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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交流 □电话会议

投资策略会 □其他

参与单位名

称

机构名单：

申万宏源证券 中邮证券 浙商证券 长江证券 山西证券

中信建投证券 东北证券 华安证券 前方基金 国泰基金

羿拓榕杨资管 大成基金 丹奕投资 建信理财 民森投资

西部证券自营 前海联合基金 东方阿尔法基金

时 间 2023年10月31日-11月2日

地 点 中铁工业总部（电话会议）及深圳策略会

上市公司参

加人员姓名

葛瑞鹏 董事会秘书

王 浩 证券部投资者关系主管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在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中铁工业通过现场、电话、网

络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具体如下：

1.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情况。

答：2023 年 1-9 月，中铁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217.47 亿元，同比

增长 6.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6 亿元，同比增长

0.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9 亿

元，同比增长 2.86%；综合毛利率 19.27%，同比增长 1.33 个百分点，

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均实现了稳步提升。截至 9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

债率 52.85%，同比下降 1.35 个百分点。

在新签合同额方面，公司1-9月完成384.1亿元，同比增长5.7%。

其中，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完成 105.21 亿元，同比增长

8.52%；工程施工机械及相关服务业务完成 15.84 亿元，同比增长

35.42%；道岔业务完成 60.51 亿元，同比增长 11.73%；钢结构制造

与安装业务完成 183.4 亿元，较上年同期保持稳定。在新签合同总

额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公司高毛利率业务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

和道岔新签合同额占比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毛利率相对较低的钢

结构制造与安装新签合同额占比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经营结构持

续优化。

2.今年四季度及未来国内外基建市场展望。

答：今年前三季度公司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在手订单较为充

足，四季度是基建行业的传统旺季和黄金机遇期，在万亿国债重点

投向水利等基建领域、地方特殊再融资债券竞相发行落地等利好政

策背景下，公司正在铁路、地铁、市政、引调水、抽水蓄能、矿山

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大经营力度，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

从明年及未来一个时期来看，在国内基建市场方面，根据前期

国家发布的《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年）》《国

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抽水蓄能

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等行业发展指引，上述领域的基础

设施建设仍有较为充足的空间；在海外基建市场方面，欧美亚非等

各大洲在铁路、地铁、市政、水利等多个领域有较大的基建需求，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实施的背景下，作为全球领先的地

