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卓建安）重慶機電（2722）
董事長謝華駿表示，母公司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在
「十二五」期間將有重大發展，到2015年其營業收入
將達到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而上市公司重慶

機電作為集團核心企業將發揮主力軍的作用，業務
也將有重大進展。

「裝備中國　走向世界」
謝華駿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重慶機電控股

集團在「十二五」期間的發展規劃是「完成三大建
設、實現兩大目標、一個願景」。三大建設即建設西
部裝備製造業高地、千億級產業集團及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企業集團；兩大目標即2012年實現營業收入
500億元，2015年實現營業收入1,000億元；一個願景
即實現「裝備中國，走向世界」的企業願景。
謝華駿續稱，2009年重慶機電控股集團的營業收

入約250億元，到今年底其營業收入將達500億元，
即較2009年翻一番，而到2015年其營業收入將達
1,000億元，即較今年再翻一番。
謝華駿表示，目前重慶機電控股集團有七大業務

板塊，除上市公司重慶機電的汽車零部件、電力設
備、通用機械和數控機床四大板塊外，還擁有電子
信息、有色冶煉和軌道交通三大板塊。
謝華駿續稱，軌道交通是屬於新興產業，目前發

展迅速。他說，軌道交通業務是重慶機電控股集團

與中國北車集團合資，主要為重慶以及西部地區的
軌道交通項目提供車輛。他透露，2010年其訂單僅
80多輛，到今年訂單已達400多輛。
對於軌道交通業務有否計劃注入重慶機電，謝華

駿表示，該業務處在發展階段，未有注入上市公司
的打算。

重慶通用工業拓東北內蒙
在被問及重慶機電風電葉片業務的發展情況時，

重慶機電總經理余剛表示，去年9月該公司旗下重慶
通用工業集團完成對吉林省大安晨飛風電設備公司
的股權收購，當年即錄得盈利，預計今年其業務表
現會更佳。余剛續稱，重慶機電希望透過吉林大安
晨飛這個橋頭堡，拓展東北、內蒙古等地市場。
至於核電業務，謝華駿表示，近期中央有關部門

稱將恢復核電項目的審批，對該公司為核電站配套
的二級泵—水壓試驗泵和離心式上充泵的業務有
利。他透露，之前該公司中標3個核電站的二級泵，
今年開始將陸續交貨。至於今年會否有新的核電站
二級泵招標，他表示，暫時沒有招標的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中國神

