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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7月用电量同比增4.5%�

增速再创近年同期新低 用电结构轻重分化

□

本报记者 王荣

7

月份用电量增速数据丝毫

看不出当月经济增速企稳的信

号， 当月用电增速又拉低了今年

以来的平均水平。

国家能源局

14

日发布的

7

月

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显示，

7

月全

国全社会用电量

455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4.5%

，较去年同期

11.8%

的增速回落

7.3

个百分点，而环比

6

月份

4.3%

的用电增速则仅上升

了

0.2

个百分点。

增速再创近年同期新低

“

7

月份用电量增速环比改善

主要还是天气因素。 ”中电联一专

家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城乡居

民生活用电量

7

月的增速较

6

月有

很大的提高， 而用电占比较大的

第二产业

7

月用电增速反而低于

6

月份。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环比有

所提升，主要是

7

月份是夏季用电

高峰，居民空调用电负荷较大。数

据显示，

7

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52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11%

；而

6

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430

亿千

瓦时，增长

5.3%

。

用电增速虽然环比略有提

升， 但是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却

未改观。 第二产业用电量是带动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最大动力，

其贡献率可以达到

75%

，但是

7

月

份第二产业用电量为

3395

亿千瓦

时，仅同比增长

3.1%

。 而且，这一

增速也低于

6

月份第二产业的增

速，

6

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

3150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3.3%

。

4.5%

的增速可能创出

7

月同

期历史新低。 数据显示， 即便

2009

年金融危机时，

7

月份的用

电量增速也达

6%

， 此后两年，每

年

7

月份用电量的增速实际都超

过

10%

。而

7

月用电增速不佳亦影

响今年整体用电量增速。

1-7

月，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28332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4%

