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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新发债企业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及偿债能力研究
1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工商企业部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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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 年我国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本文依据全年新发行企

业债券
2
的行业分布情况，对主要行业的发债企业收入、盈利和偿债等财务指标进行分析和

阐述，并从信用评估的角度出发，对主要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偿债能力进行评价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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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含央行票据）90394.17 亿元，债券市场整体

规模进一步扩大。其中，金融债 23850.68亿元、短期融资券 19942.40亿元、国债 17144.01

亿元、中期票据 11509.87亿元，发行量合计占市场总发行量的 80.15%；央行票据等其他交

易品种的发行规模占比相对较小。 

图 1：2013年上市的债券品种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注：其他债券品种包括资产支持证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同业存单以及可转债。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国内城投债发行规模继续强劲

增长。在 2013年已发行上市的企业信用类债券中，城投债发行总量占比高达 40.34%，远高

于其他行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占比 12.63%，位列第二；电力、批发和零售行业占比均为 8.69%，

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比分别为 6.69%和 6.59%，其他行业占比则均低于 5%。 

                                                        
1 本文发表于《债券》杂志 2014 年 3 月刊。 
2 2013 年度新发行企业债券，不包含当年存量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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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企业信用类债券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以下主要针对 2013年企业信用类债券（包括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

主要发债行业企业的主要财务指标及其未来偿债能力进行简要分析。 

主要行业发债企业收入概况 

在 2013 年新发企业信用类债券前十大行业中，钢铁行业、有色金属和批发零售行业发

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位数分别为 280.28亿元、195.80亿元和 139.42亿元；2014 年上半

年，钢铁行业、有色金属和批发零售行业发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位数分别为 135.23亿元、

107.44亿元和 68.13亿元，占据主营业务收入的前三位。 

图 3：主要行业发债企业近五年主营业务收入中位数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从 2013 年新发债企业净利润中位数来看，2013 年和 2014 年上半年电力企业分别实现

净利润 12.22亿元和 5.58亿元，在各行业中占绝对优势。同期，建筑业分别实现净利润 5.04

亿元和 2.28亿元，位居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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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主要行业发债企业近五年实现净利润中位数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从行业内企业的具体表现来看，2013 年实现收入总额和净利润合计最高的发债行业为

电力行业。2013 年电力行业发债企业 61 家，2013 年和 2014 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合

计分别为 44,466.46 亿元和 20,983.89 亿元，其中国家电网分别贡献 20,431.98 亿元和

10,070.60亿元，占比分别为 45.95%和 47.99%；同期，上述 61家发债企业分别实现净利润

合计 2,270.22 亿元和 1,141.74 亿元，其中国家电网净利润分别为 517.29 亿元和 301.60

亿元。 

2013年唯一发生整体亏损的发债行业是钢铁行业，2013年钢铁行业发债企业33家，2013

年和 2014年上半年净利润分别亏损 19.32亿元和 31.98亿元，其中鞍钢集团 2013年和 2014

年上半年净利润分别为-43.34亿元和-9.73亿元，减亏效果显著（详见附件 2）。  

主要行业发债企业盈利能力指标
3
分析 

收入增长方面，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变动影响，除建筑业、农林牧渔业和制造业之外，其

他行业发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均在 2011年或 2012年达到波谷后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且波动幅度较大。2010 年受行业景气度上升影响，钢铁行业发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高达 36.59%，此后两年行业景气度持续下滑，2012 年收入增速随之下跌至-38.57%，2013

年政府实施的稳增长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化解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缓解供需矛盾起到一定的

作用，钢铁行业发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上涨至 24.07%。2013 年受仓储业转型升级的影

响，行业发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从 2012年的 4.81%上涨至 2013年 112.52%。 

图 5：主要行业发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利润增长方面，电力和钢铁行业发债企业净利润增长波动幅度较大。其中：钢铁行业发

