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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发行人”或“本公司”）

董事会成员已批准本上市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证所”）对本期公司债券上市的核准，不表明

对该债券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因公司经营与收

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发行人本期债券评级为AAA；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626.61

亿元（2010年6月30日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债券上市前，发行人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37.43亿元（2007年、2008年及2009年合

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发行人法定名称：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Railway Group Limited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星火路 1 号 

注册资本：21,299,900,000元 

法定代表人：李长进 

股票上市地、股票简称及代码：A股：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国中铁 

股票代码：601390 

H股：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代码：0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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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1、本公司主营业务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分为基建建设板块、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板块、工程设备和

零部件制造板块、房地产开发板块和其他业务板块五大板块。 

2、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主营业务结构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五个业务分部的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项  目 金额 

（千元） 
比例 

（%） 
金额 

（千元） 
比例

（%）

金额 
（千元） 

比例

（%） 
金额 

（千元） 
比例

（%）

基建建设 167,268,342 86.21 313,540,439 88.83 211,406,218 88.56 174,644,584 89.19
勘察设计与 
咨询服务 

4,283,702 2.21 7,007,251 1.98 4,744,351 1.99 3,576,925 1.83

工程设备和 
零部件制造 

5,876,486 3.03 9,236,522 2.62 7,169,202 3.00 5,247,939 2.68

房地产开发 4,333,341 2.23 5,534,936 1.57 3,966,871 1.66 3,307,935 1.69
其他 12,257,014 6.32 17,658,946 5.00 11,428,239 4.79 9,026,838 4.61

小    计 194,018,885 100.00 352,978,094 100.00 238,714,881 100.00 195,804,221 100.00
减：内部抵销 1,296,613 - 6,610,136 - 4,095,598 - 11,650,695 -

合    计 192,722,272 - 346,367,958 - 234,619,283 - 184,153,526 -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五个业务分部的营业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项  目 金额 

（千元） 
比例 

（%） 
金额 

（千元） 
比例

（%）

金额 
（千元） 

比例

（%） 
金额 

（千元） 
比例

（%）

基建建设 3,848,875 73.37 8,132,480 79.25 258,373 10.33 2,991,247 64.75 

勘察设计与 
咨询服务 

389,473 7.42 602,596 5.87 424,843 16.99 277,092 6.00 

工程设备和 
零部件制造 

421,489 8.03 491,242 4.79 699,462 27.98 231,064 5.00 

房地产开发 379,918 7.24 705,836 6.88 590,046 23.60 479,248 10.37 
其他 206,091 3.94 329,672 3.21 527,542 21.10 640,718 13.88 

小    计 5,245,846 100.00 10,261,826 100.00 2,500,266 100.00 4,619,369 100.00
减：内部抵销 760,430 - 1,617,293 - 567,066 - 306,464 -
合    计 4,485,416 - 8,644,533 - 1,933,200 - 4,312,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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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建建设业务 

本公司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多功能综合型建设集团之一，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基

建建设行业拥有领军企业地位。铁路建设是本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20世纪50年代

以来，本公司参与了国内所有主要铁路的建设。本公司也是中国领先的高速公路和

公路建设集团以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市场上的领军企业之一，另外在特大桥及长大

隧道的建设方面也具有市场和技术优势。基建建设业务还包括房屋建筑、水利水电、

港口、码头、机场和其他市政工程的建设。此外，本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基

建建设项目，已在境外超过55个国家和地区承建了230多个海外项目。 

本公司的基建建设业务发展迅速。2009年基建建设新签合同额5,420亿元，同比

增长41.3%，其中铁路3,109亿元，公路867亿元，市政工程及其他建设1,444亿元。

武广高铁、石太客专、上海A15 高速公路、陕西榆神高速公路、厦门翔安海底隧道、

上海地铁11号线、深圳地铁5号线等一批精品工程的成功筑造，进一步巩固了本公司

作为中国最大建筑承包商的地位，充分展示了本公司在基建建设方面的综合全面的

业务能力。2009年度，本公司基建建设板块的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也都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 

（2）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业务 

本公司是中国基建建设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向客户就铁

路、高速公路和公路、桥梁和隧道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等工程建设提供一整套勘察、

