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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nhui Tianda Oil Pipe Company Limited
安徽天大石油管材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9）

中期業績初步公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摘要：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實現總生產量約167,470噸，較去年同
期總生產量約151,360噸增長約10.6%；實現總銷售量約187,330噸，較去年同期總銷售
量約158,724噸增長約18.0%。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收入總額約人民幣943,170,000

元，較去年同期收入總額約人民幣1,083,107,000元降低約12.9%。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實現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約人民
幣102,020,000元，與去年同期淨利潤約人民幣101,677,000元相若。

•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每股盈利約人民幣0.134元，與去年同
期每股盈利約人民幣0.134元相若。

•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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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表

安徽天大石油管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 943,170 1,083,107

銷售成本 (780,640) (896,524)

毛利 162,530 186,583

其他收入 28,732 2,866

營業及銷售費用 (42,037) (34,376)

管理費用 (14,143) (18,743)

其他費用 (1,128) (134)

營業利潤 133,954 136,196

財務收入 3,317 4,225

財務費用 (1,873) (5,389)

除稅前利潤 3 135,398 135,032

稅項 4 (33,378) (33,355)

期間溢利 102,020 101,677

股息 5 68,522 40,606

每股溢利
基本 — 期間溢利（人民幣元） 6 0.134 0.134

期間溢利表示所呈列的有關期間的「全面收益總額」，由此，並無呈列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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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951,901 742,493
預付土地租約款 28,950 29,276
遞延稅款資產 1,341 1,341

982,192 773,110

流動資產
存貨 352,591 287,124
貿易性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7 81,839 108,900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704,631 337,492
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407,767 247,114

1,546,828 980,630

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 20,000
貿易性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8 710,623 176,803
應交稅金 31,853 72,347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30,982 178,548

流動負債合計 873,458 447,698

淨流動資產 673,370 532,93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55,562 1,306,042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364,715 48,693

淨資產合計 1,290,847 1,257,349

權益
已發行股本 380,678 380,678
儲備 910,169 808,149
擬派發之末期股息 — 68,522

權益合計 1,290,847 1,25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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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法定 任意 擬派發之
已發行股本 股本溢價 盈餘公積 盈餘公積 留存溢利 末期股息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380,678 299,652 64,300 — 444,197 68,522 1,257,349

期間溢利 — — — — 102,020 — 102,020
二零零八年期末
 股息分配（附註5） — — — — — (68,522) (68,522)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380,678 299,652 64,300 — 546,217 — 1,290,847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253,785 380,457 47,249 6,634 267,004 40,606 995,735

期間溢利 — — — — 101,677 — 101,677

資本公積轉增股本 126,893 (126,893) — — — — —

重分類 — 46,088 (13,171) (6,634) (26,283) — —

二零零七年期末
 股息分配（附註5） — — — — — (40,606) (40,606)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380,678 299,652 34,078 — 342,398 — 1,05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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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50,875 (210,198)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22,435) (140,769)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32,213 253,2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60,653 (97,754)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7,114 162,707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07,767 64,953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除非另有說明，本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列報。所有金額進位至最接近
的千元人民幣。

合規聲明

本公司的財務報表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了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
會頒布的準則及其釋義，以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認可且仍然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的詮
釋，並已按照香港本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

本公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財政部頒布的會計制度及規定保留會計記錄及編製法定財務
報表。編製法定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和基準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若干項目上有所不同。為
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重新排列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所產生之差異已在本財務報表中進行了調
整，但本公司的會計記錄則不會作出相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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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的變更與披露