债企业 2010年净利润增长率高达 368.69%，2011年和 2012年随着行业景气度的持续下滑，

行业净利润增长率均低于-40%，2013年上升至 36.73%；电力行业发债企业 2010 年净利润增

长率为 22.90%，2011 年下降至-21.72%，2012 年随着煤炭价格的下降，电力行业发债企业

净利润增长率又反弹至 98.89%，2013年回落至 43.70%。建筑业、批发零售、城投发债企业

的净利润增长速度相对稳定，但 2013 年均有所提高，其中建筑业发债企业净利润增长率从

                                                        
3 本部分分析以发债企业 2009 年至 2013 年各年财务数据的中位数为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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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 13.42%上升至 2013 年的 40.88%，为近年最快增速。此外，化工行业、制造业和

交通运输仓储业的净利润增长速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但均为负值。 

图 6：主要行业发债企业净利润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整体来看，不同行业发债企业的毛利水平差别较大。其中，城投、交通运输仓储行业发

债企业的毛利率逐年小幅下降，航运等部分子行业毛利率出现较大的负值；电力、化工、钢

铁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发债企业的毛利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建筑业、农林牧渔业

和批发零售行业发债企业的毛利率则处于较为稳定的水平。 

图 7：主要行业发债企业近五年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受煤炭价格高位上行，劳动力成本和利息支出上升等因素影响，2011 年电力行业发债

企业的净利率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但 2012 年以来煤炭价格持续下降，电力行业发债企业

的净利率水平明显回升。其他行业发债企业的净利率水平在 2009年至 2013年间大体呈现为

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其中钢铁、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等行

业发债企业的净利率水平则基本处于 5%以下的相对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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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主要行业发债企业近五年净利率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除电力和钢铁行业发债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在 2013 年略有回升外，其他行业发债企业

的净资产收益率总体上呈波动性下降趋势，其中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农林牧

渔等行业发债企业的净资产收益水平降幅相对较大。 

图 9：主要行业发债企业近五年净资产收益率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主要行业发债企业偿债能力指标
4
分析 

2013 年发债企业整体上信用级别仍然较高，但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部分

行业偿债能力有所减弱。与 2012 年相比，发债企业主体级别调整的次数和下调比例均显著

增加，不同行业的信用风险水平出现分化。 

从债务杠杆水平来看，建筑业、电力、批发零售行业和钢铁行业发债企业的债务杠杆较

高，其 2013年发债企业资产负债率中位数分别为 72.91%、70.48%、67.93%和 66.50%，2014

年 6 月末的发债企业资产负债率中位数分别为 75.15%、70.79%、67.00%和 67.60%，大部分

较上年末有所上升。城投和农林牧渔业发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中位数则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1年开始下降，2011年和 2012年基本保持在 50%左右，2013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

中农林牧渔业发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中位数从 2012 年末的 51.19%迅速上升至 2013 年末的

55.29%。 

                                                        
4 本部分主要以发债企业 2009 年至 2013 年各年财务数据的中位数为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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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主要行业发债企业近五年资产负债率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2013 年，前十大行业发债企业债务总额/EBITDA 比值的中位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

涨，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钢铁行业和城投类发债企业债务总

额/EBITDA比值的中位数上涨幅度较大，从 2012年末的 2.80倍、5.83倍、5.75 倍和 5.48

倍分别上涨至 2013年末的 7.24倍、7.85倍、8.11 倍和 10.14倍。 

图 11：主要行业发债企业近五年债务总额/EBITDA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整体来看，除批发零售业外，前十大行业发债企业已获利息倍数中位数在 2009年至 2012

年间均呈现为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其中，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发债企业已获利息倍数中位

数在 2009 年至 2010 年增长较快，2010 年分别达到 14.19 倍和 11.47 倍，但此后出现快速

下滑，2012 年已分别降至 6.56 倍和 6.30 倍；建筑业发债企业已获利息倍数的中位数始终

处于 7 倍以上，而钢铁行业发债企业该项指标于 2012 年已低至 3.05 倍。2013 年，除钢铁

行业发债企业已获利息倍数的中位数有所上升外，其他行业发债企业已获利息倍数则保持下

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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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主要行业发债企业近五年已获利息倍数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东方金诚整理 