。 而

1-6

月，全

国全社会用电量

23755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5%

。

7

月份是下半年的首月，用

电增速不佳是否会影响到此前

对今年用电量“前低后高”趋势

的判断？ 上述中电联专家认为，

下半年用电增速是否回暖还主

要看经济是否明显改善， 但就

7

月的用电量数据和

8

月上旬的用

电情况来看，还看不出经济有明

显好转的迹象。

用电结构轻重分化

虽然经济增速下滑，但从

7

月

的用电联数据， 可以看出经济结

构调整向好的信息。

今年以来， 轻工业和重工业

的增速逆转。

2011

年重工业的增

速均高于轻工业，但自

2012

年

3

月

份开始， 轻工业的用电增速明显

快于重工业，而且这一趋势在

7

月

仍在延续，

7

月份轻工业用电量和

重工业的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5.9

%

和

2.4%

。

用电量增速直接反映经济增

速。

7

月份，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8.8%

，轻工业增长

10.1%

。 上述

中电联专家表示， 轻工业和重工

业用电量增速发生变化， 表明现

有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

就电力行业本身而言，

7

月份

降水丰富，水电满发，而火电出力

则被抑制。数据显示，

1-7

月，全国

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数同

比减少

122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

平均利用小时数增加

135

小时，火

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减少

167

小时。 而

1-6

月份，全国发电设备

累计平均利用小时数同比减少

95

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

时数上升

47

小时， 火电设备平均

利用小时数下降

113

小时。

8

月

14

日，一辆汽车将穿

越西（安）商（州）高速公路

5440

米长的秦岭隧道。

当日， 沪陕高速西安至

商州段建成通车。 西安至商

州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沪陕

线在陕西境内的重要组成部

分， 是连接西部地区与中东

部地区的快速通道和交通大

动脉，也是穿越秦岭、沟通关

中和陕南经济区的第一条六

车道高速公路。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毛利率或达十年最低

水泥行业回暖尚待投资落实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上周全国水泥价格环比继续

走低，库容比小幅下降。多数分析

人士认为， 下半年水泥需求增速

将在投资逐步回暖的带动下小幅

提升， 而未来政策兑现力度将至

关重要。东方证券表示，如果下半

年宏观政策方面不出现明显改

善， 根据

1-5

月份的行业盈利状

况， 预计今年水泥制造业全行业

毛利率可能接近

2005

年， 为近十

年最惨淡。

价格继续走低

上周全国高标水泥市场价格

环比小幅走低

0.3%

至

335

元

/

吨，

同比下跌

17.8%

。 价格下跌主要

体现在广东珠三角和江西南昌地

区，价格下调幅度达

10-30

元

/

吨。

全国水泥库容比小幅下降

0.3%

至

75%

，依旧维持高位。

华北地区价格持稳， 需求回

升。 京津冀地区前期受持续雨水

天气影响， 很多工程不能正常施

工导致水泥使用量下降； 近一周

由于天气较好， 各水泥企业发货

量明显增加，库存下降较为明显，

普遍下降

10-15%

。 短期看，企业

发货量增加是因前期积压的需求

集中释放， 如果后期需求能够一

直持续向好， 原停产生产线有望

恢复生产， 行业将进入正常的供

需状态。

华东地区部分市场价格下

调， 受台风影响发货量整体下

降。 江西地区价格涨跌互现，上

饶地区主导企业协同拉涨

20

元

/

吨，原本计划将涨价在江西省内

逐区传递， 但从实际情况看，南

昌市场还未进行协同，价格就已

继续下跌，

7

月底

8

月初南昌水泥

价连续两次下跌，累计最大跌幅

为

60

元

/

吨，企业间的竞争仍然比

较激烈。 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

等地受台风和降雨影响，企业发

货量整体下降，价格相对比较平

稳。 台风和雨水天气过后，这些

区域需求将会有所恢复，库存压

力也将得到缓解。

中南地区广东珠三角价格

小幅下调

10

元

/

吨， 广州市场高

标散装水泥主流到位价为

290

元

/

吨，水边的到岸价一般在

270

元

/

吨左右， 熟料基地出厂价仍

保持在

210-220

元

/

吨。区域内企

业竞争仍在升级， 估计后市水

泥价格将会继续走低， 幅度不

会太大。

寄望投资回暖

国信证券预计全年水泥需求

增速为

6.2%

，下半年水泥需求增

速将在投资逐步回暖的带动下小

幅提升。 未来水泥股的趋势性上

涨行情仍需要行业基本面的改善

来支持， 仍需等待水泥需求的回

暖。 如果前期政府公布的一系列

利好水泥需求的政策能够得到落

实， 水泥需求有望于今年四季度

回暖，行业盈利有望环比改善，进

而逐步带来水泥股趋势性上涨。

申银万国认为， 由于

7-8

月

行业基本面难有改善， 行业盈利

依然处于探底中， 因此政策推动

需求预期改善这一逻辑将继续演

绎，至

9

月淡季结束后，可逐步关

注需求回暖情况。 随着基本面见

底，行业下行风险较小，估值修复

幅度主要取决于未来政策兑现力

度， 包括流动性改善和项目恢复

具体进度。

东方证券认为，在今年“稳增

长”的政策基调下，需求的不断下

滑将加强政策调整的预期。 结合

基建和地产两方面因素， 东方证

券称， 市场对于政策放松的预期

将主导下半年水泥股的走势。 如

果投资反弹， 随着前期发改委密

集审批项目的逐渐开工， 三季度

信贷数据有可能持续改善， 从而

强化市场预期。 从以往两轮投资

增速反弹的历史来看，均是中、西

部地区的基建投资增速反弹显著

高于东部地区， 今年区域指向上

仍可能偏向中西部地区， 可能带

来中西部地区（甘肃、河南、新疆

等）水泥股业绩改善。

优质景区类公司中期业绩稳步增长

□

本报记者 张洁

日前， 旅游行业景区类上市

公司陆续发布

2012

年上半年业绩

报告， 优质景区类上市公司业绩

普遍增长稳健。 业内人士表示，未

受宏观经济影响， 国内景区接待

人数持续提升， 客流增加推高景

区业绩增长， 而相关扶持政策的

相继出台， 打开了旅游行业未来

发展空间， 绩优景区公司扩张步

伐将提速。

客流增长推高景区营收

出游率提升推动景区行业业

绩增长。平安证券分析报告指出，

“十二五”期间国内出游率年均复

合增速达到

11%

， 国内单次出游

花费年均增长

4%

。

上半年， 丽江旅游（

002033

）

实现营业总收入

2.67

亿元，同比增

长

10.7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526.37

万元， 同比增长

22.37%

，基本每股收益

0.4

元。 中

报显示，

2012

年上半年，公司下属

三条索道共接待游客

124.33

万人

次，增长

10.18%

，索道运输毛利增

长

2.83%

。 其中，玉龙雪山索道上

半年共接待游客

49.80

万人次，增

长

33.46%

， 实际票价也由去年同

期的

124.2

元上升至

125.2

元，公司

经营实现量价齐升。

分析人士表示，玉龙雪山索道

接待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该

索道扩建后运力得到大幅提升，公

司从整体利益出发，在营销重点上

更侧重于大索道及云杉坪索道。丽

江旅游乐观预计，随着公司索道接

待人数及印象丽江接待人数的增

加， 预计

2012

年

1-9

月公司实现净

利润比

2011

年同期上升

0-30%

。

进山游客快速增长持续提升

盈利水平。 黄山旅游（

600054

）发

布的

2012

年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

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8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7%

