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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0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沟通情况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现场参观        □媒体采访     □券商策略会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电话会议 

活动时间 2025年3月26日-2025年3月31日  

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长印志松，独立董事焦点，常务副总裁刘仁越，副总裁隋同波，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曾暄，副总裁、财务总监尹凌及相关人

员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 

财通证券、东北证券、东方财富证券、东方证券、东吴证券、方正证券、光大

证券、广发证券、国联证券、国盛证券、国泰君安、国金证券、国投证券、遂

玖资产、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明河投资、申万证券、天风证券、

西部证券、兴业证券、长江证券、招商证券、中金公司、中国银河、中信证券、

中信建投、东吴基金、国寿资产、长江养老、华夏久盈、泰康资产、金泰证券、

大秦基金、国发资管、汇恒通资管、上海证券、金石金控、三和宏信投资、国

泽基金、中财融商资管、诚通证券、前海国金资管、万和证券、偕沣资管、金

塔投资 

主要内容 

一、介绍公司2024年全年经营情况 

1. 202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1.27亿元，同比增长0.72%，其中：境外

收入222.68亿元，同比增长10.85%；实现归母净利润29.83亿元，同比增长

2.31%，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27.16亿元，同比增长1.64%；综合毛利率19.63%，

同比增长0.2个百分点，其中：境外业务综合毛利率为23.07%，同比增长1.87个

百分点。 

2. 2024年，公司实现新签合同额634.44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境外新

签合同额362.01亿元，同比增长9%，境内新签合同额272.43亿元，同比减少4%。

截至12月末，公司有效结转合同额597.18亿元，为未来公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二、互动交流 

1. 公司对2025年境外市场及境外业务发展展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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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24年，公司锚定全球市场，巩固技术装备优势，强化业务协同及内

部资源共享，拓增量、优存量、抓变量、强质量，大力推进全球市场拓展和商

业模式创新，成功获取沙特、菲律宾、伊拉克、捷克、加拿大等15个国家19条

境外水泥整线项目，以及伊拉克MASS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项目，在中东、非洲、

南亚、东南亚、欧洲五大区域新签合同额占境外总额比例近90%。实现新签境外

合同额362亿，同比增长9%；境外收入223亿，同比增长近11%；境外业务毛利率

23.07%，同比增长1.87个百分点，公司国际化指数44.83%，同比增长2.79个百

分点。境外业务规模与效益实现双增长，这得益于公司全球品牌影响力、全产

业链服务能力及“两外一服”战略的深化实施。 

展望2025年，公司将紧抓结构转型新机遇，持续深化全球市场布局。依托

“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城镇化发展及工业化需求，紧抓中东、非洲、东南亚等

核心经营区域的新建产线及运维业务，带动高端装备；基于欧洲市场对绿色低

碳、数字智能等方面需求，依托高端装备和数字智能双轮驱动，加大成熟市场

开拓力度；推动双向循环、立体多元的产业布局，大力拓展国际替代燃料市场，

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优势区域网，打造有口皆碑的绿能工程标杆项目。 

中材国际深耕境外市场二十余年，“SINOMA”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技术实力领先，为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未来，公司将持续践行

国际化、属地化经营战略，完善境外服务网络，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

强化客户全生命周期合作关系，推动公司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

“走上去”的价值跃迁。 

2. 2024年公司装备业务表现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2025年装备业

务的增长点有哪些？ 

答：2024年，国内水泥市场需求延续近两年总体走势，继续受下游地产投

资缩减和基建工程项目放缓影响，全国及各主要消费区域水泥需求均大幅下

滑，产能利用率显著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

累计水泥产量18.25亿吨，同比下降9.5%，水泥产量创下十五年的最低值。根据

数字水泥网预计，2024年水泥行业利润在250亿元左右，同比下降约20%。尽管

公司在加大装备业务“两外一服”拓展力度，但相关拓展需要时间和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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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装备业务新签合同及营业收入，来自国内的分别为56%和64%，在当前

