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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星新材 股票代码 600299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冯新华 

电话 010-61958799 

传真 010-61958805 

电子信箱 xcl-008@star-nm.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0 年(末) 

总资产 18,587,676,635.96 18,098,981,791.32 2.70 15,295,805,70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900,010,552.37 2,946,663,201.19 -35.52 2,870,439,034.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3,069,528.71 289,409,582.70 80.74 35,641,244.02 

营业收入 9,084,163,843.14 11,394,916,418.38 -20.28 9,676,485,63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39,255,719.49 71,558,528.04 -1,552.32 75,491,95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71,274,104.00 -240,276,946.09 345.85 9,747,198.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2.78 2.46 

减少 45.24 个百

分点 
2.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99 0.14 -1,521.43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99 0.14 -1,521.4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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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34,60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

易日末股东总数 
30,69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蓝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96 282,045,298 

 
质押 82,507,360 

 

珠海鑫德物流有限

公司 
未知 1.33 6,936,932 

 
未知 

  

北京翔宏旭兴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 
未知 0.88 4,602,261 

 
未知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

会 
未知 0.84 4,396,700 

 
未知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

设计院 
国有法人 0.71 3,737,262 

 
未知 

  

曹文桥 未知 0.70 3,670,728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未知 0.46 2,393,154 
 

未知 
  

郑春容 未知 0.42 2,186,820 
 

未知 
  

潘波 未知 0.26 1,377,741 
 

未知 
  

林丽明 未知 0.26 1,341,42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

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同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之子公司；除上述股

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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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多年来蓝星新材始终致力于中国化工新材料事业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有机硅、双酚 A、

离子膜电解槽和彩色显影剂的最大生产商，形成了五大产品系列：有机硅单体及特种单体、

硅油、硅树脂产品系列；苯酚、丙酮、双酚 A、环氧树脂及深加工产品系列；PBT 合成树

脂及工程塑料改性产品系列；离子膜电解槽等节能化工机械产品系列；彩色显影产品系列。

截止 2012 年底，蓝星新材拥有 1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 家省级科研机构和 7 家企业内

部技术开发和服务机构，分别为：江西星火有机硅厂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北京市氯碱装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省钾及伴生物综合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西合成橡胶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山西省企业技术中心、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等。

拥有授权专利 211 件，其中发明专利 121 件，主导起草了 9 项国家标准和 14 项行业标准。 

      2012 年是公司大力实施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战略性调整的一年，也是公司有史以来生

产经营最为困难的一年，公司的主要产品基本上都不同程度产生经营亏损。全球经济低迷，

国际贸易下滑，反倾销压力显现；市场价格下滑、能源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蒸汽不足制约

生产等，公司降低成本的难度不断加大。面对诸多困难和矛盾，公司全体干部员工积极应对

市场变化，不断强化内控管理，实现全年销售收入 90.84 亿元，保证了生产经营的平稳运行。 

      公司按照"聚焦重点，突破瓶颈，抢占制高点"的原则，重点发展基础性、关键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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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量大的产品，以及国家战略支撑需要产品；将产能扩充为重点的发展目标调整到以产品

应用为重点；主要产品生产技术和应用技术有所突破。全力将有机硅、环氧树脂产业链、离

子膜电解槽打造成为最具备未来核心业务。继续保持有机硅、PBT 合成树脂、聚苯醚（PPE）

等产品国内领先地位。发展环氧树脂等产品处于国内前三位位置。大力发展有机硅、环氧树

脂等材料的深加工产品，强化客户服务，提高产品的精细化程度，增强产品的应用及复合力

度。 

 

3.1 主营业务分析 

3.1.1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9,084,163,843.14  11,394,916,418.38  -20.28  

营业成本 8,840,163,798.61  10,447,582,199.37  -15.39  

销售费用 211,434,916.88  193,679,021.38  9.17  

管理费用 596,053,780.46  497,042,030.10  19.92  

财务费用 443,667,838.17  324,518,072.13  3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3,069,528.71  289,409,582.70  80.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8,999,637.67  -2,211,704,015.63  -59.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836,224.76  1,707,295,498.18  -74.76  

研发支出 72,431,675.23  55,360,063.62  30.84  

 

A.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影响因素为：一方面由于经济形势的冲击，公司多数企业

采取了停工或减产的方式抑制亏损，企业产销量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市场变化，

刺激销售，企业不同幅度调低价格以促进销售，导致售价大幅度下降，部分产品售价接近甚

至低于成本； 

B.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影响因素为：本年度产品销售数量下降及缩减产能所致； 

C.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产品运输、包装费用增加所致； 

D.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一方面，是由于连海院本部和北化机本期研

发费用增加所致；另一方面，主要来自南通星辰、兰州硅材料和哈石化生产线的停工损失增

加所致； 

E.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F.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影响因素为：由于本期压缩产量，对

原材料的采购较少，并主要以消化去年的存货为主，导致本年采购原材料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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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投资活动支付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影响因素为：由于本期大部分在建工

程项目已处于尾期，所以支付的工程款和固定资产款减少所致； 

H.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影响因素为：主要是由于偿还债务及

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I. 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影响因素为：主要是由于北化机、中蓝连海新增研发项目

所致。 

3.1.2 驱动业务收入变化的因素分析 

      报告期内，受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公司有机硅、工程塑料等主要产品市场竞争激烈、

消费不旺等因素的影响，主要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低迷；为应对不利的市场环境，公司主要装

置适当降低装置的负荷，影响了有机硅等主要产品的产量；为此因司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大幅

下降。 

3.1.3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货币资金 934,666,416.83 5.03 807,623,794.09 4.46 15.73 

