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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规划出台在望 辖区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刘冬梅 邹昕昕

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释放的改革红

利，将会带来一场充满商机的“盛宴”，

而作为最具活力的一类市场群体，上

市公司有理由成为主角。

面对证券时报记者的提问， 多位

上市公司高管却三缄其口。

高管们的谨慎不无道理， 因为京

津冀一体化的整体规划尚未出台，很

多公司都无法准确衡量其中的发展机

遇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不过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也发

现， 有些上市公司已经开始以实际行

动呼应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 天津港

董秘孙埠就告诉记者，近两年，天津港

集团已在河北石家庄、 北京石景山等

地设立了

23

个内地无水港，将港口业

务延伸到内陆。 另外，中储股份、津膜

科技、凯美特气等公司都在积极布局。

修路通关蕴含发展机遇

要实现京津冀一体化， 首先需要

打通交通运输的大动脉。

5

月

13

日，

交通运输部召开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

化专题会议， 推动三地交通 “规划同

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

5

月

14

日，海关总署在区域通关

一体化改革方案中提出， 今年

7

月

1

日开始，将率先在北京海关、天津海关

启动实施通关的一体化改革，

10

月份

前后扩大至石家庄海关， 实现在京津

冀海关全面推开。 对于交通一体化及

海关通关一体化的举措， 天津港董秘

孙埠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

先是规划一张图， 其次就是运营管理

这张图。

在这张图当中， 天津港的布局早

已开始。孙埠介绍说，现在天津港集团

在内地建了

23

个无水港，不少已经有

产出了。不过他特别强调，现在主要还

处于投入期，着眼于网络布局的培育。

这些无水港的布局， 统筹考虑了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对区域经济发展以

及对天津港货源的支撑都起了很好的

作用。 内地无水港的投入在天津港集

团，但产出往往体现在上市公司，属于

天津港集团的战略规划。

据了解，目前天津港集团的

23

个

无水港主要分布在一些货源地和交通

节点，如大同、太原、银川、石景山、石

家庄等等。天津港利用这些平台公司，

把港口的一些功能延伸进去， 直接为

内地企业出口外贸提供全程物流、报

关、报检等港口服务功能。 孙埠称，以

后股份公司若想介入， 选择权在股份

公司， 因为集团对上市公司有优先受

让权的承诺。

孙埠表示， 天津港集团也在研究

起源地退税问题， 希望能和保税港区

形成对接， 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建有

保税港区的地方都在研究这一问题。

他说，这需要政策环境有所变化，突破

不同地区的各种障碍， 比如有些地区

出台只适用于本地的专门法规， 从立

法层面对抗原来的《海关法》、《人民银

行法》等。

对于通关一体化的举措，中储股份

董事长韩铁林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

称，公司有很多资产分布于京津冀多个

地区，三地海关的通关一体化，对中储

股份的影响肯定是正面的。 他说，京津

冀一体化过程中产业中心和人口都要

分散，物流量就会增大，对中储股份的

货运代理、 通关服务会有积极的影响，

但是具体的影响目前还很难测算。

韩铁林表示，中储股份目前在北

京没有物流基地， 只有一个小型仓

库，因为地价太贵，成本太高，正在其

他地区物色。 数据显示，天津地区的

营业收入占中储股份

2013

年营业收

入的

47.27%

，北京、河北占比分别为

2.77%

、

0.93%

。

今年一季度，中储股份业绩有所下

降，韩铁林称，主要跟大环境有关，钢

材业务占了中储股份很大的比重，而

中储股份的部分客户正处于淘汰产能

过程中，影响了公司的业绩。 同时，也是公

司主动调整的结果，自去年开始，中储股

份主动压缩了质押和贸易方面的业务。

钢铁建材业待脱胎换骨