国内水泥业务占装备业务新签和收入来源较大情况下，受国内水泥行业形势影

响，全年装备业务新签合同和收入同比下降。 

2025年，公司将深入落实装备业务“两外一服”战略，推动工程、装备双

向协同、相互促进。 

1.水泥装备迭代更新。国内水泥行业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目前行业已处

于提质增效、绿色智能的结构化转型时期，来自存量市场的节能降耗改造、低

碳设备更新迭代将占据更大的需求比例。3月26日，生态环境部最新发布《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工作方案》，水泥纳入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正式进入实施阶段，预计将催化一定的水泥装备焕新需求。 

2.境外市场持续开拓。一是以境外市场为主的整线EPC增量市场需求，带动

中材国际装备持续走出去；二是全球水泥行业绿色智能转型升级不断催生以环

保、节能、高效为特点的装备需求。 

3.水泥外行业拓展。由于设备使用场景和制造工艺原理的相通性，水泥行

业相关装备技术经过改进后能够应用于固废处置、新能源、冶金等其他行业。

公司现有核心装备已成功向水泥外行业拓展，重点向矿业装备、低碳环保和新

材料装备延伸。目前粉磨装备、环保装备、输送与计量装置等装备已进入冶金、

化工、电力、钢铁、煤炭等行业。 

4.市场渠道持续完善。围绕重点大客户、重点区域市场，加强宣传推介，

向全球客户展示装备集团的新技术、新装备、新成果。加大国际市场技术、服

务人员投入，加快推进境外服务中心建设，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服务网络。 

5.备品备件及技改等存量市场较大。截至2024年底，国内有约1500条水泥

熟料生产线，公司在国外累计承接了300余条水泥产线，给公司在技改、装备、

备件、运维等方面提供扎实的市场空间。 

3. 请公司介绍目前小币种汇率管理经验以及未来在小币种汇率风险管理

方面有何新举措？ 

公司海外市场主要在非洲、中东以及东南亚，受经济结构、政治环境以及

国际资本流动等影响，货币汇率波动较大，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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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是公司国际化业务面临的客观现实。 

从境外业务整体视角来看，汇率因素就如同原材料价格、设备成本、分包

成本、人工成本以及其他期间费用一样，共同影响境外业务的经营成果。近三

年，公司境外业务占总收入比重逐年升高，三年平均收入约200亿，平均毛利率

20.42%，平均毛利41亿。财务费用下平均汇兑损失1亿元，对境外业务整体影响

为0.5%，即使2024年汇兑损失为三年中最高，其影响也仅为1.13%，埃及镑、奈

拉等公司重点小币种汇兑损失2.57亿元，其影响为1.15%。 

针对小币种汇率风险管理，公司目前主要有以下五大举措： 

1.业务合同谈判阶段，加强源头管理，主要是优化合同签约币种设计，合

同币种优先选择美元、欧元、人民币结算，如选择当地货币，应以当地成本费

用支出作为基础，减少留存；选择有利的结算机制，如在收取当地币时，采用

与美元或欧元汇率挂钩的机制，以收款时点的汇率作为折算汇率；在合同中设

置汇率贬值补偿机制，避免汇率贬值由我方单边承担。 

2.在业务合同执行阶段，主要通过扩大本土化经营、投资、用工以及材料

机具采购等方式，减少小币种资金留存；通过加强与跨国金融机构合作，选择

恰当的外汇产品锁定外汇风险。 

3.在业务合同关闭后，留存资金可以通过分红、货物贸易以及再投资等方

式进行管理，减少外币资金的风险敞口。 

4.加快项目公司向属地化经营性公司的转型步伐。从财务核算角度，汇率

折算损益计入净资产下其他综合收益，进一步降低汇率波动对期间损益的影

响。 

5.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将汇率风险作为战略风险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

