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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黄振宇 因公务 李建斌 

独立董事 杨华勇 因公务 金盛华 

公司 2018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公

司董事黄振宇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李建斌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独立董事

杨华勇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金盛华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4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 2017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221,551,588 股为基数，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

民币 1.9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 422,094,801.72 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铁工业 600528 中铁二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余赞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11

号楼 

  

电话 010-53025528   

电子信箱 ztgyir@crhi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中国中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国企改革战略，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推动产业

聚集和转型升级，重组整合中铁山桥、中铁宝桥、中铁科工和中铁装备成立的专业从事隧道掘进

设备、铁路道岔、钢桥梁、大型铁路施工机械以及新型轨道交通的研发设计、制造安装和技术服

务的企业集团，多项主营业务的市场占有率和综合实力位居“国内第一”乃至“世界第一”，产品



覆盖全球 6 大洲 36 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目前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类别为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

务和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务，涵盖隧道施工设备及相关服务业务、工程施工机械业务、道岔业

务、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等业务板块。 

（一）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 

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是指公司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高端工程机械装备，包括

隧道施工领域的产品设备及相关服务和工程施工机械。 

在隧道施工设备及相关服务方面： 

公司是专业从事隧道掘进机研发制造和综合服务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多年来始终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我国隧道掘进机产品的自主化和智能化步伐，在隧道施工设备及相关服务业务

市场占有率连续五年保持国内第一。目前，公司在隧道掘进机领域，横向形成了“大”“小”“异”

不同断面以及土压、泥水、硬岩不同应用领域的全系列盾构机产品，纵向拓展了设计研发、设备

制造、再制造、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可提供直径 4-17m 全系列盾构机、直径 1.5-13m 全

系列 TBM 产品、直径 0.8-4m 全系列圆形顶管机及各种异型断面顶管掘进机产品，适用于不同地

质条件与施工需求，特别是以马蹄形、矩形断面为代表的异形盾构为公司首创产品，设计、制造

技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为我国隧道工程和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设备支持、技

术保障和优质的技术服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生产盾构机及 TBM 新机 443 台，再制造 172 台，

累计掘进里程 960 余公里。公司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隧道掘进机租赁服务商，能够为客户提供隧

道掘进机的租赁及工程服务业务，利用先进的工程服务技术和工艺满足客户隧道施工工程服务需

求。 

目前，除传统的地铁市场、水利工程市场外，地下管廊市场、铁路山岭隧道等新兴市场逐步

开启。2015 年开始，国家陆续发布了多项城市地下管廊管理制度与建设标准，并公布包头、沈阳、

广州等两批 25 个试点城市名单，目前大部分试点城市已经开始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同时，多个省

市近期出台地下管廊“十三五”规划，例如广州 2017 年 6 月规划 2020 年前建成 250 公里地下综

合管廊；2017 年 11 月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了《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管理的实施

意见》，北京市将迎来地下综合管廊密集建设期，到 2020 年将建成综合管廊 150 至 200 公里。盾

构掘进机在铁路长大山岭隧道的应用范围也呈快速增长趋势。2017 年 8 月，我国自主研制的国内

最大直径（φ 9.03m）硬岩掘进机（TBM）“彩云号”在公司下线，正应用于亚洲最长铁路山岭隧

道——大（理）瑞（丽）铁路高黎贡山隧道的建设。公司自主设计制造的世界首台大断面（高 10.95m、

宽 11.9m）马蹄形盾构机已在国内最大运煤专线——蒙（西）华（中）铁路安全顺利贯通长达 3056



米的黄土隧道，这是国内铁路山岭软土隧道领域首次采用“异形盾构法”施工，标志着我国大断

面马蹄形盾构机整机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未来，随着国内各地地下管廊项目集中开工、铁

路山岭隧道硬岩掘进机（TBM）的运用，以及管廊隧道施工新设备及新工法的逐渐推广，公司隧

道掘进机在地下管廊市场和铁路山岭隧道市场的渗透率预计会逐步上升。 

在工程施工机械业务方面： 

公司是国内专业从事铁路施工架、运、搬、提、铺设备的龙头企业，研发的铁路铺轨机、架

桥机完成了全国铁路 90%以上轨排铺设和 T 梁架设施工，代表了国内高速铁路施工装备研制技术

的最高水平。公司研发的铁路施工专用特种设备覆盖了全国铁路运营线路，传统铁路铺轨机、架

桥机在京九铁路、铁路大提速、青藏铁路等重点工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近年来，陆续研发了系