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环

境治理， 这需要淘汰落后产能和转型升

级。 钢铁、水泥、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的

转型阵痛，在上市公司中亦有所体现。

数据显示，冀中能源

2014

年的原煤

产量规划目标为

3600

万吨， 较

2013

年

实际产量

3747.06

万吨有所下降， 下降

比例为

3.92%

。冀中能源产品包括煤炭、

化工、电力、建材四大板块，其中以煤炭

为主。 主业煤炭纵贯河北、横跨晋冀、北

延内蒙，具体包括河北邢台矿区，河北峰

峰矿区、邯郸矿区、张家口矿区，以及山

西寿阳矿区及内蒙古矿区。

冀中能源称， 上述经营计划并不代

表上市公司对

2014

年度的盈利预测。未

来煤炭市场存在继续疲软的可能， 煤炭

价格存继续下降风险。

同样， 河北钢铁的规划产量目标数

据也不乐观。 该公司在

2013

年年报中

称，

2014

年公司的生产目标为生产生铁

3065

万吨， 粗钢

2979

万吨， 钢材

2854

万吨，钒渣

22

万吨。而河北钢铁

2013

年

全年共产生铁

2962

万吨，钢

3039

万吨，

钢材

2974

万吨， 产钒渣

20

万吨。 对比

2014

年生产经营目标与

2013

年实际产

量可以发现，除了生铁、钒渣规划产量在

2014

年略有上升， 增幅分别为

3.38%

、

10%

外，粗钢、钢材规划产量均较

2013

年实际产量有所下降， 下降幅度分别为

1.97%

、

4.03%

。综合看没有大的变化。而

2012

年，河北钢铁共产生铁

2807

万吨，

钢

2900

万吨， 钢材

2834

万吨， 产钒渣

15

万吨。 受产业升级影响，实际上近几

年河北钢铁产量变化都不大。

此外，河北钢铁还加大了环保投入，

2013

年，在本身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投入

21.47

亿元， 实施了烧结机烟气脱

硫、 煤气净化系统改造、 料场防风抑尘

网、射雾器除尘等重点节能减排项目，减

少了三废排放，其中吨钢耗新水

3

吨、吨

钢二氧化硫排放量

1.4

公斤、 吨钢自发

电量

246.6

千瓦时， 均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大大改善了现场环境面貌。

作为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水泥上市

企业， 京津冀一体化对冀东水泥的影响

无疑是巨大的。 根据规划， 冀东水泥

2013

年度计划生产水泥

7200

万吨，但

实际生产水泥

6596

万吨，公司称，主要

原因为公司区域市场水泥需求不旺、市

场竞争激烈， 公司现有产能没有得到充

分的释放。而公司

2014

年目标是生产水

泥

7500

万吨，较

2013

年增长

13.71%

。

冀东水泥称， 公司将凭借自身在所

在区域内资产规模、技术、质量等方面的

优势适时进行并购重组， 巩固和提高区

域市场控制力。 京津冀地区环保要求的

提高促进河北省淘汰落后水泥产能力度

加大，水泥产能过剩情况将加快化解。京

津冀一体化的推进将加大对水泥的需

求， 作为主产区在京津冀地区的水泥生

产企业，需求增长空间较大。

因此，对于大型的水泥、钢铁上市公

司来说， 京津冀一体化也是难得的发展

机遇。 而由于相关上市公司自身环保要

求高，生产线更先进，淘汰落后对其影响

相对较小。

华泰证券研究员周焕认为， 河北省

要在

2020

年达到城镇化率

64%

的目标

（与浙江目前水平相当）， 其人均基础设

施资本存量可能要达到

6

万元， 这意味

着未来

7

年河北省新增的基建投资总额

将超过

3.1

万亿元， 年均约

4500

亿元，

高于

2013

年的

4300

亿元。

数据显示， 河北钢铁今年一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

258

亿元，同比下降

3.94%

；

净利润

1.6

亿元，同比增长

271.03%

。 净

利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成本费用控制水

平提高，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减少。

冀东水泥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1.4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2.68%