偿债能力展望 

在外部环境趋于改善的背景之下，2013 年中央陆续出台棚户区改造、铁路和城市基础

设施投资、上海自贸区设立、土地流转试点以及促进节能环保和光伏产业发展等多项政策，

“稳增长”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中国宏观经济全年呈现“前弱后稳”的运行态势。2014 年

中央政府进一步强化“稳增长基础上调结构、促改革”的经济发展思路，财税体制改革、化

解产能过剩以及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等是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全年经济将基本保持平稳运

行。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改革的推行等均可能给宏观

经济整体运行和发债企业的经营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以下重点针对 2013 年前十大发债行业

内企业的偿债能力进行简要分析。 

电力 

近年来，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能源资源日益紧缺、节能减排压力不断加大，国家逐

步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限制和改造，化工、建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四大高耗能行业合计

用电量平均增速明显下降。2013 年受益于国家稳增长政策推动，全国用电量增速呈现出前

低后高的变动趋势。鉴于电力行业景气度与国民经济发展整体相关性较高，从中长期来看，

全社会电力需求将随经济增长而保持相对稳定。同时，电煤市场价格的震荡、上网电价政策

的调整以及新能源发展的走势均将给电力生产企业的经营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电力行业发债企业 2009年至 2013年主要财务指标中位数来看（见本文附录 1），我

们认为，对于国家电网类公司，基于其业务的垄断性和公用事业性，其中短期内均具备较强

的融资能力和偿债能力。水电、风电和核电等清洁能源虽然上网电量稳定性弱，但由于成本

稳定、上网电价变化较小，当前政策支持力度在增加，预计其盈利能力在中长期内将保持稳

定；火电虽然受电煤成本变动影响较大，但预期未来一年内煤炭供应相对宽松，煤价将在相

对低位上维持运行，火电盈利能力短期内将有所改善。目前，以电价调整为标志的电力体制

改革正在逐步推进，未来相关监管政策的变化将成为电力行业发债企业的主要风险因素。 

有色金属 

2013 年有色金属行业市场行情走势偏弱，除锗与镨钕等小金属需求回暖外，贵金属和

基本金属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有色金属

是强周期性行业，资本密集度高，产品大宗商品特征显著，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影响，也受

美元的影响，国内企业无定价话语权。2012 年以来，房地产、电力、汽车和家电等有色金

属主要消费领域增速出现不同幅度的下滑，短期内有色金属行业面临去库存和价格持续低迷

的不利局面，行业整体经营风险较高。 

从有色金属行业发债企业 2009年至 2013年主要财务指标中位数来看（见本文附录 1），

我们认为，短期内相关企业将着力于应对产能过剩和盈利能力下降，高杠杆经营模式难以改

变，甚至部分企业可能面临流动性困境，行业债务违约风险呈上升趋势。从中长期来看，中

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为有色金属行业需求增长形成有

利支撑，行业整合与并购也将加速企业信用风险水平的分化，但整体风险水平将趋于稳定。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62.html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75.html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E6%9C%89%E8%89%B2%E9%87%91%E5%B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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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 

2012 以来，钢铁行业市场需求放缓、产能过剩加剧、环保压力加大，企业经营环境日

趋复杂。尽管钢铁行业是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但企业出于规模效益、市场份额、银行停贷

风险、地方保增长压力等多方考虑，主动减产意愿较弱，产能不断攀升造成钢材市场价格持

续低迷，行业盈利水平低位徘徊，整体上呈现高产量、低价位、低效益的运行态势。 

受行业景气度下滑影响，2013 年钢铁行业新发债企业盈利能力趋弱。在国家限制产能

过剩的政策背景下，整个行业资金压力持续增加，长短期债务偿付压力有所加大，中短期内

低盈利水平和高经营杠杆的困境难以获得改善，部分企业信用风险可能进一步提升。从长期

来看，终端市场需求仍将保持适度增长，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将明显改观，资金技术实力雄

厚的企业将在行业整合中获益，丰富的产品组合和稳定的客户基础将对长短期偿债能力构成

正面影响。 

化工 

2013 年化工行业总体上处于低位调整阶段，传统市场表现依然低迷，特种化学品、橡

胶制品、有机化工原料及合成材料等领域进入战略发展期，并成为带动行业平稳增长、加快

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从全年市场行情来看，随着全球经济形势逐步回暖，房地产、汽