編製中期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一致，惟於2009年1月1日採納之新頒佈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詳見下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改進金融工具之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款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要求對公允值計量及流動風險作出額外披露。公允值計量乃透過為
各類金融工具設置三層等級架構輸入參數進行披露。此外，目前規定須對第3層公允值計量的期初與
期末結餘，以及第1層與第2層之間公允值計量的重大轉移進行對賬。該等修訂亦明確了對流動風險披
露的規定。該等修訂並未對公允值披露及流動風險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此準則要求披露有關本公司各經營分
部的資料，並取代釐定本公司主要（業務）及次要（地域）報告分部的要求。本公司須依據主要經營決
策者所獲之本公司各實體成份資料呈報各經營分部，以向各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就管理而
言，本公司的經營活動屬同一經營分部，主要從事生產、採購及分銷專用無縫鋼管，故並未列示經營
分部分析。自2009年1月1日起，本公司已根據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不再編製分部報
告。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引入財務報表呈列及披露的變動。此項經修訂準則將權益變動分為擁有
人及非擁有人部份。權益變動表將僅對擁有人進行交易詳細呈列，而權益內所有非擁有人變動作為
單項予以呈列。此外，該準則引入綜合收益表：包括所有於損益表內確認的收入及開支項目，和所有其
他在權益項下直接確認收入及開支（無論於單份報表或兩份有聯繫報表內）。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後規定，將與收購、建設或生產合資格資產的直接相關的借款成本資本
化。由於本公司現時的借款成本政策與經修訂的準則相符，故此經修訂的準則並未對本公司的財務
狀況或業績有任何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2008年5月公佈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首次改進，包括修訂若干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主要旨在除去不一致情況及使文字更清晰。各項準則均另列有過渡條文。採納下列修訂導致會
計政策有變，但並未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及業績產生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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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公允值與出售成本的差額」取代「淨售價」項目。本公司
相應地修訂了會計政策，此舉不會導致財務狀況出現任何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借貸成本」：修訂了借貸成本的定義，將被視為「借貸成本」的兩個組成部分合
而為一，而利息開支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以實際利率法計算。本公司相應地修訂了會計政策，此
舉不會導致財務狀況出現任何變動。

其他準則的修訂並未對本公司的會計政策、財務狀況及業績產生任何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本公司尚未於本財務報表中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定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對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的修訂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支付 — 集團以現金結算
 的股份支付交易」的修訂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合併財務報表和單獨財務報表 1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 合資格對沖
 項目的修訂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向擁有者分配非現金資產 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8號 自客戶處轉讓資產 2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2 對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收到自客戶處轉讓的資產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除上述外，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在2009年4月還頒佈了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對一系列的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進行修訂，旨在除去不一致情況及使文字更清晰。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包括經修
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第5號、第8號，經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第7號、第17號、國際會計準
則第18號的附件、第36號、第38號、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和第16號。除了經修訂
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和第16號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以及經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附件沒有過渡條文外，其他的修訂將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正在評估首次使用這些新定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將產生的影響。至今，得出的結論
是這些新定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概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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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

收入指已售貨品開具的發票額，並扣除增值稅、已計之退貨、貿易折扣及各類政府附加收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物銷售 943,631 1,083,559

減：政府附加收費 (461) (452)

收入 943,170 1,083,107

3. 除稅前利潤

本公司除稅前利潤在扣除╱（加上）下列各項後計算所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成本 780,640 896,524

折舊 21,297 17,238

預付土地租約款之攤銷 327 327

貿易性應收賬款減值 — —

存貨（轉回）╱減記至可變現價值 — (900)

研究費用 3,771 3,721

核數師酬金 — 710

員工費用（包括董事、監事的酬金）：
 — 薪金及其他員工成本 15,606 15,590

 — 退休金計劃供款 2,306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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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未在香港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
利得稅（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閉幕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
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新企業所得稅法引入了包括將
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等的一系列變化。因此，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從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開始適用25%的所得稅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主要項目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
 即期所得稅開支： 33,378 35,212

 以前期間稅項調整 — —

遞延稅項：
 產生及轉回的暫時性差異 — (1,857)