设计、咨询、研发和监理服务，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 

（3）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造业务 

本公司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造业务的主要产品包括道岔、钢结构、轨行机械和

工程设备。本公司是全球产量最大的道岔制造商，在中国道岔市场一直处于主导地

位，是国内两家获铁道部批准并生产提速道岔的制造商之一。本公司还是中国桥梁

钢结构行业的龙头企业，并且是国内大型铁路桥梁钢结构的主要制造商。随着一批

本公司自主研发、研制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程设备和产品相继投放市场，公司

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造业务规模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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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地产开发业务 

本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包括开发、销售和管理各类住宅和商用房。 

（5）其他业务 

本公司还发展和从事多项其他业务。本公司获铁道部批准建设、运营和拥有铁

路，并获地方政府授权建设、运营和转让收费公路。另外，本公司还从事矿产资源

开发、物资贸易、物业管理及物流服务等其他业务。 

（二）发行人设立情况 

2007 年 9 月 11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设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资改革

[2007]1095 号）批准，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工”）独家发起设立本

公司，并于同年 9 月 12 日在国家工商总局完成注册登记。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及中铁宝

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7]1091 号），中铁工将经

评估确认后的 1,921,317.61 万元净资产按照 1：0.6662 的比例折为本公司的股本，计

128 亿股（每股面值 1 元），由中铁工持有，股权性质界定为国家股。 

（三）发行人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情况 

1、本公司 A 股首次发行与上市的情况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7]396 号）核准，

本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21 日以每股 4.80 元的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 A 股人民币普通

股 4,675,000,000 股。本次 A 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17,475,000,000 股，其中，

中铁工持股 12,800,000,000 股1，约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73.25%；公众投资者持股

4,675,000,000 股，约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26.75%。 

本公司发行的 A 股于 2007 年 12 月 3 日在上证所挂牌上市。 

2、本公司 H 股首次发行与上市的情况 
                                                        
1 在 A 股发行后 H 股发行前，国家股股份 128 亿股里包含共计 382,490,000 股未登记股份待 H 股发行且行使超

额配售权后用于国有股减持并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5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证监国合字[2007]35 号）批准，并于 2007 年 11 月 8 日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的聆

讯，本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以每股 5.78 港元的价格发行了 3,326,000,000 股 H 股，

并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超额配售 498,900,000 股 H 股。此次共计发行 3,824,900,000

股 H 股，本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21,299,900,000 股。 

根据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规定，本公司的国家股股东中铁工须将其持有的股份按

H 股发行股份总数的 10%，即 382,490,000 股划转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以下简

称“全国社保”），该部分股份在本公司 H 股上市时以 1：1 的基准转换为 H 股。因

此，本公司发行的 H 股增加至 4,207,390,000 股，约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19.75%。 

本次 H 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21,299,900,000 股，其中，中铁工持有

12,417,510,000 股，约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58.30%；A 股公众股东持有 4,675,000,000

股，约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21.95%；H 股公众股东持有 4,207,390,000 股，约占本

公司股本总额的 19.75%。 

本公司发行的 H 股于 2007 年 12 月 7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 

3、本公司 A 股首次公开发行国有股转持情况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全国社保联合发布的《境内证券市

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规定，中铁工作为公司的国

有股东，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向全国社保履行了国有股转持义务，转持股数为公司

A 股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10%，即 467,500,000 股。本次国有股转持完成后，

中铁工持有公司 11,950,01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0%。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家持股 11,950,010,000 56.10 

2、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467,500,000 2.2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2,417,510,000 58.3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4,675,000,000 21.95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207,390,000 19.7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8,882,390,000 41.70 

三、股份总数 21,299,9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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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面临的风险 

