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 

                         
                                  

                                            

 

 

 

 

 

 

 

 

 

 

                                        

南京银行金融市场部 

研究员:黄艳红  张兰 

       张明凯  陈辰 

电话：025-84551113 84551116 

   025-84546002 

地址：南京市淮海路 50 号扬子大厦 7 层 

     

 

 

 

 

 

 

 

 

 

 

 

 

 

 

12月进出口增速双双大幅回落，部分由于高基数的影响。

新兴市场中俄罗斯、巴西、台湾等地区对我国2010年出口贡献

较大，地区经济的强劲增长应是重要原因。美国在2011年有望

呈现更为明显的复苏，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趋势不可逆转，

但美国经济复苏所催生的强烈需求仍有望支撑我国对美出口前

景的好转。 

 

从 12月货币供应量增速来看，M1增速有所放缓，M2增速环比

上涨 0.2%，从趋势上来看倒剪刀差呈缩小走势，说明经济有面临

着放缓的可能。2010 年全年新增贷款 7.95 万亿，12 月居民贷款占

比依然较高，非金融企业贷款呈现短期化倾向。12 月份新增外汇

占款已经达到了 4033 亿元，仅次于 10 月份的 5301 亿元达到年内

第二，这和 12 月中旬以来人民币持续走强有关，热钱可能在 2600

亿元左右。而元旦过后资金面的缓解、新增贷款投放冲动依然较大、

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资金有限，1 月 14 日央行宣布再度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 0.5%。预计本次准备金率调整应小于 12 月份的影响，短期

品种利率上涨有限，但跨春节资金、长期回购和长期拆借有望维持

高位。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上调将进一步推高银行资金成本，从

而央票吸引力更加不足，更加使得公开市场操作的地位尴尬。基于

目前物价走势国内外环境不排除春节之前加息的可能。本次准备金

率上调对于中短期资金影响大于短期品种，预计债券各期限收益率

过于粘合的局面将得到修整，在物价压力收益率曲线中长端调整压

力加大，建议优化债券资产结构，进一步缩小交易类规模。 

 

信用债行情的终结显得如此迅速，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操作

影响了市场对资金面的判断，周末准备金率上调会再次强化这种偏

空的判断，而实际上市场资金的趋紧也将成为事实。行情终结的速

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下周市场仍然会对周末利空进行一定反应，

预计信用利差有进一步上升的动力，信用债收益率曲线则将出现轻

微陡峭化。在一级市场方面，短融的申购价值仍在，但利差的缩窄

短期内将成为趋势，长债的申购风险已经较大。实际操作上配臵盘

仍可参与，但交易盘需谨慎为先。 

 

 

债券市场周报（2011 年 01 月 17 日）   准备金率再度上调，债券收益率有望陡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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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12月进出口数据：进出口增速双双大幅回落 