列高铁架、运、搬、提、铺设备，无砟轨道施工装备、常规铁路施工设备、道路修复设备、矿山

机械、港口机械、桩工设备等，为国家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的施工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公

司制造的铺轨机和架桥机在“一带一路”重点项目肯尼亚蒙内铁路担当重任，完成了全线全部桥

梁架设和 99%的铁轨铺设；公司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桥式起重机在阿拉山

口为享誉世界的中欧班列装卸了百余万个进出口集装箱，确保了中欧货物顺利流通。公司从意大

利引进消化吸收了双轮铣设备制造技术，打破了欧洲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垄断局面。 

“十三五”期间，国内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施工专用设备市场将保持

一定的规模需求。铁路、公路预制梁搬、提、运、架等施工设备，铁路施工铺轨专用设备，铁路

站场集装箱门吊，大型桥梁上部结构安装设备，公路道路修复施工装备等机械产品依然具有较好

的市场前景。但近年来随着工程机械行业需求的迅速增长，各大厂商不断扩大产能，加之部分国

外厂商将工程机械产业向中国转移，国外工程机械产品不断进入国内市场，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行业内主要企业生产和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主要骨干企业分别占据

了工程机械行业各产品的领先地位，市场向龙头企业集中将成为未来几年行业整合的发展趋势。

未来，公司将紧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为目标，做好传统优势产品的升级，推进产

品向系列化和模块化发展。 

（二）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 

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是指公司在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相关产品，主要包括道岔业务和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 

在道岔业务方面： 

公司是我国最早、全球最大的道岔制造企业，业务范围包括道岔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安



装、系统集成、售后服务，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线路轨道系统和工务器材供应商。在道岔

业务领域涵盖了高中低速、各种轨型、类型的铁路、地铁、城市轨道交通等道岔产品，是我国目

前唯一获准生产高锰钢焊接辙叉的研发制造企业，在技术壁垒较高的高速道岔（250 公里时速以

上）业务市场占有率约 65%，重载道岔市场占有率 50%以上，成功推动了我国铁路的每一次大提

速；城轨交通业务领域市场占有率约为 60%-70%，是道岔市场的绝对龙头企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铁路“十三五”规划》和《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至 2020 年国内铁

路运营总里程达到 1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3 万公里，覆盖 80%以上的大城市，即 2016-2020 年

新增铁路运营里程 2.9 万公里，新增高速铁路运营里程 1.1 万公里；至 2025 年国内铁路网规模达

到约 17.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3.8 万公里；普速铁路网规模达到约 13.1 万公里，并规划实施

既有线扩能改造约 2 万公里，高速铁路网在原规划“四纵四横”主骨架基础上，增加客流支撑、

标准适宜、发展需要的高速铁路，同时充分利用既有铁路，形成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

区域连接线衔接、城际铁路补充的高速铁路网。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

势头，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国内地累计有 34

个城市建成投运城轨线路 5021.7 公里。此外，铁路道岔市场行情变化迅猛，表现出建设节奏快、

品种更新快、市场转化快等特点。近期国家在铁路基建项目尤其是新建高铁项目上投资基本平稳，

新道岔制造企业不断涌现以及各企业不断增加投入拓展业务，使得传统道岔市场业务竞争日趋激

烈。未来，随着“八纵八横”网络对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各地方铁路基建项目和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的实施，公司将紧抓市场机遇，增强研发实力，提升服务水平，实现道岔业务的更好发

展。 

在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方面： 

公司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主要以制造、安装各类大型桥梁钢结构为主，包括部分车站、展

馆等建筑钢结构业务，目前是我国钢桥梁制造安装的龙头企业，在大型钢结构桥梁的市场占有率

超过 60%。早在 1894 年，公司所属中铁山桥建设了我国第一座铁路钢桥―滦河大桥，开创了中国

自主建造钢结构桥梁的历史。百余年来，公司先后参建了以武汉、南京、九江、芜湖长江大桥为

代表的一大批超长、超大桥梁，所制造的桥梁钢结构产品在国内先后 20 次跨越海湾、53 次跨越

长江、30 次跨越黄河，始终代表着我国各个时期钢桥梁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2017 年，公司参与

多项有世界影响力的标志性工程建设。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公司承担了其

中 22 万吨的钢结构制造工程，占桥梁钢结构制造工程的 60%以上，并刷新了国内首次钢塔整体竖

转提升及对位的新纪录，是该项目当之无愧的钢梁钢结构制造和安装的核心力量；公司参与建设



世界最大跨度重载公铁两用钢拱桥—沪通长江大桥、世界上第一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平潭海峡

