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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演示材料由中国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山水水泥”或“公司”) 编制，公司独家负责该演示材料的内容 

 本材料呈现或涵盖的信息可能在未通知贵方的情况下修订，且公司不确保此类信息的准确性 

 本演示材料或所含信息均不构成公司在任何司法管辖地区内的任何有价证券的出售或发行要约、或买卖或收购此类证券
的要约邀请、或此类证券的购买或认购邀请，或开展此类投资活动的诱因，亦不得整体或部分作为任何相关合同、承诺
或投资决策的基准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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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摘要 

  2012年1-6月  2011年1-6月  同比增长率 

销售收入 (百万元人民币)  7,378.0    7,832.2   (5.8%) 

                    水泥   5,978.3    6,460.8   (7.5%) 

                    商品熟料   972.4    956.5    1.7%  

                    混凝土   162.6    110.7    46.8%  

                    其他产品   264.8    304.2   (13.0%) 

    

                    山东区域              5,106.5   6,253.0   (18.3%) 

                    东北区域             1,968.9   1,551.4    26.9%  

                    山西区域                294.7   27.8    960.0%  

                    新疆区域                   7.9  - - 

毛利润  (百万元人民币)  1,835.9    2,469.5   (25.7%) 

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 (百万元人民币) 2,015.6  2,410.3   (16.4%) 

净利润 (百万元人民币) 758.4  1,275.0   (40.5%) 

股东应占净利润 (百万元人民币)  727.7    1,237.0   (41.2%) 

基本每股收益 (人民币元)  0.26    0.44   (40.9%) 

毛利率 (%)  24.9%   31.5%  - 

净利润率 (%)  10.3%   16.3%  - 



  2012年1-6月  2011年1-6月  同比增长率 

产能 (百万吨)   

 水泥 85.8 69.9 22.7% 

 熟料 39.0   32.4 20.3% 

销售量 (百万吨)   

 水泥及商品熟料 25.2   25.9   (2.7%) 

 水泥 21.0   22.3   (5.8%) 

 商品熟料 4.2   3.6    16.5%  

 混凝土(百万立方米) 0.6   0.4    37.5%  

销售单价 (人民币元/吨或立方米)   

 水泥 284.3   289.5   (1.8%) 

 商品熟料 232.7   266.7   (12.7%) 

 混凝土 268.8   251.9   6.7% 

水泥区域销售单价 (人民币元/吨)   

 山东区域 280.1   300.2   (6.7%) 

 东北区域 301.4   256.8    17.4%  

 山西区域 234.6   298.4   (21.4%) 

  新疆区域 21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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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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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业绩概览 

(百万元人民币) (百万元人民币) 

销售收入 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 (1) 

(百万元人民币) (百万元人民币) 

毛利润 净利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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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 净利润 + 财务费用 + 税项费用 + 固有资产折旧+ 摊销  

 （2）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前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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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区域的表现优异 

2011年上半年按区域销售细分 

山东

79.8%

东北

19.8%

山西

0.4%

2012年上半年按区域销售细分 

山东
69.2%

东北
26.7%

山西
4.0%

新疆
0.1%

 东北区域销售占比同比提升6.9百分点，主要受惠于： 

 公司区域控制力持续提升，致东北区域水泥销售单价坚挺，同比上升17.4%至每吨301.4元 

 东北区域量价齐升，2012年上半年销售金额同比上升26.9%至19.7亿元  



 受惠于2012年上半年煤炭平均采购单价比上年同期下降 4.4%至人民币699.9元╱吨，煤炭支出同比
减少至18.02亿，占销售收入24.4% 

 在成本节约方面，2012年上半年余热发电总发电量为4.60亿度，降低熟料成本人民币1.0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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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管理持续加强，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2012上半年 2011上半年 

人民币 

百万元 
占销售 

收入% 
人民币 

百万元 
占销售 

收入% 
占比收入 
增减变动 

销售成本总计 5,542.2 75.1% 5,362.7 68.5%  6.6个百分点 

原材料 1,660.3 22.5% 1,488.5 19.0% 3.5个百分点 

煤炭 1,802.0 24.4% 1,886.1 24.1% 0.3个百分点 

电力 783.4 10.6% 808.8 10.3% 0.3个百分点 

折旧和摊销 463.8 6.3% 384.7 4.9% 1.4个百分点 

其他 832.7 11.3% 794.6 10.2% 1.1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占比销售收入与2011年同期持平 

 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同比下降 0.3个百分点 

 财务成本占销售收入较2011年同期上升 2.9个百分点，主要是基于集团融资规模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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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的经营效率 

2012上半年 2011上半年 

人民币 

百万元 
占销售 

收入% 
人民币 

百万元 
占销售 

收入% 
占比收入 
增减变动 

销售费用 127.7 1.7% 121.6 1.6% 0.1个百分点 

管理费用 335.5 4.5% 375.9 4.8% -0.3个百分点 

财务费用 435.9 5.9% 234.2 3.0% 2.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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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人民币) 

稳固的资本结构 

债务结构  债务比率  

注： (1) 根据过去12个月息税折旧摊销前收入计算 

            (2) 长期债务= 长期付息贷款(不含即期部分) + 非即期股东贷款 + 企业债券 

 (3) 短期债务= 短期付息贷款 + 长期付息贷款的即期部分 + 即期股东贷款 

 (4) 净资本负债比率 = 净负债 / (净负债 + 归属本公司权益持有人权益+少数股东权益)，净负债 =  总负债 –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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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营运资本管理 

营运资金周期 (1) 

(天数) 

45.5 

38.8 

47.4 
43.9 

67.8 

13.8 
11.6 

9.3 10.3 
14.5 

67.1 
64.7 65.7 

68.6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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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期