车、电子产品等主要化工产品消费领域增速开始回升，化工行业平均主营收入同比增幅上升，

但行业产能利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现阶段，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动、油气政策调整、产能过剩、环境保护、安全事故等均是

影响整个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国内经济“调结构、稳增长”的政策背景下，化工行业低

位运行的态势短期内仍将持续。从长期来看，国内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下游市场需求的

不断增长均将成为推动化工行业良性发展的动力。对于化工行业发债企业而言，丰富的产品

组合、强大的创新能力、稳定的产品质量将构成其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并对其偿债能力构成

正面影响。 

制造业 

近年来，在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

房价地价大幅上涨等因素，进一步推高了企业的生产和商业成本，企业利润逐步下滑；多年

来的过度投资，导致行业内企业均存在或多或少的产能过剩，高成本收入和产能过剩导致的

激烈的价格竞争对利润形成进一步的挤压。因此，如何创新商业模式，如何创新服务，如何

更快更好的进行转型升级，是近年来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2013 年新发债制造业企业中，以金属制品、电器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占比较大，预计未来将受益于我国宏观经济企稳，企业营业收入仍将

总体保持增长，但是信用水平将出现分化。短期内，债务杠杆水平高、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产能严重过剩的企业或将出现违约风险；中长期内，预计产业结构升级快、投入产出水平高、

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快的企业，将获得行业内领先优势，盈利水平将增长，偿债能力也将逐

步增强。 

建筑业 

建筑行业属于典型的中游行业，下游需求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直接决定建筑行业

的产量和盈利水平。2003年至2011年三季度国内建筑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增速均保持在20%

以上的较高水平，但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影响，自 2011 年 4季度开始，建筑业上述指标均跌

至 20%以下，2013年建筑行业则整体上进入中速发展的平稳时期。 

由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下游行业需求已逐步回落，宏观流动性趋紧导致行业回款

压力进一步加大，未来对现金流状况的考察是决定建筑行业发债企业信用风险水平的核心要

素。从建筑行业新发债企业 2009年至 2013年主要财务指标中位数来看（见本文附录 1），

建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中位数维持在 70%以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目前国内建筑企业所

在区域、业务领域和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受益于国企改革和海外扩张，大型建筑企业的

盈利和偿债能力将保持相对稳定。 

批发和零售 

批发和零售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下游的位置，且属于对经济周期不敏感的行业，

近年内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对该行业的负面影响较小。批发和零售企业拥有宝贵的通道资

源，可以通过采购渠道的整合，对制造业的生产和定价等施加重大影响，同时还通过掌控终

端市场，拥有着稳定的现金流量，部分降低了近年来因为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开放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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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导致的微利对企业偿债能力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以高杠杆融资进行多元化投资或高速

扩张的企业除外。 

从批发和零售行业新发债企业的 2009年至 2013年主要财务指标中位数来看（见本文附

录 1），预计短期内，与强周期性行业相比，批发和零售行业的整体信用风险水平较低，偿

债能力更为稳定；而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行业内具有商业模式创新能力、

债务杠杆水平相对较低、物流渠道整合能力更强、能够与供应商协作共进的优质企业，将凭

借其竞争优势获得行业领先地位，偿债能力也将不断增强。 

农林牧渔业 

近年来，国家的政策重点开始从刺激投资转向刺激消费和促进民生，农林牧渔行业属于

与消费升级相关的中下游行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尤其是那些行业领先企业，获得了

政府的各类支持，包括并购重组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竞争优势。当前，农林牧渔行业内

的领先企业，从国家农业相关指导政策出发，发展战略中普遍涵括食品安全、拥有和控制农

业资源、产业链完整、环境保护、生产技术水平创新、品牌等方面。其中，行业龙头中粮集

团就提出了“从田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战略。 

从 2013年新发债企业的 2009年至 2013年主要财务指标中位数来看（见本文附录 1），

农林牧渔企业虽然盈利水平不高，但是收入增长保持稳定，且债务水平相对不高，则预计短

期内，农林牧渔类发债企业的整体偿债能力强于周期敏感性的企业；而中长期内，我们认为，

拥有资源、产业链完整、资金、技术、产品、品牌、市场等的企业，将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盈利水平将不断提高，偿债能力将不断增强。 