继 11月进出口增速大幅反弹之后，12 月出现大幅回落，

其中，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速回落至 21.4%，增速下降近 15个

百分点，也降至 2010 年全年最低水平；出口增速回落至

17.90%，较上月下降 17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回落至 25.6%，

较上月下降 12.15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回落至 130亿美元，环

比上月下降 98 亿美元。剔除季节性波动的数据能够更为恰当

的反映我国外贸趋势变化。从季调后的进出口增速来看，2010

年我国进出口增速基本呈现高位回落趋势，其中出口在全年的

不断下行的走势较为明显，而进口在下半年则表现出了一定的

企稳迹象。从全年来看，季调后的出口增速从年初最高 59.1%

下降至年末 18.7%，累计降幅达到 40 个百分点，进口年初从

高位回落后 7月触底企稳，随后保持稳定增长，12月回落至

25.2%，收于全年最低水平，累计降幅甚至达到 49.5个百分点。 

就 12月而言，当月进出口额的大幅回落，部分由于高基

数的影响，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大幅震荡造成我国进出口

行情在数据表现上也是大起大落，2009 年逐步好转的进出口

形势是 2010 年进出口增速高位回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环比

可以明显看到，2009 年 12 月进出口金额出现环比大幅增长，

为衡量 2010 年 12月进出口增速奠定了一个较高的基础。而从

季调后的月度环比变化来看，今年 12 月我国进出口规模均能

保持环比正增长，而进口增速甚至超过了 2003 年以来的大部

分年份（除了 2003 和 2009 年）。 

进入 2011年，这种由于基数效应造成的大幅波动已接近

尾声，我国进出口走势将更多的追随人民币升值步伐与外部环

境变化。2010 年 11月我国进出口出现大幅反弹，当时的分析

表明，一些新兴市场如俄罗斯、印度以及欧盟中德国、意大利

等国的需求强劲增长，人民币升值也主要是相对美元而言，因

此对这些市场出口大幅增长改善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状况。从全

年来看，新兴市场中对俄罗斯、巴西、台湾等地区的出口较

2009 年环比大幅增长，欧盟中对德国、意大利的出口增速也

表现环比大幅上升，对我国 2010 年出口形势贡献较大。从新

兴市场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来看，货币购买力的增强可能并

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地区进口规模的大幅上升，新兴市场需求的

强劲应该是我国对其出口大增的更重要原因。 

不过对美欧日的出口仍然占据我国出口总额 45%以上，美

日欧的经济前景在判断我国外贸形势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截止 12月末，我国对美日欧三地的出口增速仍呈现下降变化。

但 2010年 10 月开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美国在 2011

年有望呈现更为明显的复苏，而我国对美出口增速与美国国内

个人消费走势基本一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不可逆转的

趋势，但美国经济复苏所催生的强烈需求仍有望支撑我国对美

图 2：历年 12 月进出口环比增速 

图 3：我国对部分国家出口年度环比增速 

图 4：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与美国零售销售增速相

关关系分析 

图 1：季调后进出口同比、环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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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前景的好转。 

12月 M1 增速放缓，M2增速环比上涨 

2010 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 72.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7%，增幅比上月末高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 8.0个百分

点；狭义货币(M1)余额 26.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增幅比

上月和上年末分别低 0.9和 11.2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

额 4.46万亿元,同比增长 16.7%。全年净投放现金 6381亿元，

同比多投放 2354亿元。 

从 M1和 M2的增速来看，M1的增速快于 M2的增速长达 16

个月之久，M1 大于 M2的时候，就意味着经济走出逐步偏冷的

区域，从 2009年 9月至今正是经济逐步走向复苏的进程，但从

趋势上来看倒剪刀差呈缩小走势，说明经济有面临着放缓的可

能。 

贷款方面，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7.95 万亿元，同比少增

1.65万亿元，其中 12月份新增贷款为 4807亿元，同比多增 1007

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 2.87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9068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1.96 万亿元。12 月份居民新增贷款继

续回落至 1548 亿元，为全年各月最低，但居民贷款在新增贷款中

的占比为 32%，高于 10 月份的 28%，由于房地产调控年末仍未明

朗，市场普遍预测 2011 年房地产调控还会继续，房产税政策在酝

酿中，但刚性需求仍然较为旺盛；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

加 5.07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1.56 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

加 4.20 万亿元，票据融资减少 9051 亿元。12 月份非金融企业贷

款为 3336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2359亿元，中长期贷款 1363亿

元，短期贷款的占比提升至 70.7%，表明在两次加息后考虑到

财务成本的上升，企业开始偏向于选择短期贷款以节约成本。 

存款方面，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12.05 万亿元，同比少增

1.08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4.3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

存款增加 5.31 万亿元，财政存款增加 3045 亿元。12月份，

人民币存款增加 9449 亿元，同比多增 4428 亿元，主要来源于

新增居民存款的大幅增多至 9449 亿元，但财政存款为-9328 亿元，

符合每年末的季度性时点特征。 

外汇占款方面，2010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284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7%。12月份新增外汇占款已经达到了 4033

亿元，仅次于 10月份的 5301 亿元达到年内第二，这和 12月中

旬以来 NDF 升值走势有关，而圣诞节的加息又再次强化了人民币

升值的预期，而 12 月份贸易顺差萎缩至 130.8 亿元，比 11 月锐减

了 98.1 亿元，虽然 FDI 数据还尚未公布，但可以推算 12 月热钱再

度流入中国的可能性较大。但让我们比较费解的还是 12 月份资金面

紧张的原因，一方面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增加了基础货币，另一方面

外汇占款增长较快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增多，而新增贷款虽回落但也

没有大幅下降，货币乘数收缩不明显，这再度证明了我们年报中对

于资金面分析的结论，紧缩预期的因素和超额存款准备金转化成法

定存款准备金，可能是联手推动 12 月资金面紧张的重要原因。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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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M1M2 增速图 