应收帐款周期

应付帐款及应付票据周期

备注: (1)  存货周期 = 平均存货 / 销售成本 * 365或182.5天； 

       应收账款周期 = 平均应收账款 / 收入 * 365或182.5天； 

       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周期 = 平均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 / 销售成本 * 365或182.5天 

运营现金流 

(百万元人民币) 

1,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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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3

1,826.9

1,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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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前景 

1 



14 

1,420
1,648

1,870
2,085

951 994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08 2009 2010 2011 1H20111H2012

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仍然为水泥需求提供了保障 

山东省2012年投资计划 

 “十二五”期间，全省计划新建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70万套，是“十一五”的1.5

倍 

 2012年间580亿人民币将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1,000公里高速公路 

辽宁省2012年投资计划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投入418亿元，包括修建617公里高速公路，养护5,000公里 

农村道路 

山西省2012年投资计划 

 2012年将投资550亿元修建高速公路 

 396亿元将被用于市政设施建设 

内蒙古2012年投资计划 

 2012年将投资500 - 550亿元修建交通基础设施，330亿元投入铁路建设 

新疆2012年投资计划 

 2012年，新疆安排事关发展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300多项，计划投资2,000

亿元以上，主要是与水泥密切相关的水利、交通运输、住房、电力等项目  

 2012年，新疆计划投资211.2亿元，建设18个大通道高速公路项目  

 

 

山东、辽宁、山西、内蒙及新疆投资计划 

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 北京大学房地产业研究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保障性住房仍旧是水泥需求的持续推动力之一(2) 中国经济仍将平稳增长(1) 

全国水泥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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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340

580

1,043

7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2008A 2009A 2010A 2011A 2012E

8.0%
8.5%

3.5% 3.9%

0%

2%

4%

6%

8%

10%

2012E 2013E
中国GDP增长率 世界GDP增长率 

2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01/10 05/10 08/10 12/10 04/11 08/11 11/11 03/12 07/12

北部 东部 中南 西南 东北 西北 全国平均

15 

1.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相关重点项目 

−每年投资大约1.4万亿于新建保障性住房 

−投资1.8万亿于水利工程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 政府正在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要求
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加强市政工程、铁路、节能环保、
信息化、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等建设 

−发改委近期也加速批覆了多项基建计划，以实现扩大公共投资对经济
的支持作用; 道路交通和机场项目成为重点 

−政府同时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能源、电信等领域，激发民
间资本投资活力 

3. 政府信贷政策适度放宽 

−人行于2月24日和5月18日两次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于6月8日和7
月6日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存准率的下调、银行信贷的放松将有
利于进一步活跃基建及房地产市场 

−6、7月房地产持续复苏，一二线城市销量同比增速在40%以上 

水泥行业面临回暖机遇 

资料来源：中国建材网、中国水泥协会报告、数字水泥网 

资料来源：发改委、中国水泥协会报告、数字水泥网 

2012年上半年中国水泥行业投资呈现负增长 

中国水泥行业投资同比数据 

（人民币元/吨） 

(%) 

"稳增长" 的方针政策将有利于拉动水泥需求 供给趋于理性化 

12年以来水泥价格有走低趋势，但部分地区仍实现了一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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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受惠于“十二五”计划 

I II 

III IV 

 在“十二五”期间，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

套 

 2012年中国计划建设700万套保障性住房 (1) 

 2012年年初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总规模为

5,000亿元，下半年新增投资340亿元，计划修建

铁路6,366公里 (2) 

 “十二五”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将

以水利设施投入为重点 

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势拉动 行业政策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建材下乡”提升农村水泥消费 政府支持延伸水泥产业链和资源综合利用 

 2012年5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湖北考察时要求进

一步扩大建材下乡的试点范围  

 山水集团农村营销网络健全，“建材下乡”为拓

宽农村市场带来新的机遇 

 政府支持水泥企业向上下游延伸，实现由单纯生

产销售水泥转营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和向水泥

制品、干混砂浆及粗细骨料等下游产业发展 

 政府政策鼓励企业进行资源综合利用，实现节能

减排 

注: (1)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2) 铁道部 

            (3) 工信部 

 

   

 

 201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

见》明确指出水泥为兼并重组的重点行业之一 

 水泥产业“十二五”规划中，前10家企业水泥产

量将达到全国水泥产量的35%以上，前10家平均

规模大于7,000万吨产能(3) 

 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水泥价格会不断上升，

盈利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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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产能淘汰限制了供应 

资料来源   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数字水泥 

产能淘汰目标扩大，包含粉磨产能 

(百万吨) 

水泥产量得到有效控制 

(百万吨) 

资料来源   发改委、数字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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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支出计划 

注: (1) 资本支出 = 购买物业、厂房与设备 + 购买土地使用权 + 购买无形资产 + 购买其他非流动资产 + 收购附属公司及联营公司 

(百万元人民币) 

资本支出(1) 2012年扩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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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策略展望 

7 

对于目前山东、东北两大核心区域，集团将
继续发挥龙头作用，稳定水泥价格，保持公
司合理利润水平 

公司将根据下属公司的运营状态，分门别类
地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一对一”的督导，
进一步挖掘潜降耗、优化指标、完善内控水
平，优化生产成本，提升盈利空间 

集团将紧紧抓住国家支持大企业集团兼并重
组的政策机遇，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在市
场、价格等方面的主导权 

公司将强化以财务管理为中心、以资金管理
为核心的各项基础工作，立足投资效益最大
化，科学决策、理性投资、稳健发展，保持
资金安全与财务安全 

发挥区域优势，引领市场有序竞争 

继续深化全面预算管理，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提升区域控制力 

强化财务运行监控，防范经营与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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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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