收益表呈報之所得稅費用 33,378 33,355

5.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股息 68,522 40,606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根據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召開的股東周年大會決議，本公司股東批准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總計人民幣68,522,000元（每股人民幣0.09元）予當時之股東。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召開的股東周年大會決議，本公司股東批准就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總計人民幣40,606,000元（每股人民幣0.08元）予當時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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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溢利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發行及配發紅股予所有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的股東，以資本公積向每位該等股東持有的每10股股份轉增5股新增股份。因此，以調整後的
總股數為基礎計算各列報期間的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淨溢利及本期間發行在外的加權平均股份數（包
括由國內股東認購的本公司普通股（「內資股」）和本公司海外上市外資股（「H股」））計算。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為761,355,000股（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761,355,000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攤薄股份事件發生，故並無計
算有關期間的每股攤薄溢利金額。

7. 貿易性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票據 — 第三方 7,755 27,735

貿易性應收賬款 — 國外第三方 28,816 53,083

貿易性應收賬款 — 國內第三方 45,627 28,441

減值 (359) (359)

81,839 108,900

應收票據各餘額均是無擔保、免息，賬齡少於6個月。

通常，客戶需要預先支付貨款，本公司才會遞送貨物。但是對於與國外客戶和某些主要的本地客戶的
貿易條款，本公司採用信用方式。信用期通常為1到45天。本公司通過不可撤銷的信用證與國外客戶進
行結算。本公司為每個本地客戶設定最高信用限額。本公司對於未結清的應收賬款有著非常嚴格的
控制。逾期的應收賬款餘額由高級管理層定期覆核。鑒於上述情況和事實，即本公司的應收賬款涉及
到大量分散的客戶，故不存在重大的信用集中風險。貿易性應收賬款無擔保、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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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計算，於資產負債表日的貿易性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賬齡：
 1年以內 74,118 81,177

 1至2年 4 7

 2至3年 76 86

 3年以上 245 254

74,443 81,524

8. 貿易性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票據 — 第三方 663,103 129,299

貿易性應付賬款 — 第三方 47,520 47,504

710,623 176,803

所有應付票據結餘均無擔保、免息及在六個月內到期。

所有貿易性應付賬款均為無擔保、免息，通常的付款期為30天。於資產負債表日，以開票日╱簽發日計
算的貿易性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結清結餘賬齡：
 一年以內 708,476 174,466

 一至二年 1,206 1,305

 二至三年 327 412

 三年以上 614 620

710,623 176,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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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收入總額約人民幣943,170,000

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83,107,000元），與去年同期比較，減
少約人民幣139,937,000元或12.9%。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人民幣
162,53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6,583,000元）。與去年同期
比較，毛利減少約人民幣24,053,000元或12.9%。本公司稅前利潤及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
與去年同期持平。收入及毛利下降主要是因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市場需求萎縮，以及
原材料價格同比大幅下降致使產品銷售價格下降所致。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及銷售費用約人民幣42,037,000元（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4,376,000元），與去年同期比較，營業及銷售
費用增加約人民幣7,661,000元或22.3%。該項增加主要由於本公司銷售量穩步增長，使得
運輸費用增加所致。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管理費用約人民幣14,143,000元（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743,000元），與去年同期比較，管理費用減少約人
民幣4,600,000元或24.5%。主要是本公司加強成本管理、壓縮各項費用開支所致。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費用約人民幣1,873,000元（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389,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約人民幣
3,516,000元或65.2%，主要是由於期內本公司短期銀行借款減少，為項目建設的長期銀行
借款增加，長期借款產生的利息資本化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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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對中國專用管企業而言，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經歷了嚴峻的挑戰。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
響，海外市場需求萎縮，中國專用管產品出口量出現下滑的態勢；另一方面國內市場的
供需關係發生了變化以及受原材料價格同比大幅下降的影響，專用管產品的價格同比
下降。面對複雜的市場環境，本公司由於歷來重視產品組合和客戶群結構的優化調整，
並憑藉多年於專用管行業運營的經驗和良好的品牌形象，實施產品差異化的戰略和一
系列精益管理的措施，抓住新興市場需求上升之機會，成功實現了總銷售量近20%的增
幅，從而令本公司市場佔有率繼續穩步提升。