； 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48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0%

，基本

每股收益

0.30

元。 分析人士认为，

公司门票及索道业务业绩增长主

要依靠景区客流量提升， 预计未

来增速将相对稳定。

受益门票和索道收入增长、财

务费用降低， 峨眉山

A(00088)2012

年半年报业绩超市场预期，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8

亿元，同

比增长

9.04%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5144.32

万元， 较上年增长

48.02%

，实现每股净收益

0.219

元。

东北证券分析报告指出，峨

眉山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继

续加大宣传营销力度， 旅游人次

得到较快增长， 今年

1-6

月份，峨

眉山旅游人数

113.8

万人次， 较上

年同期增长

12.4

万人次，全年游客

的增长量预计在

13%

左右。 公司

主业受益游客人数增加获稳健增

长， 其中游山门票实现营业收入

14618

万元， 同比增长

13.49%

；客

运索道实现营业收入

10617

万元，

同比增长

10.34%

。

国泰君安分析师许娟娟预

计，未来

3-5

年，我国自然景区门

票仍将上涨。 平安证券旅游行业

分析师也表示，景区门票“涨价”

成为必然趋势， 预计景区行业年

复合收入增速在

18%

， 行业收入

占比将从

2010

年的

0.9%

上升至

2015

年的

1.2%

， 行业内上市公司

增长潜力将获得大幅释放。

旅游企业扩张提速

中期业绩颇具看点的丽江旅

游，近期将陆续启动香巴拉月光城

项目、泸沽湖项目、甘海子餐饮项

目及古城南入口服务区项目。分析

人士表示，公司明显加大、加快了

对外扩张及整合产业链的步伐，公

司中长期发展路径逐渐清晰。

通过打造国际级旅游度假

区， 峨眉山长期成长空间逐步打

开。 根据四川省旅游产业 “十二

五”规划，峨眉山将打造成为国际

级旅游度假区， 景区深度开发的

长期成长空间广阔。 分析人士表

示，届时，峨眉山景区总体规划将

按照相关程序进行重大调整，从

完善基础设施，到休闲、度假、娱

乐设施

(

如度假酒店、温泉、体育

娱乐等

)

的提供，乃至山下养生度

假区的开发， 公司将面临广阔的

发展空间。 此外，

2012

年底成绵乐

城际铁路有望建成通车， 将进一

步对未来几年游客量形成持续性

的正面影响。

黄山旅游新建项目进展将成

为公司未来看点。 中原证券分析

报告称， 西海饭店及西海大峡谷

地轨缆车预计共投入

2.45

亿元，目

前已投入逾

2.1

亿元， 项目进度略

低于预期， 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

年初可投入使用。而且，西海大峡

谷地轨缆车项目建成， 将有效分

散景区内的客流， 提升多日游游

客占比， 对太平索道客流量提升

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报告指出：

创投扎堆新能源与节能环保

□

本报记者 顾鑫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提供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去

年创业风险投资行业继续呈现蓬

勃发展的势头，募资、投资均创下

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与节能环

保领域的投资最为密集。 报告认

为， 随着中国创业风险投资业的

快速扩容，大量资本集中于后端，

行业发展急需正本清源。

行业竞争加剧

2011

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

各类机构数达到

1096

家，管理资

本总量达到

3198

亿元，较上年增

加

791.4

亿元，增幅

32.9%

；当年

新募企业（基金）

171

家，募集资

本

364.5

亿元， 通过增资扩股等

方式增加管理资本

548.1

亿元，

占新增资本的

60.1%

， 企业 （基

金）平均规模为

3.7

亿元，较

2010

年增长

12.7%

。

总体而言，

2011

年，中国创投

业的发展延续良好势头， 但增速

明显放缓， 创投基金的正常到期

清算和竞争淘汰加剧。 尽管全年

新募企业（基金）

171

家，但当年累

计企业（基金）数与

2010

年相比仅

增加

140

家，可见，仅

2011

年就有

30

余家创投企业（基金）正常或不

正常停业。

据统计，

2011

年，中国创业风

险投资机构当年新增投资项目

1894

家，投资金额为

545.3

亿元，其

中， 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数

为

987

家，投资金额

229.8

亿元。 按

投资金额统计， 新能源与环保产

业、 其他行业、 消费产品和服务

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其他制造

业为创投最为关注的前五大行

业，合计占比

55.6%

。

消费产品和服务、 农林牧副

渔、 传播与文化娱乐等行业的投

资项目数与投资金额则快速上

升，成为行业新宠。 报告认为，新

的投资方向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密

不可分，如：扩大消费者需求成为

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农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纳入 “十二