交通运输仓储 

受益于宏观经济趋稳、外部需求复苏和产业政策推动，2013 年国内交通运输行业总体

运行平稳。铁路运输方面，虽然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偿债压力仍然较高，但受益于国家推进铁

路建设，货运价格市场化进程进入实质性阶段，铁路行业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将有望明显

改善。公路运输方面，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为高速公路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但

收费标准、收费期限和经营权转让等政策变化可能会对部分发债企业构成挑战。航空方面，

2013 年行业集中度下降，高铁分流压力加大，有效需求不足叠加运力快速增长导致盈利能

力持续下滑，企业经营业绩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从短期来看，虽然交通运输仓储行业整体负债规模较大，净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盈利

空间有限，但违约风险极小，因为该行业主要发债企业所在航空、高速公路、航运等行业属

国资委或地方政府绝对控股的行业。从长期来看，整个行业的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紧密

相关，将随未来外部需求转暖而逐步降低，偿债能力将趋于稳定。 

城投 

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发行主体以省及省会城市控股的平台公

司为主，但县级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较快，近年来发债主体中的县级平台公司逐年增加。从到

期分布来看，2014年和 2015年到期的政府债务占比分别为 20%和 16%，预计 2014年将有 1000

亿元城投债券到期兑付，短期内存在一定集中偿付压力。但是，未来 1-2年内，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的整体安全性仍然相对较高，地方经济状况、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债务率将对其

偿债能力施加重大影响。 

从 2013 年新发债企业 2009 年至 2013 年主要财务指标中位数来看（见本文附录 1），

城投类发债主体的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但部分偿债指标略有弱化。未来，宏观经济放缓、

土地出让收入变动、融资政策的收紧、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变化等均可能成为引发城投债违约

风险上升的因素，而拥有优质可变现资产和多元化盈利模式的发债主体偿债能力则会相对较

强。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已逐步进入深层次调整阶段，未来外部环境将日趋复杂多变，经

济增速放缓对各行业发债企业的冲击并不均衡，发债企业的信用风险水平将出现明显分化。

短期来看，有色金属、钢铁、制造业、化工等产能过剩行业中，过度投资、债务杠杆水平

过高、产能严重过剩、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的企业受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更为突出，偿债能

力可能进一步减弱；而城投、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发债企业偿债能力预计将保持相对

稳定。长期来看，宏观经济增速趋缓、土地出让收入变动、融资政策的收紧、地方政府债

务结构变化等均是引发企业信用风险上升的因素，在此背景下拥有优质可变现资产和多元

化盈利模式的发债主体偿债能力则相对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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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工商企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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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2013 年发债企业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中位数统计表
5
 

年份 

营业 

收入 

(亿元) 

净利润 

(亿元) 

净利率 

（%） 

毛利率 

（%） 

净资产 

收益率 

(%) 

资产 

负债率 

(%) 

全部 

债务 

/EBITD

A 

(倍) 

EBITDA 

利息 

倍数 

(倍) 

电力 

2014年 1～6

月 
57.16 5.58 9.76 22.58 5.23 70.79 - - 

2013年 86.98 12.22 14.05 22.88 8.06 70.48 6.42 3.14 

2012年 70.10 8.51 12.13 22.24 7.29 69.63 5.52 3.72 

2011年 63.13 4.28 6.77 20.75 5.39 73.02 6.08 3.55 

2010年 59.32 5.46 9.21 23.81 5.77 72.91 5.37 4.53 

2009年 42.32 4.45 10.51 27.26 6.30 72.11 5.47 4.5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014年 1～6