图 8：新增人民币存款结构图 

图 5：M1M2 增速和剪刀差 

图 6：新增存款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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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券投资策略 
准备金率上调的背景 

此次上调选择了较为敏感的春节前的 1 月份，由于短期正回

购重期，市场猜测央行可能在春节前依靠滚动进行正回购回笼资

金，元旦之后央行提出动态差额存款准备金率，市场传闻部分银

行已经被差额，在市场预期节前继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

减弱之际，央行再度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至 19%的历史高位，可以

看出其不意依然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一贯思路，同时稳健货币

政策对货币信贷的调控决心强烈。这和 12 月份准备金率上调和加

息的情况如出一辙，当时市场预期年前流动性保持宽裕不会出台

政策。所以后市应关注市场一致预期时可能成为政策调整的敏感

时点。 

此次上调的原因 

第一，1月新增贷款投放依然猛烈，市场传闻 1月新增贷款将

达到 1.5 万亿。2010 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7.95 万亿元，其中

12 月份新增贷款为 4807 亿元，同比多增 1007 亿元。分部门看，

住户贷款增加 2.87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9068 亿元，中长

期贷款增加 1.96 万亿元。12 月份居民新增贷款继续回落至 1548

亿元，为全年各月最低，但居民贷款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为 32%，

高于 10 月份的 28%，由于房地产调控年末仍未明朗，市场普遍预

测 2011年房地产调控还会继续，房产税政策在酝酿中，首套房贷

优惠也可能会被取消，但刚性需求仍然较为旺盛。新年伊始，在

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下，央行动用准备金率达到威慑贷款作用。 

第二，1月资金到期较多，1月份公开市场操作到期量为 5280

亿，央行在上周二央行重启了 14天正回购，利率为 2.05%。发行

1年央票，利率为 2.7221%，比之前一周上行了 10.54个基点，逼

近目前 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但由于在央票利率一、二级倒挂依

然较多，市场对央票的需求有限，依靠央票发行公开市场操作实

现一定规模的回笼量不太现实。上周四 7天正回购操作 200亿，

利率为 1.9%,3个月正回购操作 80亿，利率为 2.6%，3个月央票

发行 30亿，利率上升了 8个基点至 2.2588%。但短期央票和短期

回购都难以完成巨额到期的对冲任务，需要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工

具实现一次性回笼。 

第三，人民币升值带来外汇占款激增，12月份新增外汇占款

已经达到了 4033亿元，仅次于 10月份的 5301亿元达到年内第二，

这和 12月中旬以来 NDF升值走势有关，而圣诞节的加息又再次强

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12 月份贸易顺差萎缩至 130.8 亿美元，

比 11 月锐减了 98.1 亿美元，虽然 FDI 数据还尚未公布，按照近

期平均水平 80亿美元估算，但可以推算 12月热钱可能会达到 2600

亿元。单独依靠公开市场操微量央票操作难以实现对冲，1月份上

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达到威慑贷款、回笼资金、强化稳健货币政

策、通胀管理等多重目的。 

从此次上调的影响 

图 8：公开市场操作到期量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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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再度面临抽紧，一次性回笼银行资