五”规划；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

次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

天使投资或成新热点

据统计，

2011

年，中国创业风

险投资机构的投资重心进一步

后移，对成长（扩张）期的投资项

目占比高达

48.3%

， 对种子期和

起步期的投资项目占比仅为

32.4%

，创历史新低，尤其是，对

种子期的投资项目占比低至

9.7%

，投资金额仅占

4.3%

；项目

退出平均时间为

3.85

年， 明显小

于

2010

年的

4.37

年。

与此同时， 项目退出收益率

出现下降。 创业板市场降温，加快

创投行业回归理性。 据统计，

2011

年创业板上市的

128

家创业板公

司中， 有

78

家获得创业风险投资

机构支持，

IPO

项目的平均账面回

报仅为

7.85

倍， 与

2010

年相比，被

投资企业平均募集资金同比下降

25.37%

。上市退出（

IPO

）比例占全

部退出项目的比例较

2010

年略有

下降， 并购和回购方式退出的占

比则略有上升。

报告认为， 我国创业风险投

资链条将不断延伸， 天使投资成

为未来发展的新热点。 国家对中

小微企业的扶持与发展、 培育和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求，为

加大对初创期企业的投资创造了

有利的外部条件。 后端投资的拥

挤所导致的收益率下降， 也迫使

更多的投资机构开始改变投资策

略，将投资阶段前移。

海螺集团建议提高水泥行业标准

氮氧化物排放标准或向海螺看齐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近日，中国建材联合会与中

国水泥协会相关负责人在海螺

集团就促进水泥行业转变发展

方式、 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 实现水泥行业科学发展等

问题进行调研考察。 海螺集团

表示， 实施分级燃烧脱硝技改

后，氮氧化物排放可以达到

500

毫克

/

立方米。 中国建材联合会

与中国水泥协会相关人士表

示，将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论证，

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定合理的排

放标准， 促进海螺的技术成果

加快推广。

氮氧化物减排是国家“十二

五”节能减排的重要内容之一。

海螺集团按照国家环保部的要

求，开发分级燃烧脱硝技术，先

后在芜湖海螺、重庆海螺、建德

海螺三种不同类型的分解炉实

施了分级燃烧脱硝技改， 氮氧

化物减排

30%

以上，氮氧化物排

放可以达到每立方米

500

毫克。

海螺集团董事长郭文叁建

议中国建材联合会、中国水泥协

会尽快修改水泥行业标准， 提高

水泥行业标准和生产许可证的门

槛，尽快和世界接轨。关于氮氧化

物减排标准问题， 他建议协会要

尽快组织专家论证， 合理解决这

个问题， 不应为了争论而不顾社

会利益，造成新的污染。

中国水泥协会会长雷前治介

绍，关于氮氧化物减排问题，协会

今年已经与国家环保部的有关领

导多次交换意见。截至目前，氮氧

化物减排制定什么样的标准、选

择什么样的技术，还没有结果。在

标准制定和技术选择方面， 国家

环保部希望中国水泥协会自始至

终参加。

中国建材联合会会长乔龙德

认为，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定在

500

毫克

/

立方米左右是合适的。 他表

示，将征求各方意见，协同环保部

门合理制定氮氧化物排放标准，

逐步实现全行业氮氧化物减排目

标。乔龙德强调，经过技术改造和

探索， 海螺集团氮氧化物排放指

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下一

步制定氮氧化物排放标准要力争

以海螺的指标为标准。

餐饮企业月倒闭率高达15%

□

本报记者 张洁

日前，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

《

2012

年上半年餐饮行业形势分

析》报告指出，上半年我国餐饮业

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3

个百分点，

为除

2003

年因“非典”因素外新世

纪以来的最低值。业内人士指出，

餐饮企业月倒闭率高达

15%

，在

某种程度上餐饮市场作为经济晴

雨表的象征意义更加明显。

“今年

1-5

月，我国餐饮企业

营业额增速为

13.2%

， 创下近

10