（一）财务风险 

1、客户延迟付款可能影响本公司的营运资金和现金流量 

本公司大部分项目建设周期长，因此合同要求客户按照项目进度分期付款。本

公司在项目进行的不同阶段通常要预付项目相关成本，包括材料、设备和劳动力成

本。另外，通常情况下客户都会预留合同金额的5%或10%作为质量保证金，保修期

（一般为项目完成后一年）结束后才会支付。因此，公司经常需要在足额收取客户

的付款前，预付项目相关的成本和开支。 

客户拖欠付款可能对本公司的营运资金和现金流构成压力，若客户拖欠付款的

项目涉及的成本支出较大，将会占用本可用在其他项目上的资金，并可能对本公司

的经营业绩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一般而言，本公司主要根据账龄及影响应收款项回

收可能性的其他因素，计提坏账准备。本公司不能保证客户会及时向本公司全额付

款，也不能保证能有效管理分期付款的坏账水平。 

2、未获得足够的融资可能会对本公司的拓展计划和发展前景产生影响 

在基建建设及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造业务方面，本公司必须在前期投入大量资

本，用于设备购置及工程施工；在房地产开发及矿产资源开发业务方面，本公司也

必须在前期投入大量资本，用于购买土地及勘探开发。此外，本公司在执行大部分

建设合同时，都必须预先支付项目相关成本费用。同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开拓

新业务领域、开发新地区市场都需要更多的资本支出，并进一步增加了本公司的资

金需求。 

如果资金需求超过了公司的日常融资能力，本公司将会通过寻求额外借贷或者

股本融资来满足，或者延迟拟定的资本开支计划。 

本公司一直通过综合利用自有资金和外部融资（包括银行和其他借款）来满足

营运资金需求和资本开支。本公司未来取得外部融资的能力及融资成本的确定存在

不确定因素，其中包括金融市场状况、有关借款利率和借款条件等货币政策的变动、

政府对国内或国际融资的审批和本公司运营的各业务板块的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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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汇率变动的风险 

本公司的大部分业务在国内，收入和成本的绝大多数也是以人民币支付。但是，

本公司仍有一些业务涉及外币结算，如在海外经营的基建建设业务及勘察设计与咨

询服务业务，出口工程设备及零部件业务等。此外，本公司若干银行借款，以及2007

年底的H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以外币计算。截至2010年6月30日，本公司的未偿还

外币负债总额相当于人民币47.37亿元，外币资产总额相当于人民币114.10亿元。汇

率变动可能增加本公司海外业务的人民币成本，或者降低海外业务的人民币收入，

或者影响本公司出口及进口产品的价格，这些都会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因此，

本公司面临外汇汇率变动的风险。2010年1-6月本公司的汇兑损益为-181,559千元。 

4、对外担保的风险 

截至2010年6月30日，本公司正在执行的对外担保（不包含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总金额为110.25亿元，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金额为36.27亿元。上述担保合计金额

为146.52亿元，约占截至2010年6月30公司净资产的21.34%。本公司正在执行的对外

担保金额较大，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 

（二）经营风险 

1、基建建设业务定价能力有限 

本公司在铁路建设和其他基建建设业务上的定价能力有限。本公司基建项目的

合同受到政府严格的价格监控，国家有关部门（包括铁道部和交通部）不定期公布

交通基建项目的参考价格，作为厘定项目收费上限的标准。这些参考价格如果下调

或者在原材料、劳动力或其他成本上升时未能上调到位，均会使本公司的利润水平

下降，从而可能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公司定价能力有限的

原因还来自于市场惯例以及公司的一些业务客户十分集中。例如，公共建设项目一

般是通过公开招标取得，市场竞争激烈。 

此外，我国交通基建业的大部分投资由国家投资机构直接控制，这些机构总数

不多，但却是本公司最重要的客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铁道部是本公司所处行业

的监管机构，同时又是本公司最重要的基建建设业务客户。本公司承接铁道部（包

括由铁道部和/或地方铁路部门投资和管理的公司）相关项目时，铁道部拥有极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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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价能力。若国家投资机构，如铁道部，通过行使监管权力来修订政策或者与本公

司直接磋商，来调低建设项目的合同价格，则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会受

到重大不利影响。 

2、未能准确估计或控制成本以及工程范围 

本公司基建建设业务、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业务、工程设备和零部件制造业务

的绝大部分合同均要求本公司按预先约定的固定价格或单位价格完成项目，因此本

公司在项目或产品中的盈利能力取决于能否有效控制成本。成本过高会使项目的利

润减少，甚至造成项目亏损。本公司项目的成本总额受多项因素影响，包括气候状

况、劳动力、设备能力以及合同履行期间的成本的波动、项目范围变动、原材料和

零部件的价格变动，以上多项因素本公司不能控制。任何特定项目的成本上升，尤

其是没有预测到的或者未在合同价格中反应的成本变化，会使项目无法达到预期的

利润，甚至亏损，从而对本公司的业务情况、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本公司某些基建建设合同包含价格调整条款。因此，本公司可以要求收取因原