公司前五大风险指标，持续监控；境外小币种资金汇率及规模变动，已纳入公

司月度经营分析会，逐月开展审视分析、动态监控，控制增速，降低敞口。 

4. 请介绍公司绿能环保业务的开展情况及未来规划。 

目前，公司绿能环保业务主要围绕绿电项目和替代燃料解决方案两大核心

板块展开。 

1.绿电项目。公司依托在国际工程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与资源优势，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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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涵盖风电光伏EPC、风电混塔、智能微电网、新能源开发、新型储能的五大业

务体系，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境内，公司将充分利用天山材料等

兄弟公司的巨大应用场景，推进零碳、“光伏+”、“风电+”工厂和矿山建设，助

力传统业务绿色转型；境外，公司将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水

泥行业及其他工商业提供能源结构转型与低碳发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进一步

巩固公司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 

2.替代燃料。公司通过子公司中材环境等平台，依托在水泥行业的技术优

势，为客户提供高效、环保的替代燃料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降低能耗、减少碳

排放。 

未来将定制化提供基础建材、新材料工厂替代燃料覆盖系统解决方案，加

快打造集团替代燃料产业链平台，构建替代燃料“收、储、制、运、用”一体

化业务体系，将危险废弃物、生活垃圾、废纺织品等资源化加工为替代燃料，

为水泥及其他行业提供减碳支持，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与绿色低碳发展。 

绿能环保业务与公司传统主业的协同发展效应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1.技术协同：公司在绿电项目中积累的储能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能够赋

能传统水泥生产线的节能改造，提升传统业务的技术水平与运营效率，推动绿

色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 

2.市场协同：公司在海外绿色电力项目中积累的优质客户资源与市场经

验，能够反哺传统主业，为其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拓展国际市场边界，强化

公司全球影响力。 

此外，中国建材集团在光伏、风电等领域的优势资源，也为公司绿能业务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展望未来，中材国际将坚持以“材料创造美好世界”为使命，通过技术迭

代与全球化布局，打造水泥工业绿色转型的新标杆。绿能环保业务将成为公司

业绩增长的新引擎，助力实现“从工程承包商到产业生态构建者”转型，为实

现“双碳”目标贡献核心力量。 

5. 请公司对生产运营服务业务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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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近年来，公司全面对接客户全生命周期生产需求，大力推动生产运营

服务发展，加快向技改、运维、备品备件一体化服务转型。目前，公司运维业

务主要涵盖水泥运维服务和矿山运维服务等。 

水泥运维服务主要包括生产线运维和备品备件。目前公司水泥整线运维业

务主要在境外，非洲、中东、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一些经

济快速发展、水泥生产线快速增加的国家，由于缺乏先进管理经验与技术工人，

对水泥生产线运维服务的需求也在持续扩大。公司正在积极推动数字化战略梳

理和核心能力再造：一是加快开发智能运维服务平台，通过智能运维平台运用

赋能运维业务，推进运维业务的降本增效提质，增加运维服务的含金量；二是

拓展数字智能工厂的建设，大力推进智能工厂改造升级业务带动运维业务的市

场拓展。在备品备件领域，装备集团下属各专业装备子公司均有备品备件业务，

产品矩阵丰富。全球水泥熟料生产线存量规模较大，考虑到设备使用寿命限制

和替换材料升级需求，售后和备品备件市场规模非常可观。下一步，中材国际

将加快打造全球服务中心，加快营销网络全球布局，推动水泥运维、备品备件

业务快速发展。 

矿山运维服务方面，目前公司基于“两外”战略大力推动矿山运维业务的

发展：随着国内矿山环保及安全监管政策趋严，各地政府出台了相应政策，数

字化矿山服务能力也会为公司拓展市场带来空间。公司拥有开采其他露天矿的

技术储备，依托现有技术可向其他露天矿品种扩展，同时结合相关矿种的特点

择机拓展选矿服务；同时，依托公司海外属地化优势和工程业务带动，积极拓

展境外矿山运维业务，24年已实现9个境外矿山运维服务项目，并在锂矿运维等

方面取得突破，接下来会继续加大力度开拓海外项目，积极打造境外战略性矿

产资源业务优势。 

公司将推动“大运维”服务的模式，构建覆盖水泥、矿山、绿能、环保的

大运维服务体系，提供全产业链一站式服务，推动全球水泥运维服务资源整合，

配齐配强矿山运维海外基地和人才队伍，搭建“全贯通”数字运维服务框架，

以“产品+服务”创新重塑行业生态。 

6. 公司在水泥行业低碳绿色化转型过程中具备哪些核心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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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从国内背景出发，2024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水泥行业节

