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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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6月17日-2024年6月21日 

公司接待人员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范丽婷，董事会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

国海证券、易方达、国泰君安、深圳创富、上海美市、IGWT Inv、米仓资本、上海
通怡、杭州长谋、上海东方、霄沣投资、中意资产、富兰克林、北京中乾、永安国

富、鸿运私募、华泰柏瑞、兴业基金、长江证券、上海聆泽、上海白溪、浙江银万、

华杉投资、国投泰康、磐厚动量、上海度势、云富投资、浦银安盛、上海嘉世、东

吴证券、海通证券、中金公司、秋晟资产、南土资产、南京璟恒投资、格林基金、

金恩投资、峰境基金、中民投、德邦基金、中信保诚基金、红筹投资、光证资管、

华富基金、兆天投资、中银证券资管、惠升基金、CPPIB、长信基金
主要内容

一、介绍公司2024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及全年经营计划
1. 2024年1-3月，新签合同额212.16亿元，同比减少2%；其中，境外合同

额142.92亿元，同比增长70%；境内合同额69.24亿元，同比下降48%。截至3月
末，有效结转合同额554.24亿元，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实现营业收
入102.88亿元，同比增长2.74%。实现归母净利润6.36亿元，同比增长3.08%，
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6.54亿元，同比增长12.35%。综合毛利率19.48%，同比
增加2.55个百分点。

2. 公司以“推动绿色智能，服务美好世界”为使命，以“材料工业世界
一流服务商”为愿景，秉持“一核双驱，三业并举”顶层设计，致力于成为

行业科技创新的引领者、绿色智能的推动者、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十四五末，力

争实现工程、装备、服务三足鼎立、三位一体、协同发展业务格局。2024年，公
司将积极把握新型工业化、数智化转型、绿色低碳转型、一带一路等时代机遇，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一利稳定增长，五率持续优化”目标，重

点攻坚“六大工程”，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二、互动交流

1. 公司如何看待今年国内市场空间？

从目前国内的情况看， 2023年由于全国性的水泥价格降幅较大，加之需



求下滑，水泥行业利润出现大幅下降，降幅超过 50%。对于 2024 年及未来几

年，市场压力整体依然较大，但下行程度会出现放缓。相应国内水泥整线项目

的机会也比较少。 

在“双碳”与“双控”等政策共同作用下，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迫切。《建

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水泥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降低

3%以上。今年以来，环保部印发《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国

务院发布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建材行业是

设备更新改造的重点行业。我国在运行的水泥熟料生产线 1570 余条，其中运

转 10 年以上的线占比 80%。政策压力下，水泥企业对新技术、新装备的需求

将会持续释放，存量技术改造市场空间较大。 

中材国际已经形成了围绕绿色节能、数字智能升级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去

年，青州中联年产 20 万吨 CCUS 示范线成功点火，公司成功打造了合肥南

方、宜城南方、池州中建材骨料等一批智能化标杆示范项目，自主研发的绿色

低碳水泥工厂数字化设计建造技术经行业鉴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成功应

用于铜川尧柏、玉山南方等生产线。中材国际已经成为水泥行业绿色转型的重

要推动者，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形象，这也有利于获取更多政策支

持和商业机会，低碳工艺改进、新一代节能装备、余热回收装置、智能化控制系

统等各环节都将有不错的市场空间。

2. 公司对今年海外市场的预期如何？ 
答：2023年公司境外新签合同额333.07亿元，占比达到54%，工程、装备、

运维均同比增长50%以上。2024年一季度境外新签合同额142.92亿元，同比增

长70%，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就国际市场而言，我们判断 2024 年境外水泥需求和价格较 2023 年总

体保持稳定。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较快，受益于基建和房建的快速发

展，区域水泥需求旺盛，水泥行业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成熟市场国家受

脱碳政策影响，绿色低碳改造需求持续释放。公司核心经营区域包括非洲、中

东、南亚、东南亚等区域市场，伴随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增长红利，水泥需求仍

有较大增长空间，随之带来较为稳定的水泥工程技术服务市场机会；另外，

存量市场潜力很大，统计显示，目前境外20年以上生产线占比近 70%，约有

400 条生产线位于碳减排压力较大的欧美国家，老线技改市场空间较大，将

为公司发展带来持续增长机遇。

3. 请介绍一下公司装备业务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市场空间。

答：2024年一季度公司装备业务新签合同额 17.44亿元，同比增长 2%。
去年 2月份合肥院进入中材国际以后，公司开始进行装备业务的融合，装备

集团挂牌，天津院和合肥院一体化管理，一套领导班子，一套考核指标。目

前，公司正在按照装备业务板块统一平台的规划目标，推进装备集团股权层



面的整合。同时，装备平台下属各专业装备产品层面，按照“合并同类项”原

则实现专业聚焦，一个装备、一个主体，力争打造若干个“专精特新”装备领

域的单项冠军或隐形冠军。2023年，公司具有研发制造能力的十类核心主机装

备自给率超过 60%，立磨、辊压机、篦冷机、预热器等拳头产品市场份额稳居全

国第一。装备境外业务收入占装备收入比重提升至 25%，装备外行业收入占装

备收入比重提升至 32%。

伴随全球水泥行业绿色智能转型进程持续推进，水泥装备仍有较大潜在

需求空间。据咨询公司预测，到 2025年水泥装备全球市场规模预计每年约

350-400亿元，按照公司 2023年装备业务收入测算，水泥装备全球市占率约

20%，相比水泥 EPC业务全球市占率 65%，装备业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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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迭代将占据更大的装备需求比