公铁两用大桥、世界第一条时速 350 公里有砟高速铁路—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等超级工程，

承担了大部分钢梁制造任务。同时，公司紧抓“一带一路”市场机遇，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

钢梁钢结构产品连续多年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为海外 15 个国家制造了 24 座钢桥梁；2017 年

承接了挪威哈罗格兰德悬索桥、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桥梁、德国勒沃库森莱茵河大桥、瑞典斯

鲁森大桥等项目，实现了主项产品全球化布局新业态。  

2015 年 8 月，住建部、工信部联合印发《促进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2016 年 7 月

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推进公路钢结构桥梁建设的指导意见》，为钢结构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政策支持。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鼓励下，具有“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特征的钢结构应用日趋

广泛，适用于桥梁、交通枢纽、商业仓储、住宅等行业的钢结构产品得到了快速发展。提升公路

桥梁品质和耐久性，降低全寿命周期成本，推进钢结构桥梁建设，促进公路建设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2018 年钢结构市场总体趋势向好，一些重量级、国家重点工程将陆续开工建设，市场容量

增大。受大环境利好影响，加之公司自身竞争实力增强，预计未来公司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将

会持续稳定发展。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已重述）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已重述） 

总资产 31,636,309,721.75 80,039,743,524.36 -60.47 77,351,010,453.19 

营业收入 15,885,586,111.51 64,862,650,778.31 -75.51 63,804,614,346.9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39,385,899.84 1,174,360,888.97 14.05 918,399,989.3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263,767,914.33 129,997,780.50 872.15 169,059,469.0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616,504,402.90 14,515,152,438.55 0.70 13,527,216,477.1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0,308,191.34 2,604,285,483.99 -76.57 -3,121,418,522.6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30 0.640 -1.56 0.6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10.19 8.37 增加1.82个百

分点 

6.81 

 

注：以上 2016 年及 2015 年数据为已重述数，包含置出资产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及置入资产。

为便于投资者阅读，提高数据的可比性，公司编制了 2016年及 2015 年置入资产的主要财务报表

来进行对比。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7 年 2016 年（置入资产）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5 年（置入资产） 

营业收入 15,885,586,111.51 13,648,857,399.31 16.39 12,485,145,64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39,385,899.84 994,047,428.13 34.74 750,517,52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63,767,914.33 939,149,412.62 34.57 740,899,59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10,308,191.34 1,236,093,589.84 -50.63 1,932,078,564.24 

  
2017 年末 

2016 年末（置入资

产）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2015 年末（置入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4,616,504,402.90 8,216,410,755.89 77.89 7,424,676,298.77 

总资产 31,636,309,721.75 24,051,062,907.33 31.54 21,126,521,349.4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427,404,469.16 4,140,091,265.50 3,899,114,787.56 4,418,975,58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8,687,315.38 368,086,788.15 253,485,124.99 439,126,67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65,700,040.85 351,708,777.58 236,868,025.07  409,491,07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4,932,426.87 -280,941,619.49 352,086,722.10 1,164,095,515.6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9,4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5,58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东 

性

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

公司 

0 701,620,295 31.58 0 冻

结 

6,600,000 国

有

法

人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

公司 

383,802,693 411,956,842 18.54 383,802,693 无 0 国

有

法

人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78,929,879 78,929,879 3.55 78,979,779 质

押 

78,929,779 未

知 

华安未来资产－工

商银行－华融国际

信托－华融·中原

股权中铁工业定增

权益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75,709,779 75,709,779 3.41 75,709,779 无 0 未

知 

建信基金－工商银

行－中航信托－中

航信托·天启

（2016）293号建信

基金定增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59,305,994 59,305,994 2.67 59,305,994 无 0 未

知 

农银汇理（上海）

资产－农业银行－

华宝信托－投资

【6】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37,854,889 37,854,889 1.70 37,854,889 无 0 未

知 

山东聚赢产业基金 37,854,889 37,854,889 1.70 37,854,889 无 0 未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知 

国寿安保基金－建

设银行－人寿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委托

国寿安保基金混合

型组合 

37,854,889 37,854,889 1.70 37,854,889 无 0 未

知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

金有限责任公司 

37,854,889 37,854,889 1.70 37,854,889 无 0 未

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0 27,765,900 1.25 0 无 0 未

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二大股东中国中

铁的子公司，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29日与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中铁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将其持