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2025年3月26日，生态环保部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覆盖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工作方案》，水泥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从国际背景出发，国际水泥领域已有全球水泥降碳技术路线图，成为目前

全球水泥行业要力争实现的减碳脱碳净零排放的综合目标。 

中材国际作为全球水泥行业赋能水泥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系统的基础服

务商，积极顺应全球发展趋势，响应国家战略的要求，依托科技创新，形成了

从源头到末端全系统的减碳脱碳，赋能全球水泥行业最终实现近零排放的技术

路线。 

1.能源效率提升方面。一直以来，中材国际始终在积极推进低能耗水泥生

产技术研发及应用，从减少水泥产线化石能源消耗、降低系统高碳电力电耗、

提高系统余热利用效率和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和优化行业

能源效率应用。以承建的合肥南方水泥有限公司6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项目

为例，该项目是公司近年来集科研、设计、装备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最新成

果创新示范线，在性能指标、低碳环保、智能智造、美丽工厂等方面已成为行

业标杆，达到国内水泥熟料生产线最先进水平。同时公司也在悬浮煅烧、沸腾

煅烧等开展积极布局，核心技术装备领域取得了突破，悬浮煅烧可降低热耗20%

以上，在制备辅助胶凝材料以及生产活性土、陶瓷和氧化铝等高值化产品，具

有显著减碳效果。 

2.替代原燃料技术方面。一方面积极布局替代燃料的产业平台，另外一方

面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的技术和装备，适应各种多元替代燃料的在水泥工

厂的应用。中材国际已经实现了90%以上的替代燃料的替代工艺，比如说波兰拉

豪MAL01的项目替代燃料比例达到了90%以上，法国的MK替代燃料项目达到85%，

另外还有在法国煅烧黏土的项目，基本上实现了替代燃料的100%的利用。 

3.熟料替代与新型低碳熟料水泥技术。这是目前单位水泥排放强度降低的

最直接有效的方案，中材国际通过自身开发的煅烧技术和优化水泥粉磨工艺，

降低单位水泥熟料系数，推动水泥行业采用熟料替代的方案实现低碳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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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碳捕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碳交易市场扩容后，碳捕获和封存（CCUS）

将成为水泥行业碳配额抵消关键路径。作为一项能够实现二氧化碳深度减排并

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技术，中材国际通过源头提升CO₂浓度降低碳捕集提纯成本的

技术攻关，自主研发了水泥全氧燃烧耦合碳捕集技术，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

空白，实现了“世界领跑”。中材国际承建的青州中联年产20万吨二氧化碳全氧

燃烧富集提纯示范项目，该项目获得世界水泥协会（WCA）气候行动奖。 

总体来说，中材国际紧抓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机遇，加大对重大

共性关键技术和应用示范投入，从全产业链角度进行整体攻关和技术应用，拥

有为水泥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完整的、系统的解决方案，能够助力水泥产业迭代

升级，促进水泥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的落地实现。 

7. 请问公司对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有何种布局和规划？  

大模型、具身智能等前沿科技的发展为各行业带来了变革机遇，公司作为

高新技术服务企业，作为水泥行业的科技领军企业，公司始终高度关注前沿科

技动态，并一直致力于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研发设计、工程建造服务、

装备制造、工业运维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1、平台建设方面：公司搭建了数字智能专业化平台中材智科，赋能公司“数