下工程装备和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制造企业，中铁工业的盾构机/TBM、

铁路道岔、钢桥梁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预计将实现进一步提升。

3.盾构机/TBM 产品在各领域的市场开拓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

答：作为我国盾构机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中铁工业充分发

挥设计、研发优势，坚持将装备制造与工法推广高度融合，在持续

巩固城轨交通市场领先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开拓盾构机/TBM 新的应

用场景和应用领域，盾构机/TBM 产销量已连续 11 年保持国内第一、



连续 6年保持世界第一。

在矿山能源领域，公司率先进入矿山隧道建设领域，成功研制

了一批性能卓越、针对性强的矿用 TBM 和掘锚一体机等专用设备，

TBM 施工在矿山领域的应用得到客户的认可。2023 年前三季度，公

司在甘肃、贵州等地中标了多个矿山项目设备订单，进一步巩固了

在矿山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抽水蓄能领域，公司研制出一系列应用

于该领域的 TBM 产品，填补了国产 TBM 在抽水蓄能行业应用的空白，

已覆盖抽水蓄能电站的排水廊道、自流排水洞、交通洞及通风安全

洞、排风竖井、引水斜井等全部应用领域，并在国内近 20 个项目成

功应用；2023 年前三季度，公司中标了新疆、山东、河北等地的抽

水蓄能电站 TBM 订单，在该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在铁路领域，

当前铁路隧道采用机械法施工逐渐增多，特别是公司大直径 TBM 在

高原铁路隧道以及大直径盾构机在城际铁路的成功应用，对铁路施

工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3 年前三季度，公司在广东、上海等

地中标了多个项目设备订单，市场占有率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在城

轨交通领域，面对复杂地质条件和项目设计标准，公司在不断提升

产品适用性的基础上，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并转变经营模式，始

终保持在该领域的引领优势；2023 年前三季度，公司中标了北京、

上海、重庆、广东等地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设备订单。

随着“自动化减人、机械化换人”的进程不断加快，盾构机/TBM

作为高端装备在铁路、公路、综合管廊、地下空间开发、水利水电

（包括引调水工程、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矿山等领域的市场应用场

景不断增加，新兴市场渗透率正在逐步提升，引调水工程、抽水蓄

能、矿山、铁路等领域正在成为公司盾构机/TBM 新的增长点和“第

二增长曲线”。

4.公司产品在海外市场的应用及拓展情况。

答：作为全球领先的地下工程装备和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制造企

业，中铁工业在海外市场优势明显，所研制的盾构机/TBM、铁路道

岔、钢桥梁、特种工程机械等产品已遍及全球六大洲 4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特别是作为“中国名片”的盾构机/TBM 产销量已连续 6年位

居世界第一，是我国出口海外盾构机/TBM 数量最多、市场占有率最

高、品牌知名度最强的企业。2023 年前三季度，公司海外新签合同

额完成 21.05 亿元，实现 77.55%的同比增幅；其中，隧道施工装备

及相关服务板块在整体订单结构中占比近 60%，中标了应用于西欧、

东南亚、南亚和中东区域铁路、地铁、高速公路等多个建设项目的

大直径盾构机/TBM 隧道掘进机订单；道岔板块中标了位于北美、北

非和东南亚等区域的铁路项目，在整体订单结构中占比超过 20%；钢

结构板块在东南亚、非洲等地签约新项目，在整体订单结构中占比

约 18%。



未来，公司将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密切关注和跟踪相关项目，

持续加强海外市场拓展，推动中国高端装备更多地“走出去”。

5.公司在智能装备方面的研发投入情况。

答：公司始终高度重视研发创新工作，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以及工程项目建设需求开展

技术产品开发，通过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进一步提升

公司科技创新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今年前三季度，公司投入研发费

用共计 11.26 亿元，同比增加 11.47%，占总营业收入的 5.2%。

近年来，中铁工业依托数智升级工程加快对生产单元/产线进行

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高两化融合（信息化+工业化）水平，

隧道掘进机、钢桥梁、道岔、工程施工装备、隧道配套 5个领域 7

家单位的智能制造信息系统稳定运行。在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

业务领域，建成了智能化高端装备产业园，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产业

发展基础能力和核心部件自制能力，大幅提升了隧道掘进机智能化

制造水平和工艺技术水平；“产品数字研发与设计”项目已构建数

字化协同研发体系，成功入选 2022 年度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在

工程施工机械及相关服务业务领域，建立了数字化智慧生产管理平

台，打通了生产现场各种生产要素信息桥梁，被认定为国家级“绿

色工厂”。在道岔业务领域，建成的重载高锰钢辙叉生产基地达到

国内一流、世界领先水平，实现了全工序链的智能制造。在钢结构

制造与安装业务领域，在国内率先建成了首个钢结构智能生产示范

线，搭建了国内首个钢桁梁数字化建造平台，完成了钢结构智能拼

接板检测系统开发，可实现制造车间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

网络化、数字化的管理与控制。截至目前，公司累计荣获信息化类

省部级（含国家认可的社会力量奖）荣誉 37 项，获得省部级认定的

信息化示范试点项目 14 项，承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

等信息化项目 11 项。

未来，中铁工业将继续坚持创新发展，持续用数字化赋能智造，

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生产基地，为盾构机、铁路道岔、钢桥

梁、工程机械制造行业数字化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6.国企改革背景下公司业绩考核的变化情况。

答：2023 年 1 月，国务院国资委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明

确提出将之前对央企“两利四率”的考核方式调整为“一利五率”，

即保留利润总额、资产负债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

率四个指标，用净资产收益率替换净利润指标、营业现金比率替换

营业收入利润率指标，进一步加强对央企盈利能力和创现能力的考

核，推动央企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控股股东中国中铁对中铁



工业的考核方式进行了调整，在业绩指标中增加了经营性净现金流

指标的权重，持续加强对净利润指标的考核，以实现“有利润的营

收、有现金的利润”的经营目标；并在专项考核中创新性地增加了

以交易所信息披露评级为考核标准的公司治理指标和以公司与可比

上市公司股价变动为考核标准的股价变动率指标，旨在督促控股上

市公司管理层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加强市值管理，在实现降本增

效、提升内在价值的同时持续提升治理水平，强化与投资者的沟通

和交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增强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