年的最低值。 ”此前，中国烹饪协

会会长苏秋成透露称。报告指出，

全国餐饮业目前的增长率与商务

部对“十二五”期间餐饮业发展的

预测数据

16%

相距甚远， 面临的

形势复杂严峻。

报告还指出，大型快餐连锁

企业上半年同比增幅维持在

10%

左右，新门店扩张完成计划比例

仅为

20%-30%

，本土快餐品牌利

润不及

8%

。正餐企业增速明显放

缓。 广东、海南、湖南等地餐饮企

业甚至出现因不堪重负而倒闭，

或对外招租，或转让。 此外，火锅

企业上半年的翻台率普遍达到历

史低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

餐饮企业原材料成本、房租价格、

人工费用价格不断高企， 而利润

却越来越低。此外，各地区居高不

下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 名目繁

多的残疾人保障基金、 河道管理

费、 价格调节基金等其他不合理

税负， 成为强加在餐饮企业身上

的致命负担。

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

会表示， 由于餐饮业外部环境

日益严峻，经营难度不断增加，

该省一些餐饮企业已因不堪重

负而倒闭，或对外招租、转让。

湖南省餐饮协会也指出， 湖南

中小餐饮企业处境堪忧， 其中

75%

处在盈利边缘，三成生存困

难，濒临倒闭。 此外，厦门地区

不少餐饮企业的利润率只有三

年前的三分之一，仅有

30%

的企

业有经营利润。

前七月新疆

能源投资433亿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新疆自

治区发改委能源办获悉， 今年

前

7

个月，新疆自治区重点项目

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1152

亿元，

同比增长

44.5%

。 其中，能源项

目完成投资

433

亿元，占投资总

额的

37.6%

。

据介绍，今年前

7

个月新疆

相继开工建设的重大能源工程

包括： 哈密

-

郑州

±800

千伏特

高压直流外送工程、 新疆与西

北主网联网

750

千伏第二通道

输变电工程、 特变电工吐鲁番

大型风光互补并网电站示范项

目、新疆凤凰—乌苏—伊犁

750

千伏输变电工程等

12

个项目。

另据了解， 随着国家此前

出台的《关于支持新疆产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逐步落实，

全国各地方及央企产业援疆步

伐正在加快。据介绍，今年以来，

天津、湖南、黑龙江、江西、深圳

等

5

省市的援疆项目

100%

开工，

河南、吉林、江苏、湖北等

11

个省

市援疆资金

100%

到疆；上半年，

中央企业在自治区地方的建设

项目完成投资

1137

亿元，较去年

大幅度更加。

与此同时， 金融央企也加

大了支援新疆建设的力度。建设

银行表示，未来两年内，各类融

资支持金额年新增不低于

200

亿

元。 目前，建行在疆各项贷款余

额突破

700

亿元。 国家开发银行

目前为新疆区内能源企业的贷

款已达近

80

亿元。中投公司也表

示， 未来将在矿产资源开发、装

备制造、风电、农业等领域加强

与区内企业合作，开展对外投资

发展，支持新疆企业进一步做大

做强。（郭力方）

工信部明确

海工装备研发重点

工信部

14

日发布 《海洋工

程装备科研项目指南（

2012

年）》。 《指南》围绕海洋资源勘

探、 开采、 储运和服务四大环

节， 选择了部分急需海洋工程

装备重点产品和关键技术，形

成了

18

个

2012

年海洋工程装备

研发的重点方向。

在“海洋资源勘探、开采、

作业装备”领域，《指南》明确了

深海半潜式生产平台总体设计

关键技术研究、 浮式液化天然

气生产储卸装置（

LNG-FPSO

）

总体设计关键技术研究、 深海

半潜式支持平台研发等

5

个研

发重点方向。

在 “关键系统和设备”领

域，《指南》 明确了海洋钻井平

台用深海隔水管系统研究及关

键部件研制、深海轻型

J

型海底

管道铺设系统研制、 水下连接

系统及关键设备研制等

9

个研

发重点方向。

在“基础共性技术和标准”

领域，《指南》 明确了岛礁中型

（总长

300

米级） 浮式结构物关

键技术研究、 海洋工程涡激振

动（

VIV

）和与涡激运动

(VIM)

专

用工程计算软件开发等

4

个研

发重点方向。

工信部同日还发布了 《高

技术船舶科研计划

2012

年度项

目指南》，提出

39

个

2012

年船舶

科研的重点方向。（汪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