把握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產品組合，實現產量持續提升

回顧期內，受宏觀經濟的影響，石油天然氣鑽採業及裝備製造業需求的專用管品種結構
發生了變化，本公司時刻洞察市場的需求變化，開發新產品、優化產品組合以滿足客戶
不斷改變的需求，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實現產量約167,470噸（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51,360噸），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約10.6%。

加強以存貨和應收帳款管理為重點的財務管理，規避運營風險

回顧期間內，本公司繼續強化企業資源計劃ERP管理系統的綜合運用，加強對採購、倉
儲、生產、銷售和財務流程控制等全過程的管理。嚴格控制由於原材料和產品價格波動
產生的存貨風險以及客戶群結構和市場環境變化產生的應收帳款風險，始終保持既穩
健又健康的財務狀況。

市場開拓成效顯著，市場佔有率穩步提高

回顧期間內，於國內市場，本公司一方面鞏固與中國四大原油開採企業的合作關係，另
一方面積極開拓其他專用管市場。受益於本公司多年來在行業中的良好形象、擁有廣泛
的客戶群基礎加上本公司產品在成本及質素等各方面的優勢，上半年本公司實現國內
銷售量約138,690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6,094噸），同比增長約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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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間內，海外市場需求偏軟，發達國家貿易保護政策抬頭，然而本公司採取了一系
列措施，著力開發東南亞、中東、非洲、南美等新興市場，取得了有效突破，上半年實現
海外銷售量約48,640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2,630噸），同比減少約
22.3%。回顧期間內，在美國市場實現的銷售量約為6,897噸，約佔銷售總量的3.7%，而在上
半年的出口銷售量中，海外新興市場的銷售量佔出口總量的57.9%。

回顧期內，為有利開拓新興市場，逐步完善技術支持和客戶服務網絡，本公司於二零零
九年一月和二月分別在新加坡和香港成立了全資附屬公司。

以市場為導向、以顧客為中心開展研發工作

本公司歷來重視研發投入，以自行研發為主，同時又跟行業內的科研機構以共同合作研
發的模式，不斷開發市場需求的新產品。回顧期限內，本公司通過對油井管內外管壁塑
複塗層提升油井管的抗腐蝕的性能，同時自行研發了換熱器用無縫鋼管、U型波紋無縫
鋼管、用於鋼管的塗油裝置、一種端面坡口鋼管、一種管線管、帶接箍高密封性螺紋套
管、帶接箍高強度螺紋套管等新產品，並已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報實用新型專利。

本公司一貫重視對生產設備技術改造，改進工藝流程，加強對數字設備性能的監控，以
降低生產損耗，提高生產效率。回顧期限內，本公司增加投資用於檢驗設施的提升和改
造，取得了環形爐、穿孔機、軋管機、步進爐、淬火爐等設備的監控系統工藝軟件的著作
權證書。良好的工藝開發能力和生產經驗為建造中的861行動計劃二期項目高鋼級油井
管生產線工藝技術的消化吸收及盡快達產奠定基礎。

861行動計劃二期項目 — 高鋼級油井管生產線項目建設進程

在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全力推進30萬噸高鋼級油井管生產線項目的建設工作，工程建設
進度符合預期時間表。期內，本公司繼續進行設備基礎和設備安裝工程的建設，預計二
零零九年十一月進行設備調試，二零零九年十二月項目生產線投入運營。