月 
107.44 0.83 0.77 9.13 1.24 62.96 - - 

2013年 195.80 2.33 1.19 9.04 5.34 65.55 7.24 4.01 

2012年 173.43 4.67 2.69 11.65 7.34 60.87 2.80 4.70 

2011年 158.15 5.25 3.32 14.39 9.57 60.36 3.82 5.68 

2010年 123.52 5.15 4.17 15.20 7.86 58.56 3.39 7.45 

2009年 75.57 2.28 3.01 12.49 6.47 58.51 4.27 7.19 

钢铁行业 

2014年 1～6

月 
135.23 0.33 0.25 9.38 0.28 67.60 - - 

2013年 280.28 1.26 0.45 9.77 0.81 66.50 8.11 3.35 

2012年 225.91 0.92 0.41 8.29 0.73 65.44 5.75 3.05 

2011年 367.78 3.70 1.01 12.45 4.15 62.96 4.21 5.70 

2010年 324.84 6.62 2.04 11.93 4.52 63.85 4.00 7.02 

2009年 237.82 1.41 0.59 12.95 2.61 63.98 4.72 5.57 

化工 

2014年 1～6

月 
38.14 1.24 3.25 18.44 2.47 67.33 - - 

2013年 66.58 2.59 3.90 18.32 6.78 64.76 5.21 3.98 

2012年 60.68 2.92 4.81 16.02 7.52 61.39 3.41 5.56 

2011年 59.56 4.63 7.78 19.21 9.68 59.92 2.67 8.05 

2010年 40.84 2.94 7.20 19.35 11.73 60.04 2.17 10.08 

2009年 29.06 1.40 4.83 15.97 10.24 61.19 2.27 8.77 

建筑业 

2014年 1～6

月 
56.53 2.28 4.03 12.88 4.87 75.15 - - 

2013年 103.26 5.04 4.88 13.41 11.10 72.91 5.09 4.83 

2012年 91.54 3.57 3.90 13.83 11.67 71.24 2.98 7.76 

2011年 73.39 3.15 4.29 13.59 11.24 72.10 2.85 8.53 

2010年 56.88 2.58 4.54 12.39 12.03 72.58 2.68 10.46 

2009年 39.70 1.93 4.85 12.26 12.45 71.61 2.27 10.22 

制造业 

2014年 1～6 26.04 0.76 2.93 19.71 2.48 61.44 - - 

                                                        
5 表中部分指标以 2014 年 1～6 月数据计算，与其他全年数据计算基础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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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13年 50.65 1.47 2.89 20.29 6.36 61.40 4.36 4.47 