例。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各类生产设备、服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国内围绕节能降碳、超低排放、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等方向的设备更

新改造有望提速。

未来，中材国际会持续深入推进装备业务整合融合，加强品牌建设，扩

大国际影响力，加快实现从“工程带动”到“带动工程”逐渐转变；同时，

进一步加强工程与装备协同，依托全球属地化资源和系统集成服务能力，统

一备件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构建“产品+服务”系统解决方案；坚持“基于

水泥、超越建材”业务定位，加大装备外行业拓展和“走出去”步伐，进一步

提升装备外行业收入、境外收入占比。

4．请问公司矿山运维业务的发展规划如何？ 
答：当前国家推进安全矿山、绿色矿山政策趋严，矿山设备向自动化、大

型化、智能化以及节能化方向发展，将持续释放矿山运维服务的市场需求。据

麦肯锡研究分析，到2025年国内水泥石灰石和骨料矿第三方工程运维市场规

模预计每年约280-300亿元。此外，公司立足石灰石矿和骨料矿运维优势，持

续向其他品类矿延伸；受益于国内水泥走出去步伐加快和公司工程业务带

动，境外市场未来有望进一步打开增长空间。

截至2023年末，公司在执行矿山运维服务项目281个，其中境外项目5
个；完成供矿量6.5亿吨，同比增长25%。在矿山运维服务方面，目前主要以石

灰石和骨料矿运维为主，未来发展空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随着矿山环保

及安全监管政策趋严，叠加矿山运维业务持续开拓，水泥骨料矿运维业务规

模有望进一步提升。二是公司拥有开采其他露天矿的技术储备，依托现有技术

可向砂石骨料、有色金属等其他露天矿品种扩展，去年中材矿山新签11个非水

泥骨料采矿服务合同，收入超过9亿元。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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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业务。去年已实现5个境外矿山运维服务项目，接



下来会继续加大力度开拓海外项目。

5. 请介绍公司数字智能化业务的发展规划以及近期进展。 
答：中材国际数字智能化的业务，首先是中材国际“十四五战略”里一

核双驱中的一驱，数字智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材国际在数字智能化业务方

面的发展愿景是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数字化服务商，通过聚焦“建材行业智

能制造”这个核心，打造智能化解决方案的咨询、研发、交付综合能力，研发

推广管理信息化、智能控制、算法模型和智能装备四类产品，为中材国际的业

务转型突破做出贡献。

为了持续提升数字智能的服务能力，中材国际专门组建成立了中材智

科，希望通过三个方面的举措来实现快速成长。

第一，聚指成拳，打造自己核心竞争力，中材智科已经完成了整个智能

化相关人员、技术和业务方面优势资源的整合，一方面是通过加快数字中材国

际的建设，另一方面为基础建材企业提供更加优化的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

系统输出架构规划、系统开发、数字化底座研发运营、工厂生产运营全流程数字

化管控、智能优化控制、数字化运维服务、工厂智能化升级整体解决方案等核心

能力，打造SINOMA智能化品牌。

第二，聚焦管理提升，打造稳固坚实的支撑体系。我们从四个方向明确了

管理方向：产品聚焦、人才聚合、场景创新、平台使能，另外着重于提升四项核

心能力，主要是价值服务、创新服务、专业服务、合作共创服务，并从组织、人

才等五个体系上进行支撑。

第三，市场空间开拓，构建一个开放共赢的生态体系。首先中材智科在中

材国际内部承接公司的数字化、智能化业务，第二承接和服务中国建材集团企

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业务，第三承接和服务于中国建材集团外和境外的数字

化、智能化业务。目前也在探索突破行业的限制，在个别业务上已经有所突破。

第四，培育渠道，构建上下游生态合作机制。

2023年，依托公司科研创新和海量应用场景，公司在数字智能化业务方

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首先是智能建造，通过智能建造赋能EPC主业，通

过数字模型技术（BIM）应用和自主开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IIESP），实现

了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全要素的数字化管理，并且具备了数字孪生工厂交付

能力，有几个工厂已经全面实现了数字孪生的交付。

中材国际在数字智能方面，通过建立统一的数字化智能化业务平台，对

内为公司工程、装备、运维主业赋能，提升运营效率和竞争优势，对外助力水

泥智能工厂升级和产业生态构建，加快打造水泥智慧工厂和智慧矿山等核心

数智化产品，提升公司为全球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服务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