– 15 –

申請發行A股進度

經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股東周年大會及各類別股東會批准（「A股發行批
准」），本公司將於適當時機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申請首次發行
A股股票並上市。然而，自報告期初至A股發行批准失效日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止，
中國證監會未批准任何擬上市公司的A股發行申請。因此，截止報告日，本公司未向中國
證監會遞交發行A股的正式申請。如有本公司A股發行並上市事宜之最新進展，本公司將
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要求履行相關程式並及時公開披露。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公司的營運資金通常透過本公司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銀行貸款提供。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的金額約人民幣407,767,000元（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47,114,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
的計息貸款及借款金額約人民幣364,715,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68,693,000元）。本公司的借貸並無特別的季節性。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資本負債比率約14.4%（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3.9%)，資本負債比率乃以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計息貸款及借款額除以資產總
值並以百分比列示。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以人民幣38,27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
民幣34,070,000元）的存款存放於銀行用於向銀行開立不可撤消信用證。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主要的收購和出售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沒有進行任何主要的收購和出售。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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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政策

本公司現行有效的所得稅稅率為25%。回顧期間內，本公司依據中國國家科技部、財政
部、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辦法》以及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八日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要求，積極組
織申報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回顧期間內，已完成基礎資料的編製工作，下一步將向有
關部門逐級上報審批。如獲批准，本公司將按規定享受15%的所得稅稅率。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
暫行條例》，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及附屬公司都將納入增值稅轉型改革的
總體範疇內，允許公司抵扣其購進設備所含的增值稅。

外匯風險

一般而言，本公司向海外客戶銷售產品時，客戶均以美元或歐元交易。本公司以人民幣
記賬，海外客戶之賬款可能因而受到外幣匯率波動的影響。通常，本公司在收到非功能
性貨幣時，立即將其全部出售給銀行。

在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同銀行簽訂遠期貨幣合同來瑣定貨幣匯率以規避海外銷售交易
的貨幣匯率風險。

本公司所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全以人民幣、港幣及美元計值，而銀行存款則存入中國境
內的銀行和少量的香港辦公費用存入香港中資銀行。這些資金在匯出中國境外時，須受
中國政府實施的外匯管制法規所規管。

分部資料

1. 自產專用管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自行生產的專用管銷量約為160,670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133,216噸），與去年同期相比，自產專用管
銷量增幅約為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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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購及分銷專用管

本公司除了自行生產專用管以滿足本公司客戶的需求外，也向客戶提供一站式服
務，協助客戶採購及分銷本公司尚未生產的其他規格品種的專用管，以提高客戶的
採購速度和節約採購成本，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採購及分銷專用管銷量約為26,660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25,508噸），與去年同期相比，該種產品的
銷量增幅約為4.5%。

通過一站式服務，貼近市場的需求，不斷將客戶需求的本公司暫時還沒有生產的品
種規格的產品，通過研發轉化為自產。董事會相信本公司的採購及分銷業務未來的
前景將會保持強勢，符合未來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潮流。

人力資源

本公司相信僱員的素質是本公司持續發展及增長及加強盈利能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1,385名僱員（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83

名）。本公司的僱員酬金組合包括工資、獎金及津貼。本公司同時為員工提供社會保險和
福利。根據中國政府規例規定，賬目已計提充足撥備。本公司也為在香港的僱員參與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

結算日後事項

自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結算日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事項發生。

未來前景

回顧過去十六年所走過的歷程，本公司更加堅信，專注本業、專注市場、專注自身的核心
競爭力，是保障企業穩步快速成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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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國制訂了一系列的經濟刺激計劃，已顯示出積極的效應，全球經濟已開始復蘇。
二零零九年下半年，中國政府將繼續把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
務，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鞏固經濟企穩回升勢頭。我們對全球經濟的
復蘇及中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的發展，抱有信心。

石油是未來幾十年內不可替代的能源和基礎原料，海洋是未來石油增量的主要來源，未
來十年，隨著海洋油井、深井的陸續開發以及世界裝備製造業向中國轉移，這對中國的
專用管業特別對本公司的高鋼級油井管項目而言，是個極大的機遇，本公司將秉承公司
的發展戰略，以持續為股東創造價值為目標，注重銷量和產量的增長以及產品組合和客
戶群結構的調整優化，維持穩健的財務政策，保持低成本優勢。