材料成本突然上升而导致的额外成本。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公司也仍要承担部

分的成本升幅。此外，本公司的很多合同，尤其是公路建设及市政工程建设合同，

不包含价格调整条款。 

本公司基建建设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可能发生变更，客户可能要求本公司履行

额外工程。虽然工程范围的变更可能为本公司带来利润，但同时也可能因所履行工

程超出原约定范围，或因额外工程价款支付导致纠纷。即使客户同意就额外工程付

款，但在工程范围变更获批准并由客户支付资金前，本公司可能需要长时间支付有

关工程的成本。本公司不能保证全额收回执行额外工程的成本，也不能保证不会由

此产生商业纠纷，进而对本公司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公司信誉构

成不利影响。 

3、危险业务的危害 

本公司的业务性质决定了公司必须从事具有一定危险的业务，包括进行高空作

业、隧道施工、操作重型机械、开采矿产、使用易燃易爆品等。尽管公司在从事这

些业务活动时已经严格遵守必要的安全规定和标准，但这些业务活动仍然会使本公

司面临一些业务风险，例如地质灾害、毒气泄露、机械故障、工业意外、火灾及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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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等。这些危险事故可能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毁及环境污染，任何一项事故均会

使本公司有关业务中断甚至使本公司受到民事或刑事处罚。本公司也可能因施工或

产品质量原因受客户或其他第三方索赔。 

如果本公司不能就上述潜在责任为本公司或第三方获得足够保障，可能会产生

相应的成本，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也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此外，

业务经营造成的损失可能损及本公司的声誉以及与监管机构和其他客户的关系，从

而可能降低本公司赢得新项目的能力。 

（三）管理风险 

1、组织架构复杂所导致的风险 

本公司2007年重组前，所有资产及负债均由中铁工拥有，业务也由中铁工经营。

重组时中铁工将与核心业务有关的资产、负债及权益投入本公司。 

作为重组的一部分，本公司致力于精简组织架构。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由遍布

世界各地的600多家直接及间接子公司，以及多家参股公司组成。本公司的营运规模

及范围增加了管理协调的难度。此外，许多子公司在营业区域和业务范围方面相似，

而本公司未来仍将维持子公司的独立运营，这将导致相关子公司在部分领域，包括

工程招标方面存在直接竞争。尽管本公司各子公司之间的竞争不会对本公司的整体

运营及市场地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但上述竞争行为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仍有一定

影响。 

重组后，本公司采取了相应措施，以精简、整合不同子公司所经营的重复业务，

以进一步实现协同效应。但本公司所计划的业务整合措施未必能有效或适时实施，

或者可能因劳动力过剩、资金不足、技术困难、资源限制等原因受到不利影响。此

外，实施这些业务整合措施的成本可能比原定的成本高。如果出现成本超支、环境

转变、员工的负面回应或其他原因，这些业务整合措施原拟达到的营运效率及业务

协同效应可能无法实现。此外，管理上述内部竞争将会对本公司管理团队、财务及

管理信息系统及内部控制制度提出挑战。若本公司无法成功推行业务整合措施，则

本公司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前景将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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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股股东可能做出不符合其他股东最佳利益的决定 

控股股东中铁工的利益与其他股东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而中铁工有可能利用控

股地位，使本公司作出可能并不符合其他股东最佳利益的决定。 

中铁工是本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56.10%的股权。在本公司的公司

章程及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下，中铁工可以实际控制董事会的组成，并通过董事会

对本公司的经营及管理施加重大影响。此外，本公司的部分董事和监事由中铁工的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中铁工可利用其控股地位对本公司分派股息及进