金约 3500亿元，进一步推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尤其是长期回购

和拆借难以回落到正常区间，跨春节的资金有望维持高位。但短

期资金不会明显走高，也不会出现 12月份资金面的紧张，因为毕

竟公开市场操作还是维持投放资金的状态。 

第二，同时成本的提升使得央票利率的吸引力更差，这更加

增加了未来公开市场操作的负担，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成最有效、

最直接的回笼资金的手段。但数量工具也有它的极限，频繁的上

调将促使量变到质变的转换，一刀切的弊端也会挫伤中小银行的

流动性，数量工具终究会向利率工具转变，未来加息后公开市场

操作的职能将得以恢复。 

第三，此次上调也彰显了货币政策转为稳健的决心，目前大

宗商品价格涨幅较大，澳大利亚、印尼、印度的自然危害将进一

步推高煤炭、矿产和粮食的价格，从而进一步推升输入型通胀。

从国内来看，12 月末以来，全国蔬菜价格连续两周上涨。1 月 3

日至 9 日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 18 种蔬菜批发价格比前一周上涨

6.2%，环比涨幅扩大 4.6个百分点。其他农产品价格同样保持不

同程度涨幅，估计 1月第一周商务部监测的农产品价格环比涨幅

超过 1.2%，较前一周涨幅扩大 0.6个百分点。 

冬季蔬菜成本较高以及节前需求的旺盛是每年春节前后农产

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上周周报中我们就曾指出，近 10年中

有 7年春节当月的食品 CPI环比涨幅超过 3%。短期内，这种季节

性的惯例将支撑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而这种农

产品价格的上升也有望波及非食品，并带动 1月 CPI同比增速较

12月出现明显反弹。不排除央行可能会在春节前启动加息。 

第四，对现券走势的影响。本次准备金率上调对于中短期资金

影响大于短期资金品种，预计债券各期限收益率过于粘合的局面

将得到修整，在物价压力收益率曲线中长端调整压力加大。建议

优化债券资产结构，进一步缩小交易类规模。 

 

多头谨慎，空头犹豫 

本周债券市场缺乏亮点，看多者继续看多，而看空者继续看空，

市场卖盘较重，但仍有接盘，收益率在上半周尚且稳定。下半周随

着公开市场3个月央票发行利率继续上行，市场空方力量有所增强，

收益率出现小幅上扬。不过市场交易盘的博弈并没有影响到配臵盘

的兴趣，本周一级市场发行较为稳定，这也保证了二级市场利率难

以大幅下跌。截止周五，二级市场3年期央票重回3.6%上方，10年

期国债升至3.9%附近，3年以下品种受到资金利率回落的拉动，出

现不同程度下行，其中1年期国债收益率大致回落至2.82%左右，3

年期国债回落至3.25%左右，曲线呈现陡峭变化。 

周三招标发行的一年期国债110001，中标利率2.81%，边际在

2.87%，中标利率低于投资者预期，招投标倍数达到1.73倍。周五

发行的3年期固定利率政策性金融债110203中标利率3.7%，较前一

周发行的三年农发债发行利率高了10bp，略高于投资者预期，首场

图 8：商务部监测食用农产品价格周环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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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倍数1.2倍，5年期以一年定存为基准的浮动利率政策性金融债