有的公司 701,620,295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58%）

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中国中铁行使。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与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华融•中原股

权中铁工业定增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类别为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和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

服务，涵盖隧道施工设备及相关服务业务、工程施工机械业务、道岔业务、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

务四个业务板块。 

（一）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 

在隧道施工设备及相关服务方面： 

2017年，公司隧道施工设备及相关服务发展迅猛，北京、成都、济南等国内地铁新开线路较

多，市场需求较为旺盛。公司通过轻资产模式，加强与属地政府合作，在厦门、南宁、昆明、济

南等地均与当地企业实现了良好的合作，以技术及产业落地换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使公司

在上述地区的盾构机业务实现了快速增长。公司以高端经营为依托，区域经营为核心，实施“全

闭环经营”，文化营销，品牌营销，技术营销，服务营销作为不同客户的营销切入点，取得了良好

的经营效果，继续保持了竞争优势。 

2017年，公司中标了深圳春风路隧道工程泥水盾构、新加坡地铁汤申线、迪拜深埋排洪隧道

项目等国内外重大项目，其中深圳春风路隧道工程泥水盾构，是我国自主研制和应用在大陆地区



的最大直径泥水盾构（φ 15.80m），打破国外品牌多年以来的市场垄断局面，该项技术跻身国际先

进水平行列。2017年公司还攻克了超大直径盾构机研发技术，成功研制了我国十大国家重器“彩

云号”最大直径（φ 9.03m）敞开式硬岩掘进机、世界首台带冷冻刀盘和复合式注浆系统的双模盾

构机，标志着我国隧道掘进机研发技术已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017年公司生产隧道施工设备 309台（其中盾构机及 TBM新机 142台，再制造 80台），同比

增长 64.4%，创历史新高。公司生产的隧道施工设备，创造了多项历史记录。“彩云号”硬岩掘进

机（TBM）应用于高黎贡山隧道，地质条件突出表现为 “三高”即高地热、高地应力、高地震烈

度，“四活跃”即活跃的新构造运动、活跃的地热水环境、活跃的外动力地质条件和活跃的岸坡浅

表改造过程的特征，改写了我国铁路长大隧道项目的机械化施工长期受制于人的历史，标志着中

铁工业在隧道施工设备研发制造领域的全新突破，将为中国最长的铁路隧道、亚洲最长的铁路山

岭隧道施工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公司为国内首条地处 8 度抗震区、采用超大直径盾构穿越复杂地

层的海底隧道——汕头海湾隧道项目研制成功并正式下线了直径达 15.03m的泥水平衡盾构，这是

迄今为止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最大直径的泥水平衡盾构，打破了国外品牌多年来一统全球超大直

径盾构的局面。公司生产的矩形顶管机“开拓一号”已在杭州市德胜路地下综合管廊 02标顺利始

发，该项目也是国内单次顶进最长的顶管段和浙江省矩形顶管口径最大的施工段管廊。 

在工程施工机械方面： 

公司通过与施工单位联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方式进一步开拓市场，针对三门湾跨海大桥

1300t运架设备等新产品，以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争取更多的市场。 

2017 年，公司签署了 1800t 架梁起重机，研发了以“1300t 箱梁运架搬提设备”为代表的超

大吨位桥梁施工装备，突破了技术瓶颈，满足工程项目对大跨度简支梁安装设备的需求。同时，

引进消化吸收了双轮铣设备制造技术，是地下连续墙的施工利器，打破了欧洲企业在这一领域技

术与市场的垄断，截至报告期末，第 3台双轮铣设备（国产化率 67%）已完成下线调试。 

2017 年公司累计制造工程施工机械 293 台，同比增长 11.4%，2017 年 7 月 26 日，在浙江省

三门湾跨海大桥 TJ8 标段施工海域，中铁工业生产的超大型架桥机成功地将首片 1300t 级箱梁架

设安装到位，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国内在役最大海上架桥机—JQ1300架桥机告成。 

（二）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 

在道岔业务方面： 

该业务与国家铁路基建投资关联度较高，2017 年公司道岔业务新签合同额较上年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各铁路局大维修项目，将市场重点放在高速道岔及可动心轨道岔等大号码道



岔的维修料需求上，特别是加强与各铁路局的市场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扩大了传统道岔市场的

优势地位。 

2017年，公司签署了新建南昌至赣州铁路客运专线合同、新建商丘至合肥至杭州铁路安徽浙

江段合同等重大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在科研方面掌握了高速铁路大号码无缝道岔设计、研发以