2012年 45.46 1.55 3.41 20.94 6.50 58.99 2.36 6.56 

2011年 40.38 2.23 5.53 21.57 9.07 58.62 2.19 10.29 

2010年 31.05 2.38 7.67 22.79 11.22 53.31 1.64 14.19 

2009年 23.49 1.49 6.33 20.75 10.53 58.57 2.05 11.72 

批发和零售 

2014年 1～6

月 
68.13 1.25 1.83 11.23 3.44 67.00 - - 

2013年 139.42 2.91 2.08 10.84 8.24 67.93 5.80 3.80 

2012年 110.57 3.06 2.76 11.81 8.59 66.28 3.90 5.98 

2011年 107.31 3.86 3.60 11.16 11.38 64.62 3.05 8.71 

2010年 88.65 3.55 4.00 12.04 12.18 65.13 2.87 10.82 

2009年 72.23 2.70 3.74 12.84 11.47 62.87 2.61 11.17 

农林牧渔业 

2014年 1～6

月 
35.62 0.58 1.64 17.96 1.48 58.82 - - 

2013年 68.69 2.19 3.19 19.04 4.59 55.29 5.30 3.78 

2012年 63.54 2.49 3.92 18.65 7.31 51.19 3.02 6.30 

2011年 51.88 2.79 5.38 21.45 9.96 49.41 2.03 8.67 

2010年 38.72 2.25 5.80 20.92 11.38 54.32 2.31 11.47 

2009年 33.87 1.18 3.47 21.28 11.85 54.44 2.65 9.36 

交通运输、仓储业 

2014年 1～6

月 
20.46 0.80 3.92 34.12 1.10 59.15 - - 

2013年 51.27 2.07 4.04 32.77 2.63 58.40 7.85 3.13 

2012年 24.12 2.28 9.45 32.69 2.65 59.39 5.83 3.94 

2011年 23.02 2.60 11.29 37.22 4.51 59.52 4.88 6.11 

2010年 20.90 2.50 11.95 37.18 3.87 58.28 5.20 8.24 

2009年 15.58 1.75 11.21 39.00 2.78 55.75 5.66 5.79 

城投 

2014年 1～6

月 
6.32 0.89 14.11 21.93 0.94 54.70 - - 

2013年 13.75 2.68 19.49 21.21 2.87 52.97 10.14 3.96 

2012年 11.61 2.36 20.34 24.36 3.05 50.84 5.48 5.58 

2011年 9.99 2.36 23.65 24.65 3.91 49.32 4.58 6.75 

2010年 7.75 1.86 24.01 24.92 4.07 53.01 5.30 7.11 

2009年 7.62 1.58 20.68 27.43 3.93 58.46 6.31 6.59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东方金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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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013 年发债企业前十大行业部分数据统计表 

项目 

2013年 

发债企 

业数量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2013 年 
2014年 

1～6月 
2013年 

2014年 

1～6月 

电力行业 61 44,466.46 20,983.89 2,270.22 1,141.74 

其中：国家电网 
 

20,431.98 10,070.60 517.29 301.60 

南方电网 
 

4,454.94 2,172.72 84.54 51.59 

华能集团 
 

2,861.79 1,375.25 160.59 80.35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1 17,975.89 8,660.41 159.07 -11.85 

其中：中铝公司 
 

2,792.85 1,315.24 -78.86 -58.06 

江铜集团 
 

1,945.24 955.36 27.95 9.79 

中国有色集团 
 

1,900.09 993.65 2.30 1.10 

钢铁行业 33 17,482.81 8,353.45 -19.32 -31.98 

其中：武钢集团 
 

2,269.18 922.81 4.05 0.68 

沙钢集团 
 

1,550.53 825.10 12.61 8.99 

鞍钢集团 
 

1,471.17 753.97 -43.34 -9.73 

化工 57 7,574.86 3,720.11 115.01 61.40 

其中：中国化工 
 

2,440.36 1,310.66 -9.63 -4.26 

云天化集团 
 

635.46 302.52 -19.74 -13.51 

瓮福集团 
 

376.08 191.84 0.62 0.56 

建筑业 93 34,215.91 17,080.51 989.51 527.34 

其中：中国建筑 
 

6,810.48 3,749.41 293.33 163.34 

中国铁建 
 

5,867.90 2,616.94 104.39 50.45 

中国交建 
 

3,324.87 1,585.63 118.68 57.99 

制造业 107 8,858.61 4,427.17 264.17 154.01 

其中：南车集团 
 

1,003.35 513.77 49.29 26.07 

TCL集团 
 

853.24 437.93 28.85 19.79 

上海电气 
 

792.15 360.87 44.25 22.71 

批发和零售 89 34,935.24 15,720.72 395.50 195.73 

其中：中国五矿 
 

4,130.32 1,530.59 44.09 8.45 

五矿股份 
 

4,094.71 1,508.69 45.79 12.09 

中国航油 
 

2,258.18 1,071.90 23.76 13.66 

农林牧渔业 64 7,284.44 3,504.87 282.42 109.25 

其中：中粮集团 
 

1,848.94 928.08 23.38 11.08 

新希望集团 
 

778.93 353.30 31.10 11.21 

新希望 
 

693.95 320.78 24.91 12.57 

交通运输、仓储业 121 25,528.58 12,416.92 615.96 156.39 

其中：中国铁路 
 

10,433.94 4,784.82 2.57 -53.56 

中航集团 
 

997.33 504.54 35.58 4.07 

南航集团 
 

990.72 504.80 28.73 -2.39 

城投 474 18,289.84 9,031.17 982.36 538.61 

其中：甘肃国投 
 

1,950.61 1,079.18 15.14 5.85 

上海建工 
 

1,020.36 550.77 16.68 8.87 

东浩集团 
 

948.02 526.56 6.67 3.93 

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东方金诚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