行其他重大交易的时间及金额产生影响。中铁工也可禁止本公司根据相关协议约定

采取行动或者行使权力，包括本公司就重组与其签订的协议，中铁工可以禁止或延

迟可能对本公司其他股东有利的交易，中铁工所进行的此类活动都可能对本公司的

业务或本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造成负面影响。 

（四）政策风险 

1、税收优惠政策变动 

目前，本公司的多家子公司地处中国西部或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享有15%-16.5%

的所得税优惠税率，而本公司的其他业务则按法定的税率缴纳所得税。《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已于2008年1月1日生效，企业所得税税率上限由33%下调至

25%，但对于新税法施行前享受低税率优惠的企业，可以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

步过渡到25%的税率；对于新税法施行前，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可以在新税法

施行后继续享受该等定期减免税优惠至期满为止。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动可能会对本

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第三节 债券发行概况 

一、债券名称 

2010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二、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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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准情况 

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9]901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 

 

四、本期债券各品种的期限及规模 

本期债券按不同期限分为两个品种，分别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

为25亿元；1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35亿元。 

 

五、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公开发行和网下询价簿记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

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询价

簿记情况对所有有效申购按照等比例原则进行配售。 

（二）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持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

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A、B、D、F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

止购买者除外）。 

网下发行：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本期债券的存续期 

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的存续期为10年，15年期品种的存续期为15年。 

 

八、债券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和承销团成员 

本期债券由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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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国际”）、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

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期债券的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银国际、瑞银证券；分销商为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4.34%；15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4.50%。本期债

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各品种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2010年10月19日（T

日）。 

各品种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其中2011年至2020年间每年的10月19

日为10年期品种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第1个交易日，下同），2011年至2025年间每年的10月19日为15年期品种上一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本期债券10年期品种到期日为2020年10月19日，15年期品种到期日为

2025年10月19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本期债券各品种付息的债权登记

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1个交易日，各品种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6个交易

日。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

的债券利息和/或本金。 

 

十、债券信用等级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十一、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中铁工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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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60亿元，其中10年期品种网上公开发行6,999.30万元，

网下发行243,000.70万元；15年期品种网上公开发行407.40万元，网下发行349,592.60

万元。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10月22日汇入发行人指

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勤华

永”）对本期债券网上发行认购冻结资金、网下配售认购冻结资金以及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分别出具了编号为德师报(验)字(10)第0070号、德师报(验)字(10)第0069号和

德师报(验)字(10)第0068号的验资报告。 

 

十四、回购交易安排 

本期债券可以在上市后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

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本期债券上市基本情况 

经上证所同意，本期债券将于2010年11月3日起在上证所挂牌交易。本期债券10

年期品种债券简称为“10中铁G3”，上市代码“122054”；15年期品种债券简称为

“10中铁G4”，上市代码“122055”。 

 

二、本期债券托管基本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托管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托管在登记公司。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最近三年的审计及一期的审阅情况 

本公司2007年度、2008年度、2009年度的财务报告均经德勤华永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分别为德师报(审)(08)第P0506号、德师报(审)(09)

第P0836号及德师报(审)字(10)第P1001号）；2010年1-6月财务报告经德勤华永审阅，

并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审阅报告（德师报(阅)字(10)第R00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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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三年及2010年1-6月的合并财务报表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口径的财务会计报表请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告的 2007 年度、2008 年度、200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以及经审阅的 2010

半年度财务报告。 

 

三、最近三年及2010年1-6月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合并口径） 

财务指标 
2010 年 

6 月 30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1.14 1.13 1.16 1.26

速动比率 0.71 0.74 0.78 0.90
资产负债率 79.50% 78.64% 75.77% 72.32%
归属于母公司每股净资产（元） 2.94 2.88 2.64 2.63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5.81 5.95 5.20 5.18
存货周转率（次/年） 3.90 4.31 3.72 4.0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千元） 7,945,869 15,481,873 7,444,277 9,089,780

利息保障倍数（倍） 8.27 6.67 3.21 5.3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9) 0.11 (0.47) 1.27

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 
4、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5、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6、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7、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8、利息保障倍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息支出 
9、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二）最近三年及 2010 年 1-6 月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明细表（合并口径） 