转智改”，聚焦数字化研发设计、工程智能建造、新一代智能工厂、智能矿山、

智能运维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和落地。在装备集团，围绕高端装备制造，布局了

高端装备智造园，以智能化技术赋能装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以及全生命周期

的预测性维护和诊断。 

2、场景开发方面：中材国际在水泥行业拥有全球范围及全产业链最优秀的

产业场景，我们致力于挖掘高价值场景，让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实现场景化应用。

多年来，我们深耕业务场景能力开发： 

在工程领域：使用图神经网络算法模型建设AI识图和自动标注，逐步实现

智能化设计，实现一键出图；打造小智能体“施工员助手”，辅助工程建造全过

程，通过识别施工场景，实现自动计量和自动核算，能大幅提高施工效率、降

低管理成本；智能安全管理平台的开发应用，能提高安全管理效率并为施工安

全管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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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备智能制造领域：运用数字孪生对装备离散制造工厂赋能；用算法和

模型对设备运行和工艺过程仿真，对装备全生命周期进行感知、诊断、和知识

支撑，对装备高端化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在智能工厂与智能运维领域：“零员工”智能工厂相关产品已经进入应用阶

段，融合智能巡检、AI摄像头、信号传感器和自动化实验室实现了大部分车间

的无人巡检；自行开发的智能熟料称重仪和二氧化碳在线监测仪，结合碳管理

平台系统，可以对水泥工厂碳排放进行实时检测与控制；自行研发的生产智能

控制系统，打造一体化窑磨自动驾驶；自行研发的无人驾驶矿车和数字化矿山

产品应用于矿山开采服务，等等。随着这些技术的成熟与应用，将大幅度提高

我们交付的智能工厂产品的水平，尤其会给我们的智能运维业务拓展带来显著

成效。 

展望未来，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尤其DeepSeek开源以来，中材

国际正在积极拥抱大模型带来的变革，不断深化技术创新，特别是在多模态融

合与行业定制化应用方面深化研究和探索。我们在探索通过大模型的实时数据

分析能力，赋能生产线预测性维护，降低运维成本并提升效率；结合大模型的

认知决策能力，探索工程场景的智能解决方案，探索高端制造向“智能体协同”

模式升级；结合大模型的环境感知与决策能力，探索智能浇筑等先进工艺；基

于视觉识别与多模态数据分析的智能检测技术，对生产线缺陷识别、安全巡检

自动化做场景结合的研究。大模型的到来，给我们很多场景的技术深化带来了

新的思路。 

3、人才团队方面：我们将继续加大在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前沿领域

的研究。技术创新与研发，人才是核心。中材国际有3000多名技术研发人员，

其中不乏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才。接下来，公司也将致力于构建一支对业务

场景有深刻理解力、专业过硬、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人才队伍，为公司在人工

智能领域创新发展提供支撑。 

公司将以“提升客户价值、强化核心能力”为目标，持续关注前沿技术趋

势，结合自身优势，努力实现公司业务全面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继续推动公

司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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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应用尚处技术验证与场景开发阶段，短期内未对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长期价值，理性决策。 

8. 请介绍公司《市值管理制度》主要内容。 

为加强公司市值管理，切实推动公司投资价值提升，公司已制定《中国中

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市值管理制度》并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市值管理制度》对市值管理的原则、管理机构、方式等进行了明

确。公司将结合自身情况，聚焦主业，持续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综合通

过经营提升、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现金分红、信息披露等合法合规方式提升

公司投资价值。  

9. 公司如何看待俄乌战后重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024年公司境外市场需求总体向好，成功获取沙特、菲律宾、伊拉克、捷

克、加拿大等15个国家19条境外水泥整线项目，实现新签境外合同额362亿，同

比增长9%；在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欧洲五大区域新签合同额占境外总

额比例近90%。 

中材国际深耕境外市场二十余年，SINOMA品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技术实力领先，为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未来，公司将持续践行

国际化、属地化经营战略，完善境外服务网络，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

强化客户全生命周期合作关系。公司会密切关注俄乌战后重建带来的市场机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