具體而言，我們將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研發方面，一是繼續加強對能源業和裝備製造業專用管生產工藝的研究，提高駕馭先進
工藝裝備的能力，最大限度的發揮現有生產設備的使用效能，使生產線全面達產並提高
產品質素，降低生產成本。二是繼續優化產品結構，本公司將繼續以市場為導向，充分利
用內、外部的技術資源，繼續研發高鋼級、高強度、高抗擠毀及特殊螺紋的美國石油協會
認可（「API」）和非API系列高檔油井管產品，滿足海洋油田、極地油田以及高壓、高腐蝕
等惡劣地質環境及油氣含量複雜的油氣井的開採需求。同時對輸送用管線管、電站鍋爐
管、船用管和重裝備工業中的高端產品進行研發。

市場開拓方面，在繼續鞏固和深化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及延長油田等各個大型
企業合作關係的同時，本公司將加強對中東、東南亞及非洲、南美等新興市場的持續開
發，優化客戶群，在已有區域市場中，著力拓展優化專用管的高端市場。

產能建設方面，一方面瞄準未來海洋油井、深井、惡劣地質環境和複雜油氣成分的油井
對高鋼級油井管的強勁需求，著力抓好30萬噸高鋼級油井管生產線項目（即861行動計劃
二期項目）的建設進度，培訓生產技術人員和管理團隊，以使生產線如期投產發揮效益。
另一方面逐步推進30萬噸熱處理和30萬噸車絲深加工項目建設進程，爭取二零一零年七
月正式投產運營，以進一步提升本公司產品的檔次和附加值，提高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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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服務方面，本公司將繼續保持強化及提高採購分銷能力和服務水平，繼續為客戶
提供及時、經濟、周到的服務。同時本公司依託一站式服務密切關注市場的變化，貼近市
場需求，傳導暢銷產品和高盈利產品的市場信息，引導研發和生產並拓展市場佔有率，
為本公司今後產量規模的提升和品種結構的優化打下了堅實的市場基礎。

資本結構方面，本公司將繼續爭取更多國際和國內資本支持，積極探討與上下游企業的
更緊密合作，把握行業整合的契機，積極地尋找國內外戰略合作夥伴，擇機開展行業重
組合作。

綜上，本公司認為，全球對石油能源和裝備機械的需求不會長期受到當前金融危機的影
響，而對石油能源行業的投資是長期投資，管理層深信本行業仍有長足發展，同時又對
本公司的發展充滿信心。本公司現時擁有多種融資方式和足夠的資金以支持公司的業
務運營和未來的項目發展，在財務狀況非常穩健的前提下抓住低成本時期擴張的機會，
通過垂直一體化來強化本公司專用管生產能力和競爭實力。本公司將繼續依託自身的
核心競爭優勢，在能源業和裝備製造業兩個最具發展前景的行業中不斷發展和壯大，力
爭早日成為一流的為能源業和裝備製造業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企業，更好的回報股東，回
饋社會。

董事及監事在競爭業務的權益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各本公司董事不知悉各本公司董事、監事、管
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擁有與本公司業務競爭或可能與其
（直接或間接）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權益，而任何該等人士亦無擁有與本公司抵觸或可能
與其抵觸的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在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列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
守則」）各項條文。董事會和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已認真地對守則進行評估，以及檢討本
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守則得到全面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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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買賣證券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列之規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證券的守則（「守則」）。所有本公司董事於回顧期間內已遵守守
則所規定的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就核
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
務報表）進行討論。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趙斌先生及吳昌期先
生，及一位執行董事張建懷先生。趙斌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

承董事會命
安徽天大石油管材股份有限公司

葉世渠
董事長

中國安徽，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葉世渠先生、張胡明先生及張建懷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
謝永洋先生及劉鵬先生；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昌期先生、趙斌先生及歐國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