，净利

润为亏损

4.27

亿元， 同比多亏

6.31%

。

亏损略有扩大， 跟公司所处行业有一定

关系，但营收已经实现大幅增长，已开始

受益于区域发展。

把握环保联动商机

在津膜科技董秘郝锴看来， 京津冀

一体化显得有些“高大上”，对公司的主

业水处理行业的影响不像对地产、 港口

和基建那样是直接的利好。“雾霾是每个

人都呼吸得到，水污染则不同，人们的切

身感受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除非涉及到

家庭用水。 ”津膜科技地处天津，来自天

津市的营收占去年总营收的

34.77%

。

不过， 在整体污染情况较为严重的

背景下，关于水处理的商机还是很多的。

据郝锴透露， 北京排水集团将启动改造

招标，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处理项目。

目前还没到完全招标阶段， 但年内应该

会出结果，参与竞争的企业肯定不少，津

膜科技希望能分得一杯羹。

按照《“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

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到

2015

年，

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85%

（直辖市、省会

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城区实现污水全部收

集和处理，地级市

85%

，县级市

70%

），

县城污水处理率平均达到

70%

， 建制镇

污水处理率平均达到

30%

。 郝锴对这个

规划拍手称快， 但他认为仍需要解决好

污水处理由谁来付钱的问题， 因为有些

地方政府本身就有很多欠债。

此外， 污水处理行业存在集中度不

足的问题， 全国最大的污水处理企业市

场占有率也才

4%

左右，且基本都是区域

性市场，走全国性市场发展的很少。郝锴

称， 主要是因为当地政府在污水处理方

面的话语权非常重， 再加上部分地区存

在地方保护主义， 外面的企业很难进入

当地市场。目前，津膜科技的团队主要分

布在天津、山东、浙江、湖南等地。

在主动走进京津冀， 分享环保商机

的上市公司中，凯美特气比较典型。

3

月

20

日，凯美特气与迁安市政府、中科院

唐山科学发展研究院签署了 《“清洁城

市”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凯美特气在迁

安市建设工业尾气综合高效利用工厂，

负责工业尾气综合高效利用的运营、销

售等工作；争取

2014

年部分项目启动建

设，三年内覆盖主要工业尾气；中科院唐

山科研院向迁安市积极推介国内国外先

进的技术和经验。

迁安市隶属于唐山， 地处大气污染

严重的京津冀地区。迁安作为县级市，钢

铁、水泥业发达，特别是钢铁企业众多，

包括首钢迁钢、轧一钢铁、燕山钢铁、九

江钢铁等大型钢铁企业， 年钢产量在

4000

万吨以上，世界城市排名前十。

兴业证券分析师汪洋称， 凯美特气

走进迁安市场，通过尾气回收、提纯、再

利用的方式参与当地大气污染治理。 唐

山市（包括迁安）是钢铁工业密集的重度

大气污染地区，公司业务的有效铺开，具

有标杆性的示范效应， 也为未来京津冀

整体业务大格局做好基础准备。

重大机遇当好好把握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与二级市场的爆炒不一样， 对于

京津冀一体化， 上市公司的态度要冷

静许多。关于发展机遇与挑战，要么说

得少，要么闭口不谈，好不容易有些相

关的，还不一定愿意见诸报端，如受益

最大的某房地产上市公司就坚称“不

愿意被报道” 。

上市公司的冷静不无道理， 首先

是京津冀一体化提出之后的一轮爆

炒，让大家心有余悸。今年 3 月提出推

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后， 蕴含

房地产概念的上市公司股价都经历了

一轮爆炒。 规划未成，地产先涨，这对

京津冀一体化的整体布局是不利的，

有些舆论将其与大搞基建投资以拉动

经济的模式联系起来。 在这种情况之

下，谁也不想成为舆论的焦点。

其次是京津冀一体化目前还处在

调研和讨论阶段， 虽然大家都信心满

满，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很多地区只

能是口头表态。 在纲领性的规划正式

出台之前，各自的目标方向还不明确，

本来可谈的东西就不多， 还会顾忌公

开谈论的负面影响。

另外，即使已经深度参与其中，上

市公司本身也要遵守很多信息披露方

面的规定， 有些内容即使想说也不能

随便说。

不管说与不说， 京津冀一体化正

在一步一步推进， 必将对当地上市公

司及未上市企业产生影响， 至于影响

如何， 不同行业， 不同企业当然不一

样。面对即将到来的发展机遇，上市公

司其实没有所表现的那么冷静。

比如， 因为国家对环保的重视，

许多环保相关上市公司早已先行一

步， 不管京津冀一体化规划进展如

何，它们都在积极布局，参与空气治

理、水污治理和固废渣处理等；再如，

随着环保成本、人力成本和资源价格

的上涨，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

的企业也亟须转型升级，这既是外部

压力，也是内部诉求。 京津冀一体化

带来了对轨道交通、公路、市政管网

等基础设施投资的加码，提供了转型

升级的时间和空间。

此外， 京津冀一体化也是部分企

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内在需求。 比

如港口行业，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港口

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在 2009 年已经结束

了， 过去依靠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港口

吞吐量大发展的时代已成为历史， 仅部

分港口可能受益于区域经济发展还存在

一些机会。因此，港口公司需要寻找新的

增长点。

以天津港集团为例，该公司近几年

建设了几十个内地无水港，也在研究起

源地退税政策，但因政策涉及多地政府

和不同海关，单靠一家公司的力量远远

不够，迫切需要京津冀一体化释放政策

红利，使得沟通交流更顺畅，物流贸易

更便利，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优越，以激

发企业内部发展的活力与潜力，提升经

营业绩。

京津冀一体化对当地企业来说必将

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应当好好把握。

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释放的改革红利， 将会带来一场充满商机的

“盛宴” ，而作为最具活力的一类市场群体，上市公司有理由成为主角。

目前京津冀一体化的整体规划尚未出台， 不少上市公司已经开始以实

际行动呼应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积极布局，分享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