应收票据 572,244,046.04 3.08 801,492,158.03 4.43 -28.60 

应收账款 1,108,581,894.71 5.96 809,106,003.51 4.47 37.01 

预付款项 682,649,735.19 3.67 953,744,387.56 5.27 -28.42 

存货 1,527,474,769.31 8.22 2,293,733,652.93 12.67 -33.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6,501,161.13 0.57 40,734,935.27 0.23 161.45 

应付账款 1,099,759,511.58 5.92 1,280,730,840.72 7.08 -14.13 

其他应付款 3,227,487,994.55 17.36 2,102,022,854.39 11.61 53.54 

长期借款 4,225,000,000.00 22.73 3,349,000,000.00 18.50 26.16 

A、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主要是由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增加所致； 

B、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改变销售政策减少票据结算所致； 

C、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主要原因是年末部分客户未及时付款所致； 

D、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产量下降导致原材料采购减少，相

应的预付材料款减少所致； 

E、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本期缩减产能所致，另一方面，是由

于本期原材料采购较少，主要以消耗库存所致； 

F、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主要原因是我们预计部分亏损金额可在未来5年

内转回，因此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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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主要原因是对原材料的采购减少所致； 

H.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司对蓝星总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I. 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上升，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项目建设需要，增加银

行借款所致。 

3.2 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3.2.1 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

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

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

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国内新型城镇化建

设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将为化工新材料行业带来复苏、发展的契机。2013 年

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三年，全球经济可能低速增长，国内经济环境总体会比 2012 年有所改善。

“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有机硅在内的新材料被列为

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有机硅消费国和生产国，但产业大而不强，大量高端产品

依赖国际厂商。业内人士认为，有机硅行业"十二五"规划未来或将突出重点发展高端产品、

调整单体领域产业结构，以促进行业有序发展。目前国内有机硅单体产能已经过剩，市场无

序竞争，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在于下游产品的研发，产业链一体化引领有机硅行业持

续稳定地发展。此外，考察发达国国家有机硅行业发展历程，有机硅行业的增速约为国家

GDP 指数的 2 倍，参照此数据推算，中国有机硅行业的增长速度约为 15-16%左右，未来行

业拐点的出现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目前正处于行业底部。 

    从国内有机硅龙头企业的发展路径来看，单一的单体和中间体企业很难获得持续稳定的

发展，无法回避价格大幅波动的冲击。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和具有融资能力的龙头企业在单体

领域完成布局后，都积极拓展下游产品。未来龙头企业单体/中间体内部消化比率将大幅提

升，对应单体/中间体商品量将大幅减少，而行业的利润将从下游深加工领域向全产业综合

收益转移，一体化的企业盈利能力和风险对冲能力逐步显现。 

3.2.2 公司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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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按照"聚焦重点，突破瓶颈，抢占制高点"的原则，重点发展基础性、关键性、市场

需求量大的产品，以及国家战略支撑需要产品；将产能扩充为重点的发展目标调整到以产品

应用为重点；主要产品生产技术和应用技术有所突破。全力将有机硅、环氧树脂产业链、离

子膜电解槽打造成为最具备未来核心业务。继续保持有机硅、PBT 合成树脂、聚苯醚（PPE）

等产品国内领先地位。发展环氧树脂等产品处于国内前三位位置。大力发展有机硅、环氧树

脂等材料的深加工产品，强化客户服务，提高产品的精细化程度，增强产品的应用及复合力

度。 

3.2.3 可能面对的风险 

1、经济增长的预期不太乐观   2012 年经济复苏表面看来强劲，实际增长有限，且未来尚存

不确定性。 

2、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世界化学工业"生产跨国化，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集团化"

的特征进一步加强，致使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 

  3、对于需要不断更新技术的化工新材料行业来讲，仍将会面临技术对其发展和竞争能力的

制约。今后经济的发展强调彻底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以末端治理为主的污染控制方式，采

取节能和环保技术，发展清洁工艺和清洁产品，对于不可避免的"三废"尽可能综合利用和无

害化处理，实现循环经济、低碳理念、零排放、环境友好。 

4、公司现在及未来发展所需的基础与专用化学品原料丙烯、苯、碳四等均需从市场上购买，

工业硅产量不能满足有机硅单体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的发展。     

3.2.4  经营计划 

  1）、专注核心业务投资，优化项目的立项严格控制投资方向，优化项目投资管理流程，适

时跟踪项目成本、进度、质量，和分析项目预期效益，完善过程风险控制机制和纠错机制。

明确各层级的责任，对每个投资项目确定端到端负责制，加强问责制度。 

  2）、大力推动亏损业务的扭亏为盈。从产品结构、技术水平、运行管理能力等多角度研究

亏损的内在原因，并认真实施改进措施，力争扭亏为盈。对于不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优势业

务的严重亏损企业，研究制定具体方案和固定资产处置方案，有选择性地退出严重亏损业务。 

  3）、以建立现代营销体系为重点，创新采购竞争机制、客户服务机制、客户信用管理机制

和应收账款管理机制。加强客户渠道管理，加强客户分级和核心客户管理，加强产品服务的

业务组合和定价管理，加强营销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通过人员优化、培训、绩效考核，选拔

和培养一批营销人才和技术人才，建设一支素质过硬、能力卓越、业绩优良的营销团队。 

  4）、强调产品技术服务，根据客户需求开展专项产品研发，增加服务价值。积极挖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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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性能，开拓和培育新的市场。依托应用开发研究中心、科研院所、合作高校等，提升

产品应用开发的能力，增强技术服务能力和为客户开发产品的能力。 

 

 

                                              董事长：陆晓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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