1、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全面摊薄） 5.24 11.23 1.99 5.77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加权平均） 5.30 11.53 1.98 24.6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全面摊薄） 
5.14 8.54 8.10 1.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加权平均） 
5.23 8.77 8.09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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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元） 2010 年 1-6 月 2009 年度 2008 年度 2007 年度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 0.15 0.32 0.05 0.24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稀释） -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基本） 
0.15 0.25 0.21 0.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稀释） 
- - - -

注：本公司并无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因此无稀释每股收益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偿债计划和保障措施 

一、偿债风险 

虽然发行人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但本期债券的存续期较长，如果在本期

债券的存续期内发行人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政策、国内外相关行业市场和资

本市场状况等不可控因素以及发行人自身风险因素发生变化，将可能导致发行人不

能从预期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可能会影响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期兑付。 

 

二、偿债计划 

（一）利息的支付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1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

期债券的付息日分别为： 

10 年期品种：2011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5 年期品种：2011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本期债券的登记托管机构办理。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依

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发行人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付息公告予以说明。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费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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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金的偿付 

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兑付日分别为： 

10 年期品种：2020 年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 

15 年期品种：2025 年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 

本期债券本金的偿付通过本期债券的登记托管机构办理。本金偿付的具体事项

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发行人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兑付公告予以说

明。 

 

三、偿债资金主要来源 

（一）良好的盈利能力为偿还债券本息提供稳定保障 

本公司 2010 年 1-6 月，2009 年、2008 年和 2007 年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1,927.22

亿元、3,463.68 亿元、2,346.19 亿元和 1,841.5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为 32.85 亿元、68.87 亿元、11.15 亿元和 32.28 亿元。良好的盈利能力为公司偿还

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提供保障。 

（二）外部融资渠道通畅 

本公司多年来与国内外多家商业银行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获得了较高的银

行贷款授信额度。截至2010年6月30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的银行借款额度为2,340.63

亿元。即使在本期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公司也可以通过银行的

资金拆借予以解决。 

同时，作为境内外上市公司，公司还可通过境内外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和债

务融资，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强的融资能力。 

（三）流动资产变现 

长期以来，本公司财务政策稳健，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必

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经审阅

的合并报表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2,552.10 亿元，存货余额为 964.7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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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偿债保障措施 

为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公司为本期债券采取了如下的偿债保障措

施： 

（一）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指定资本运营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通过公司其他相

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

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在债券存续期间，由资本运营部牵头组成偿付工作小组，组成人员来自公司资

本运营部等相关部门，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二）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本公司将制定专门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相关业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将

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募集资金的投入、运用、稽核等方面的顺

畅运作，并确保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

使用。 

（三）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的规定，

聘请中银国际担任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银国际订立了《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从制度上保障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的按时、足额偿付。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本公司承诺履行情况，并在本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

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通知担保人，启动相应担保程

序，或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中银

国际依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四）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已按照《试点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期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

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

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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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铁工为本期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中铁工为本期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如本公司

因受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导致无法按期偿付本期债券本息，则中铁工将按照其出具

的担保函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担保责任，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六）严格的信息披露 

本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

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担保人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本

公司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至少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预计到期难以偿付利息或本金；订立可能对本公司还本付

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合同及其他重要合同；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遭受超过净资

产百分之十以上的重大损失；发生重大仲裁、诉讼可能对本公司还本付息能力产生

重大影响；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拟进行重大债务重组可能对本公

司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有关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约

定；担保人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债券被暂停转让交易；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本公司承诺 

根据本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在未能按时偿付本期债券本金

或利息期间，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八）针对发行人违约的解决措施 

当本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和/或逾期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

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本公司和/

或担保人进行追索。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

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本公司和/或担保人进行追索，并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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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内，在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一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本公司应按联合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

关资料。本公司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应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本公司及本期债券担保方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

发现公司或本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

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本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评级将根据有关情况进

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本公司提供相关

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联合评级网站（www.lianhecreditrating.com.cn）和上证所网

站（www.sse.com.cn）予以公布，并同时报送本公司、监管部门、交易所等。 

 

第八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中铁工已为本次债券的还本付息出具了担保函，同意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

内为本次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2、注册资本：1,081,492.5 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李长进 

4、主营业务：主要从事股权管理、资产管理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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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历史沿革：中铁工的前身是 1950 年设立的铁道部工程总局和设计总局，后