華（1088）去年超標完成煤產量及銷售

量，加上在煤價高漲時提高現貨煤銷售

比例，令集團全年多賺17.6%至456.77億

元（人民幣，下同），收入增長32%至

2,082億元，每股盈利為2.296元，末期息

增20%至每股0.9元。

收入破2千億 末期息0.9元

期內神華的商品煤產量為2.819億噸，

銷量達到3.873億噸，分別同比增長14.8%

及23.7%，其中外購煤銷售量為1.05億

噸，佔總銷售量27%。另外，該集團總售

電量增27.3%至1,676億千瓦時。三大營運

數據都超出年初目標近10%。母公司神華

集團在年內繼續注入資產，為上市公司

貢獻3,020萬噸煤產量及2,760萬噸煤銷售

量，並產生16.56億元利潤。

去年該集團的長約合同銷售價格雖較

2010年下跌6.7%，但現貨銷售價格增加

11%，而且後者所佔比例增加11.6個百分

點至54.3%，帶動集團整體煤炭銷售價格

增長6.4%至每噸435.8元。該集團預計，

今年國際煤炭市場供需平衡，國際動力

煤現貨價可能維持去年的平均水平。

對於內地，神華預計今年中國仍將是

煤炭淨進口國，但煤炭需求增幅將放

緩。然而，受制於運輸能力，內地煤炭

供給可能在局部地區或時間出現緊張。

早前內地另一家大型煤炭企業兗州煤業

（1171）預計，今年內地的煤炭平均價格

將較去年有所上升。

預料電力表現勝煤炭

神華又為今年營運訂下目標，計劃生

產商品煤2.899億噸，較去年增2.8%，煤

炭銷售量計劃增加6%至4.105噸，而售電

量則希望達到1,996億千瓦時，按年增長

1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毅然)  油價持續高企，中

石化(0386)原本已有所好轉的煉油業務，在第四季擴

大虧損，拖累全年純利僅增長2%至732.25億元(人民

幣，下同)，屬市場預期的下限。該集團第四季的純

利更只得118.29億元，按年倒退23%，按季更大降

41.5%。

此前，彭博綜合

31名分析師預估，

中石化去年純利平

均約為763億元，

最高者更預估其達

至8 9 3億元。不

過，第四季的情況

急轉直下，原本一

直改善的煉油業

務，第四季的虧損

達到126.86億元，

較 第 三 季 擴 大

16%，亦是全年虧

損最多的一季，拖

累全年利潤。

全年純利增2%至732億
該集團指出，去年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上漲，但內

地成品油價格從緊控制，煉油毛利僅為每噸39.3元，

同比大跌86.5%。因此，即使原油加工量增加3%至

約2.17億噸，帶動煉油業務銷售收入增加18.5%，但

該業務的全年虧損仍達到357.8億元，相較2010年錄

得158.51億元收益。

原油價格高企相反對集團的上游業務有利，勘探

及生產業務的經營收益按年增長52%，主要因原油

平均實現價格亦升38%至每噸4,621元，天然氣價格

亦增長10.3%至每千立方米1,274元。不過，期內集團

原油生產量按年下跌1.9%至約3.217億桶，整體油氣

當量產量僅增長1.6%至4.08億桶。另外，發展煉油業

務得以開拓的化工業務亦有所增長，期內經營收益

大增78%，乙烯產量增加9.2%至989.4萬噸。

今年資本開支料增33%
該集團去年資本開支增加14.6%至1,301.84億元，

但今年計劃再增加33%至1,729億元，主要是勘探及

開採板塊增加近200億元開支，用於在勝利、塔河、

鄂爾多斯等地區的產能建設。該集團並計劃，今年

生產原油量為3.265億噸，生產天然氣更計劃增加

12.7%至5,826億立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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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2011年度全年業績
項目 金額(元人民幣) 按年變幅

純利 732.25億 +2%

每股盈利 0.845 +2.05%

每股末期息 0.2 +54%

總收入 2.5萬億 +31%

分部業績

項目 經營收益(人民幣元) 按年變幅

勘探及開採 716.31億 +52%

煉油 虧損357.8億 /

營銷及分銷 446.96億 +45.3%

化工 267.32億 +78%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毅然

產銷超標 神華多賺17.6%

大唐策略性拓核電

煉油大虧 中石化末季少賺23%

重慶機電母企營收目標千億

建行多賺25%  地產不良貸款升中
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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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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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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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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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與澳洲中央銀行昨天簽署