及高架站无缝道岔设计的关键技术，实现了无缝道岔使用的安全、稳定，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此外，公司还突破了低碳钢中获得超细贝氏体组织的技术瓶颈，发明了铁路辙叉用中低碳

中合金超细贝氏体钢及精确热处理关键技术，以及辙叉心轨和翼轨匹配技术、贝氏体与珠光体钢

轨焊接技术等，实现了贝氏体钢辙叉稳定长寿，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2017年，公司生产道岔 29533组，基本与上年持平。报告期内，公司为成都至贵阳铁路、上

海至南通铁路、哈牡客专、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连云港至盐城快速铁路等一批重点在建项目提

供道岔；公司为宝（鸡）兰（州）高铁、西（安）成（都）高铁、重庆(渝)至贵阳(贵)高铁、石(家

庄)至济(南)高铁等一批重点铁路项目提供道岔，为“八纵八横”高铁网的基本形成作出了重大贡

献，其中石(家庄)至济(南)高铁的开通，标志着我国“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四横”完美

收官。此外公司紧抓“一带一路”机遇，为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升级改造项目、肯尼亚蒙内铁路

项目等重点海外铁路项目提供道岔产品，大大提高了当地交通运输能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繁荣和

发展。 

在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方面： 

公司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新签合同额取得大幅的增长。通过整合营销资源，调整营销工作

重心，完善区域营销机构建设，加大营销投入，前置营销时点，提高营销层次，采取项目负责制

和区域负责制相结合的营销模式，以一线项目为主，兼顾中小型项目，努力构建大营销格局，不

断开拓桥梁钢结构市场，扩大区域营销成果。 

2017年，公司签署了南京长江第五大桥工程钢结构制造、贵州省余庆至安龙高速公路平塘至

罗甸段平塘特大桥钢结构制造等国内重大项目合同。2017 年 12 月公司签署的德国勒沃库森莱茵

河大桥和瑞典的斯鲁森大桥合同，得到了《人民日报》等多家中央主流媒体的报道，称赞中铁工

业“凭借世界一流的技术和装备实力以及卓越的海外业绩受到青睐”，高度评价了中铁工业在“走

出去”方面取得的成就。 

2017年，公司累计制造钢结构产品 90.3万吨，同比增长 64.5%，创造公司钢结构产量的历史

新高。公司参建的长安街西延永定河特大桥、大瑞铁路怒江四线特大桥、虎门二桥、岱山县官山

至秀山公路秀山大桥、宁波三官堂大桥、拉（萨）林（芝）铁路藏木特大桥等重点项目均在有序



进行，其中广东虎门二桥是目前世界上最宽的整体式悬索桥钢箱梁，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一跨度

钢箱梁悬索桥；位于青藏高原的拉林铁路藏木特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跨径的铁路钢管

拱桥。此外，公司参建的杭瑞高速洞庭湖大桥、蒙华铁路岳阳洞庭湖大桥、沪通长江大桥天生港

专用航道桥等胜利合龙，充分彰显了中铁工业造桥“国家队”的实力，其中，沪通长江大桥天生

港专用航道桥采用刚性梁柔性拱桥结构，是世界最大跨径重载公铁两用钢拱桥，代表着当前中国

乃至世界桥梁建设的最高水平。公司参建的中马友谊大桥，是马尔代夫史上第一座大桥、印度洋

上第一座跨海大桥、世界上第一座在珊瑚礁上建造的跨海大桥，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

地生根”项目。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8日开始采用财政部于 2017 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 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于 2017 年 6月 12日开始采用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此外，本财务报表还按照财政部 2017年 12月 25日颁布

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以下简称“财会 30号文件”)

编制。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持有待售类别的非

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

经营损益，在附注中详细披露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终止经营的信息。对于本年初完成

的重大资产重组中的终止经营，公司按照该准则要求，将其在可比会计期间原与持续经营损益合

并列报的信息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 

政府补助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之前，公司未区分政府补助是否与日常活动

相关，均计入营业外收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公司与日常活动

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

收支。 



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理，该会计政策变更未对可比年度财务

报表产生影响。 

资产处置损益的列报 

在财会 30 号文件发布以前，公司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

资和投资性房地产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在“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项目列

报。在财会 30号文件发布以后，公司出售上述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在“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列报。 

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集团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财务

报表进行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细情况参见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年合并财务报表

范围变化详细情况参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