变更为铁道部基本建设总局。1989 年 7 月 1 日铁道部、铁道部政治部撤销铁道部基

本建设局，组建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1990 年 3 月 7 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登记设立。2000 年 9 月从铁道部划出改由中央大型企业

工作委员会管理，后于 2003 年划归国务院国资委管理。 

（二）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德勤华永北京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德师京报(审)字(10)第 P0296 号），中

铁工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项    目 200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16,860,75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7,866,600

项    目 2009年度 
营业总收入 347,437,500
净利润 7,202,481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3,774,167

 

2、财务指标 

项    目 2009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 1.13
速动比率 0.74
资产负债率 77.90%

项    目 2009年度 
净资产收益率 10.86%

注：上述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总额÷流动负债总额；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总额-存货）÷流动负债总额；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2÷（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 

 

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 

中铁工于2007年9月12日独家发起设立中国中铁。中国中铁2007年12月即在境内

发行A股，并于同年12月3日在上证所挂牌上市，从而使中铁工成为控股国内规模最

大的建筑类上市公司的国有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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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工作为国务院国资委下属的国有大型独资企业，资信状况良好，与国内主

要银行保持着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最近三年在偿还银行债务方面未发生违约行为。

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铁工的货币资金余额为520.80亿元，资金较为充裕。 

 

第九节 发行人近三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发行人最近三年在所有重大方面不存在违反适用

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 

 

第十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基建建设板块相关借款。通过上述安排，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改善公司债务结构。 

截至2010年6月30日，本公司共有短期借款大约201亿元。在选择拟以募集资金

偿还的外部融资时，本公司考虑的基本原则如下：1）以募集资金偿还该外部融资不

存在法律上的障碍；2）以募集资金偿还外部融资在实际上具有可操作性；3）以募

集资金偿还外部融资可以最大程度的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按上

述原则，公司排除了以下范围的融资：1）外币融资；2）利率在4.5%以下的未到期

融资。本公司将本着最优配置原则，用本次债券募集的资金在该范围内有选择地偿

还外部融资。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期

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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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李长进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星火路 1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中国中铁广场 A 座 

电话： 010-5187 8069 

传真： 010-5187 8417 

邮政编码： 100070 

联系人： 余赞、段银华 

 

二、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新宇 

住所： 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 座 15 层 

电话： 010-6622 9000 

传真： 010-6657 8973 

邮政编码： 100033 

项目主办人： 江禹、吴荻、付英 

项目经办人： 刘勇、田劲、刘晶晶、毛德一、孙垣原、汪海、葛青、 
蒋静、卢奕 

  

名称：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弘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15 层 

电话： 010-5832 8888 

传真： 010-5832 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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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100033 

项目主办人： 朱锋、陈茵 

项目经办人： 李宏贵、贾楠、廖乙凝、宋玉林、申文波、任佳、吴健锋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新宇 

住所： 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电话： 021-6860 4866 

传真： 021-5037 2641 

邮政编码： 200121 

联系人： 何银辉 

 

四、担保人 

名称：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长进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星火路 1 号 

电话： 010-5187 8260 

传真： 010-5187 8264 

邮政编码： 100070 

联系人： 周雅 

 

五、律师事务所 

（一）发行人律师 

名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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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郭斌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7-408 

电话： 010-6641 3377 

传真： 010-6641 2855 

邮政编码： 100031 

经办律师： 颜羽、史震建 

 

（二）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律师 

名称：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6/37 层 

电话： 010-5957 2288 

传真： 010-5957 2277 

邮政编码： 100022 

经办律师： 叶倍成、郑晓槿 

 

六、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伯卿 

住所： 上海市延安东路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电话： 010-8520 7788 

传真： 010-8518 1218 

邮政编码： 200002 

注册会计师： 马燕梅、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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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金善 

住所：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 38 号爱俪园公寓 508 

办公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256 号泰达大厦 10 层 E 座 

电话： 022-2320 1199、022-2320 1195 

传真： 022-2320 1738 

邮政编码： 300042 

经办人： 刘洪涛、张群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备查文件如下： 

（一）2010 年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说明书；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四）债券持有人大会规则； 

（五）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到前述发行人或联席保荐人（主承销商）住所地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

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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