本幣互換協議。筆者認為，這是人民幣國

際化的又一個有意義的進展。首先，中澳

協議是繼中國與多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

簽署類似協議之後，第一次與主要發達國

家簽署的本幣互換協議，這表明部分發達

國家對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的需求和

對人民幣本身的信心。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否國

際化，關鍵在於其是否獲得世界的廣泛接受，

而來自於發達國家央行的信心對私營部門來講

則具有信號作用。

國際化向前再邁進一步

第二，有利於推動中澳貿易的本幣結算，降

低由於使用第三方貨幣所帶來的匯率風險和兌

換成本。中國是澳洲最大的大宗商品的進口

國。2011年，中國從澳洲進口的總額達到825

億美元。通過中澳的本幣互換機制，在必要的

時候，澳洲央行可以為本國的商業銀行提供人

民幣的流動性，來支持人民幣貿易信貸。目

前，中澳之間的貿易多數還是以外幣計價和結

算。今後，人民幣應該成為越來越多大宗商品

進口的結算貨幣。

如果中國與澳洲的貿易更多地用人民幣結

算，也將有利於推動大宗商品的人民幣計價。

一旦人民幣成為幾個主要大宗商品（尤其是中

國為主要消費國的大宗商品，如鐵礦砂等）的

計價貨幣，在中長期就能擴大人民幣作為第三

方使用的空間（即兩個非中國的交易對手用人

民幣交易大宗商品）。

助提升離岸人幣流動性

另外，由於中國與澳洲的貿易主要是從澳洲

進口，這些進口中的一部分改為人民幣結算將

有助於「輸出人民幣」。這些人民幣中的相當

部分將留存在境外的人民幣離岸市場，可以幫

助提升離岸市場的人民幣流動性，和由流動性

支持的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的交易。

當然，簽署互換協議並不意味㠥這些協議必

然會被啟用。目前，海外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

和其他國家央行對人民幣的潛在需求還都面臨

一些瓶頸。筆者認為，最大的瓶頸還是中國資

本項目的管制。目前，許多跨國公司還不太願

意接受人民幣，是因為人民幣的投資渠道十分

有限：離岸市場的規模還很小，在岸市場還處

於基本封閉狀態。因此，推動資本項目和資本

市場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下一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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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毅然）大唐發電（0991）去
年收入雖然增長19.3%至723.82億元（人民幣，下同），
但燃料成本高漲，影響純利按年下跌23.3%至19.71億
元，每股盈利跌28.6%至0.15元，派末期息每股0.11元。

燃料漲價 純利年跌23%
期內，該集團累計完成發電量2.04億兆瓦時，按年增

加14%，上網電量亦增14%至1.9億兆瓦時，而且平均上
網電價增加5.1%，相應增加電力經營收入約31.5億元。
不過，期內電力及熱力業務毛利率仍然下跌2.82個百分
點至16.93%，主要因為每兆瓦時的燃料成本增長17%至
204.45元，令電力燃料費增加30.8%至411.6億元。
大唐發電指出，今年目標完成發電量2.05億兆瓦時，

銷售收入同比增長最少15%。該集團並指，為分散風
險，希望隨發展火電業務外，還繼續發展風電及太陽
能，並策略性地發展核電，同時會積極發展煤炭及煤化
工，並加快推進氧化鋁業務，而配套方面，則會繼續發
展鐵路港口航運。

建行2011年實現利潤總額2,191.07
億元，較2010年增25.09%；淨利

潤1,694.39億元，較上年增25.48%。期
內盈利上升，主要受惠於淨利息收益
率穩步回升，生息資產規模適度增
長；產品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穩步增
長，較2010年增208.62億元增幅達到
31.55%，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對經營
收入比率較上年提高1.48%至21.78%，
以及成本得到合理控制。

地產貸款不良率1.85%
期內，不良貸款餘額709.15億元，較

2010年增加62.03億元；不良貸款率
1.09%，較2010年下降0.05%；其中，
由於受宏觀經濟波動影響較大的製造
業、批發零售以及房地產業等不良率
上升，該行公司類貸款不良率較上年
上升0.02個百分點至1.43%。此外，房

地產調控持續不放鬆，去年房地產貸
款總額較上年下降，但不良貸款和不
良率上升。該行2011年房地產業貸款
總額4327億元，佔全部貸款總額
6.66%，不良貸款80億元，不良率
1.85%。2010年房地產業貸款總額4029
億元，佔全部貸款總額7.11%，不良貸
款66.24億元，不良率1.64%。

核心資本充足率升
除2011年11月完成發行400億元人民

幣次級債，充實資本基礎外，建行同
時亦受惠於利潤增長驅動核心資本增
速快於風險加權資產增長；擬議的分
紅派息率比上年有所下降，利潤留存
增加及加強業務結構優化調整和表外
業務管理，節約資本佔用，令集團資
本充足率為13.68%，核心資本充足率
10.97%，分別較2010年上升1個百分點

及0.57百分點。
建行在業績報告中指出，2012年國

際經濟環境將更趨嚴峻，中國經濟發
展面臨較多挑戰。在國際經濟復甦乏
力、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
下，中國經濟增長動能將有所減弱，
投資需求增速會有所下降，消費需求
實際增速將基本穩定，外貿經濟增速

會進一步減緩。社會融資、信貸投放
將實現平穩增長，房地產調控成效將
進一步顯現受國家產業政策影響。
建行預計，新興產業、現代服務

業、新農村建設等領域的信貸需求會
增強；在收入增長和鼓勵消費政策的
帶動下，個人消費類貸款的需求將增
加，有利於集團推進信貸結構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璇）繼重農行（3618）、農行（1288）、

民行（1988）後，內銀股相繼公布2011年業績，建行(0939)昨晚公

布，期內錄得股東應佔溢利1692.58億元（人民幣，下同），按年增

25.52%。每股盈利0.68元，派末期息0.2365元，較上年0.122元增

加11.45%。集團資本充足率及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上升1個百分點

及0.57百分點，但房地產的不良貸款和不良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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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資本充足率及核心資本充足率按年有所提升。 資料圖片

■重慶機電董事長謝華駿。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