110204中标利差在56bp，处于投资者预期区间，首场招投标倍数为

2.2倍。在市场长期看空的基调下，短期及浮息品种显然更受欢迎。 

在去年12月25日央行意外加息之后，对节前利空出尽的预期主

导了投资者的政策判断，与资金面回落共同助推了债券市场小幅的

跨年行情。但随着有关1月份信贷冲高传言的流出，市场的紧缩预

期再度形成，周末存款准备金率再度上调，对市场形成打击。从政

策本身来看，虽然节前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出乎大部分人士的预

期，但我们依然坚持年报中的观点，一刀切的准备金率工具运用空

间在不断缩小，每一次上调，实际都意味着未来继续上调的概率在

下降。而从此轮央行持有的“出其不意”的操作手法，在预期足够

强的过程中，政策被兑现的时点实际是在推后，市场与央行的博弈

将进一步升级。 

关注春节期间物价的反弹幅度，如果高出历史均值太多则无法

排除物价上涨超越季节性波动的可能，体现通胀演变中长期性的因

素加快呈现，通胀形势有所恶化，而如果保持在历史均值水平下方

或附近，则春节后物价的回落仍值得期待。 

信用产品 
一周信用市场点评 

央行周中启动 7 天和 14 天正回购，并与周末上调了存款准

备金率，流动性紧缩的预期重新在市场上形成主导，市场反弹行

情也在这种紧缩预期下止跌反升。从每日 AAA债券收益率波动情

况来看，周初还处于收益率下行通道，但随后迅速形成拐点上行：

周二央行启动 600 亿 14 天正回购后，收益率曲线长端开始出现

上升，短端虽仍有下行，但幅度已明显缩小，表明避险情绪抬头，

已有去杠杆化迹象；而在周四 7天正回购重启后，曲线整体上移，

长端收益率上行幅度明显大于短端，去杠杆化十分明显。与利率

产品相比，信用债所受到的冲击无疑更大，全周各期限信用利差

均有不同程度扩大，其中超 AAA6 个月和 1 年期短融信用利差扩

大幅度都在 10BP以上，5年中票扩大幅度略窄，但也有 3.46BP，

其对于流动性更为敏感的特征再次显现。 

对于下周行情，由于准备金调整的时点在周末，市场对于其

利空还未进行全面消化，所以下周初收益率仍存在大幅上行的可

能性。对于后市流动性的预期，由于一月份信贷投放再度井喷基

本上已成定局，而十二月的外汇占款数据表明外部流动性依然在

持续注入，以上因素会促使央行紧缩的态度更加坚决，这样市场

就形成了实质上的资金宽裕与紧缩性调控并存的局面，而后者对

市场的影响无疑更大一些。信贷数据的高企对于债券行情的打击

是双重的，一方面信贷投放加大将分流一部分债券投放资金，即

使贷款全部派生出存款也会形成准备金消耗，另一方面差别准备

金计算中贷款投放于调整力度的正相关会进一步缩减债券投资

可用资金。信用债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显得十分不合时宜，需求的

减弱是必然的。而供给方面，本周 300亿元中石油超短融的上市

图 9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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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消化能力构成考验，虽然下周发行公告中还未看到有大型

产品，但 21 支的产品数量对市场容纳的考验将不会逊色，需要

注意的是这还是在没有大部分企业债供给信息情况下的统计结

果。保守估计下周信用债的供给量将达到 200亿元以上。总体来

看，下周信用债行情并不乐观，再加上市场对于 1月份物价指数

的预期会越来越强，长端债收益率上升的幅度可能会再次大于短

端，而由于资金利率尚未出现较大的波动，短端则相对安全，曲

线整体会是一个陡峭化的过程。 

对于一二级市场利差，长端利差将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出现

倒挂，而短融的利差依然会存在，但已不会有进一步扩大的动力

了。 

表 1：近期发行信用债主要信息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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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券点评 

10东特钢 CP 

发行人简介 

    加上本期债券，发行人在银行间市场的存续债券规模将达到

19亿元（包括08东特债5亿元和10东特钢CP7亿元）。并且在其股东

之一的抚顺钢铁集团宣布破产重组之后，发行人再度融资受到的

市场关注必然会较多。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来看，辽宁省国资委、

抚顺特钢集团、黑龙江省国资委、东方资产分别持有其股份比例

为30.82%、22.68%、14.52%、16.67%。二股东的破产在原则上只

是涉及到股东变化，而从发行人的资料中，我们看到10年对于抚

顺特钢集团的3000多万元其他应收款已经收回，目前与其没有关

联方交易，也就是说此次股东破产对其信用影响应该停留在心理

层面，并不会有实质上的冲击。 

主营业务分析 

与09年相比，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增长都在40%以上，

表明其经营仍然处于上升通道中。从市场地位来看，其特殊钢产

能在北方市场居于第一位，市场占有率达到90%，其他钢铁企业短

时间内难以撼动其市场地位。 

财务分析 

钢铁行业整体的经营困局对于发行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

的。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流动比率则低位运行。我们将

发行人可变现资产与刚性债务进行比较（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

款、存货、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进行打折，再与外部负债相减），

该指标已经连续6期为负，且有扩大趋势。鉴于钢铁行业短期内面

临的负面因素仍然没有消减的迹象，我们仍然不看好该指标短期

出现拐点的可能。 

总体评价：股东破产对于发行人的影响有限，但是钢铁行业

整体上的经营困境是不争的事实。从发行人的财务状况来看，其

实际上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边缘，虽然其在经营上和市场占有率

上都具有一定优势，但是资金链的状况不甚乐观。由于其融资通

道较多以及本期债券的发行，老债的偿还压力并不大，但是新债

的申购应该以谨慎为主，不建议投资者参与。 

11兴发 CP 

发行人简介 

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精细磷酸盐生产企业，全球最大的六偏磷

酸钠生产企业。公司控股股东为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

前持有公司21.30%的股份。第二大股东兴山县水电专业公司持有

公司7.74%的股份。兴山县国资局持有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兴山县水电专业公司100%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分析 

2009年之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磷矿石、黄磷

和三聚磷酸钠等下游磷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2009年之后，贸

易收入开始成为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不过该项业务的盈利

贡献度较小。 

2010-6-30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货币资金(亿元） 39.91 24.39 28.50 16.76

流动资产(亿元） 115.09 84.29 85.27 72.88
短期债务(亿元） 92.73 71.83 43.35 47.00
总资产(亿元） 314.70 258.81 225.33 182.78
总负债（亿元） 256.97 202.46 161.62 120.36
经营活动现金流(亿元） 1.07 -3.08 10.64 5.95
投资活动现金流(亿元） -27.15 -43.73 -33.16 -7.99
筹资活动现金流(亿元） 35.49 43.41 33.52 0.61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100.57 105.53 133.07 115.99

