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 (记者
马绍栋 )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中

国重汽集团亲人服务大会上了解
到，今年1-9月中国重汽累计销售整
车12 . 5万辆，出口整车1 . 75万辆，继
续保持国内重卡行业首位。业内人士
认为，随着经济持续回暖，重卡行业
已经逐渐走出低谷，下一步的深度竞
争将由拼产品转为拼服务。

据了解，三季度以来宏观经济
逐步企稳，前期遭遇低谷的重卡行
业连续五个月出现同比上涨。作为
我省重卡行业领军者，中国重汽1-
9月累计销售整车12 . 5万辆，同比
增16 . 8%，其中重型汽车销售9万
辆，同比增5 . 2%；中轻卡3 . 5万辆，
同比增63 . 5%；出口整车1 . 75万辆。
天然气重卡的持续增长、与德国曼
公司合作的高端重卡产品的推出以
及出口的强劲增长成为支撑重汽业
绩提升的主因。

前三季中国重汽

整车销售增16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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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仅差10亿 净利润双双跌幅近半

三三一一中中联联三三季季报报数数据据““咬咬””得得紧紧

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 (记者
宋磊) 10月28日至30日，全省公路
系统路政人员岗位技能竞赛在潍坊
举行。以此次技能竞赛为契机，我省
公路系统将全面推进“人才强路”战
略。

我省路政举行

岗位技能竞赛

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记者
王赟) 冷门的机械行业时下

成了热门话题，同城长大的两
大 工 程 机 械 巨 头 三 一 重 工
( 6 0 0 0 3 1 . S H ) 和 中 联 重 科
(000157 .SZ)30日晚同期公布的
三季度财报都不好看，今年1-9

月，双方净利润均同比缩水45%

以上。
三一重工以混凝土机械、

挖掘机械和起重机械为主，而
中联重科则以混凝土机械和起
重机械为主打，产品线相对集
中，国内市场贡献占比较三一
重工大出许多。

两家公司三季报的数据
“咬”得很紧。1月到9月，三一重
工营收为299 . 02亿元，同比减少
26 . 5%，净利润为29 . 78亿元，同
比减少49 . 3%。中联重科前三季
营收为 288 . 97 亿元，同比减少
26 . 11%，净利润为37 . 95亿元，同
比减少45 . 48%。

大和证券分析师表示，不
论是受到当地政府支持的中联
重科，还是民营的三一重工，都
出现了销售额下滑和库存设备
积压的状况。

数据难看的不止这两家
企业，国内机械行业持续低
迷，徐工、柳工的营收和利润
都在降低。

业内人士表示，26%左右的
降幅是正常的，预计今年的营
收不会比去年差多少。现在整

个行业已经见底回升了，不会
再往下掉。

有关人士指出，随着新型
城镇化的不断铺开，基础设施
建设、保障房建设等都将有所
回暖，尤其是轨道交通领域的
投资增速会有明显提升，混凝
土机械、挖掘机械和起重机械
将迎来较好的增长期。

其实，在建筑及其他重型
设备制造行业，境况艰难的不
只是中国生产商。

据 悉 ，日 本 的 小 松
(Komatsu)和日立建机(Hitachi
Construction)上半年销售额和利
润均出现下滑，两家本周都下
调了全年业绩预期。美国卡特
彼勒集团(Caterpillar)季度利润
低于预期，同样下调了全年的
收益预期。

上市公司

酝酿多时的湖南版民营银行
破题。新华联(000620 .SZ)10月29日
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已确定为
长沙市拟设立民营银行的发起股
东之一，持股比例10%。

“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中
联重科当第一大股东。”一位了解
湖南民营银行申办情况的知情人
士表示，在民营银行获准设立之
初，包括中联、三一在内的多家企
业都表示了愿意出资设立湖南区
域民营银行的愿望。（王赟）

两家均有意建民营银行

中联或为“湘版”

民营银行大股东

延伸阅读

本报济南10月31日讯(记者
王赟) 徽商银行在香港公开发行
受到境内外机构的热捧，除引进
万科、周大福等重磅级投资者外，
在10月31日开始的招股中迎来了
投资大鳄索罗斯。据悉，索罗斯斥
资1500万美元(约1 . 17亿港元)认
购徽商银行。

徽商银行初步招股书显示，
发行价格区间定在每股 3 . 47至
3 . 88港元间，筹资规模介于91亿

至101亿港元之间，这令徽商银行
成为香港最近三年内筹资规模最
大的中资银行。

交银国际资产管理董事冯时
煖表示，目前投行给出的城商行
定价合理，有较大获利空间。

根据徽商银行年报，截至
2012年末，徽商银行存贷款总额
均为全国城商行第四位。截至当
年末，其前十大客户中，有8家机
构都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

“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下单中国地方性城商行H股

索索罗罗斯斯11 .. 1177亿亿认认购购徽徽商商银银行行
1992年 9月，英

格兰银行大量买进
英镑企图硬撑英镑，
索罗斯大量抛出英
镑赚得近20亿美元，
英镑被迫退出欧洲
货币机制。从此他被
称为“击败英格兰银
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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