT 战略

发展计划及 2030 年前发展

愿景》 

计划在 2030 年前，让邮政和电信服务融入现代工业，使其成为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重要手段，使老挝成为连接

地区和全球的枢纽，提升全民数字建设的参与度。 

2016 年 泰国 “泰国 4.0”战略 
力图通过创新和应用新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泰国经济向数

字经济转型升级 

2014 年 

2018 年 
新加坡 

“智慧国 2025”10 年计划 

“服务与数字经济蓝图”

计划" 

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建设数字政府，发展数字经济，打造数字社

会。 

提升新加坡在服务业领域的数字创新能力 

2019 年 缅甸 数字经济路线图 

旨在实现国家的数字化转型，引入和创新数字政府、数字贸易，

并在所有部门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

展。 

2020 年 文莱 
《数字经济总体规划

2025》 

发展充满活力和可持续的经济，建立数字化、面向未来的社会和

数字生态系统；将从工业数字化、政府行政数字化、促进数码产

业发展以及人力和人才开发等四方面推进目标的实现。 

2020 年 6 月 越南 
《2025 年国家数字化转型

计划及 2030 年发展方向》 

到 2025 年数字经济占 GDP 的 20%；各分支领域数字经济占比不

低于 10%；成为信息技术（IDI）排名前 50 的国家之一；在竞争

力指数（ GCI）方面名列前 50 名；成为 35 个创新领先国家 

(GII)。 

2021 年 2 月 
马来西

亚 
马来西亚数字经济蓝图 

成为数字经济的区域领导者，实现包容、负责任和可持续的社会

经济发展 

2022 年 3 月 柬埔寨 
《2021-2035 年数字经济

和数字社会政策框架》 

争取在 2035 年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规模将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5 至 10%。 

资料来源：商务部等，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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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险提示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海外黑天鹅事件，海内外疫情反复，海

外流动性紧缩超预期。 

  

表 5  精选“一带一路”组合 

领域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行业 
总市值

（亿元） 

PE-

TTM 

PB-

TTM 

2022 年净利

润（亿元） 

建筑央企 

601186.SH 中国铁建 建筑装饰 1,306.24 5.30 0.61 266.42 

601390.SH 中国中铁 建筑装饰 1,921.70 6.63 0.81 312.76 

601668.SH 中国建筑 建筑装饰 2,721.54 4.77 0.75 —— 

601800.SH 中国交建 建筑装饰 1,611.72 10.20 0.80 191.04 

601117.SH 中国化学 建筑装饰 626.83 11.58 1.19 54.15 

601618.SH 中国中冶 建筑装饰 825.15 8.70 0.96 102.72 

600970.SH 中材国际 建筑装饰 349.58 15.93 1.97 21.94 

工程机械 

600031.SH 三一重工 机械设备 1,441.87 33.75 2.22 42.73 

000425.SZ 徐工机械 机械设备 794.05 13.98 1.52 —— 

000157.SZ 中联重科 机械设备 503.41 23.59 0.99 23.06 

交通运输 

688425.SH 铁建重工 机械设备 299.74 16.25 1.94 18.44 

600528.SH 中铁工业 机械设备 226.60 12.14 1.06 18.67 

603871.SH 嘉友国际 交通运输 139.01 24.75 3.52 6.81 

603128.SH 华贸物流 交通运输 121.13 13.64 2.08 8.88 

600057.SH 厦门象屿 交通运输 242.90 9.07 1.68 —— 

001872.SZ 招商港口 交通运输 431.77 13.52 0.83 33.37 

油气合作 

600028.SH 中国石化 石油石化 6,878.46 11.03 0.93 663.02 

600938.SH 中国海油 石油石化 5,483.31 6.36 1.51 1,417.00 

600583.SH 海油工程 石油石化 297.56 20.42 1.26 14.57 

601808.SH 中海油服 石油石化 603.66 32.11 1.92 23.53 

绿色转型 

601868.SH 中国能建 建筑装饰 962.19 14.36 1.21 78.09 

601669.SH 中国电建 建筑装饰 1,343.64 12.34 1.18 —— 

003816.SZ 中国广核 公用事业 1,379.15 15.30 1.42 99.65 

600875.SH 东方电气 电力设备 541.31 19.90 1.62 28.55 

002202.SZ 金风科技 电力设备 434.27 19.94 1.35 23.83 

数字经济 

000063.SZ 中兴通讯 通信 1,528.96 20.16 2.78 80.80 

600522.SH 中天科技 通信 554.26 17.25 1.85 32.14 

600487.SH 亨通光电 通信 391.72 25.43 1.70 —— 

688777.SH 中控技术 机械设备 536.18 67.40 10.91 7.96 

300738.SZ 奥飞数据 计算机 95.36 72.07 6.04 —— 

002990.SZ 盛视科技 计算机 104.12 89.65 4.79 0.96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3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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