主营业务利润(亿元） 0.45 3.18 1.27 2.31

EBITDA(亿元） 3.7320 11.5675 11.1736 11.3302

净利润(亿元） 0.38 0.95 1.26 1.20
主营业务利润率 0.45% 3.01% 0.95% 1.99%
流动比率 65.20% 64.63% 75.87% 64.63%
速动比率 44.44% 39.85% 49.24% 40.14%
现金收入比 1.07% -2.92% 8.00% 5.13%
资产负债率% 81.66 78.23 71.72 65.85
应收账款周转率% 7.45 8.96 9.74 7.64
存货周转率% 2.70 3.12 4.14 4.08
总债务/总资本 85.85 83.08 76.70 67.14
EBIT/利息费用 1.16 1.21 1.36 1.49

EBITDA/总负债 0.01 0.06 0.07 0.09

表 2： 东北特钢主要财务信息 

表 3： 东北特钢资产变现价值－刚性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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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化工上市公司主要有兴发集团、澄星股份、ST马龙。多年

来发行人磷酸盐毛利率处于领先地位，这主要与磷酸盐主要成本

构成为磷矿和电力有关，磷矿和电力的自给率决定了公司磷酸盐

产品的毛利率。目前，兴发集团磷矿完全自给还有外销，电力自

给率为61.43%，高于澄星股份和ST马龙。  

2009年，磷化工行业整体低迷，产品价格大幅下跌。我国磷

肥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供需失衡是未来几年磷肥行业面临的最大

问题。公司磷肥项目投产后将直接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财务分析 

2010年9月末，因兴瑞化工并入合并报表，公司资产总额大幅

增加，同时因承接了较多的负债，资产负债率也进一步上升。债

务结构方面，以长期债务为主，但公司在建项目较多，资金需求

较大，根据未来三年投资规划，2011年-2012年仍将有较大规模的

投资支出，具有持续融资压力。从公司长期债务的到期分布来看，

2011年和2012年是银行长期借款的还款高峰期，合计到期15.44

亿元，占其长期债务的50%，公司面临一定的偿债压力。 

现金流方面，经营现金流因产品价格下滑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特别是2010年前三季度，经营净现金流大幅减少，对债务的覆盖

程度进一步弱化。 

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公司获得的银行授信约为67.93亿元，

未使用额度32.42亿元，有一定的外部流动性支持。 

总体评价：虽然发行人相对于行业内其他企业有较强的成本优势

和资源优势，但所处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和激烈的竞争压力，产

品价格波动大。公司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面临着较大投资支出的

资金需求和长期负债集中到期的偿还压力，在自身货币资金和经

营现金流较小的情况下，偿债能力预计会进一步下降。我们对本

期债券的观点是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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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兴发集团主要财务信息 

2010-6-30 2009-12-31 2008-12-31 2007-12-31

货币资金(亿元） 2.82 1.48 2.04 3.61

流动资产(亿元） 12.55 7.54 6.78 7.41
短期债务(亿元） 4.71 4.54 1.50 5.04
总资产(亿元） 47.02 36.40 30.33 28.21
总负债（亿元） 30.50 23.58 18.54 19.32
经营活动现金流(亿元） 0.34 3.59 5.47 3.55
投资活动现金流(亿元） -6.45 -6.21 -2.83 -2.71
筹资活动现金流(亿元） 7.47 3.10 -4.27 0.50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21.21 30.44 26.76 17.11

主营业务利润(亿元） 1.30 1.46 4.19 1.09

EBITDA(亿元） 2.3114 3.4542 5.6202 2.6461

净利润(亿元） 0.92 1.40 3.10 0.82
主营业务利润率 6.11% 4.79% 15.65% 6.36%
流动比率 111.27% 77.47% 77.67% 66.14%
速动比率 81.06% 41.40% 50.66% 47.84%
现金收入比 1.60% 11.79% 20.46% 20.77%
资产负债率% 64.86 64.78 61.12 68.48
应收账款周转率% 7.26 16.01 16.21 12.08
存货周转率% 5.25 8.85 8.73 7.84
总债务/总资本 60.04 60.26 56.07 67.21
EBIT/利息费用 3.09 2.88 4.83 2.42

EBITDA/总负债 0.08 0.15 0.30 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