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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2024 年 4 月 29 日，中铁工业召开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业绩电

话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具体如下：

1.2024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业绩。

答：2024 年第一季度，中铁工业完成新签合同额 128.98 亿元，

同比增长 3.49%；实现营业收入 71.18 亿元，同比下降 4.26%；综合

毛利率 17.89%，同比增加 0.42 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8 亿元，同比下降 10.8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

比减少流出 0.31 亿元。环比方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环

比大幅改善，销售费用环比下降 20.79%，管理费用环比下降 17.81%，

公司提质增效取得较好成果。

2.一季度盾构机/TBM 业务海外市场情况及未来展望。

答：2024 年第一季度，中铁工业完成海外新签合同额 6.79 亿元，

同比增长 25.20%，持续实现较高增长，其中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

务业务完成海外新签合同额 5.84 亿元，同比增长 19.25%，占海外新

签合同总额的 86%。

海外市场一直是公司重点关注和开拓的市场，从 2012 年公司首

台盾构机出口马来西亚至今，已出口超过 160 余台，市场主要集中

在西欧、东北亚、东南亚、中东、大洋洲等区域，涵盖地铁、市政、

铁路、公路等多个领域。近年来在欧洲发达国家、大直径盾构机/TBM

等方面持续取得重大突破，在海外市场占有率超过 20%且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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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海外市场开拓力度，加强与国际大型知

名建筑承包商的紧密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海外市场，保持盾构

机/TBM 产品产销量全球第一的龙头地位；不断加强属地化建设，进

一步降低海外项目生产成本，提升管理效率。

3.盾构机/TBM 业务海外竞争优势

答：中铁工业盾构机/TBM 在海外市场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的优

势：一是技术优势。公司生产盾构机/TBM 的中铁装备脱胎于施工企

业，在长期的隧道施工实践中，设计制造的设备与地质高度适应和

匹配，可以针对不同地层提供集合最前沿高精尖科学技术的专业隧

道掘进设备。受益于公司在施工使用过程中大量的数据收集和不断

改进，中铁工业盾构机在适用性、匹配性、配套服务方面，以及整

机设计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设备更新换代技术已走在竞争对手

之前。二是业绩优势。目前公司盾构机在海外市场累计获得超过 160

余台的订单，设备多项性能在海外客户评价中名列前茅，海外项目

的成功实施和良好的产品应用，对市场开拓产生了极大的辐射影响

力。三是品牌优势。2013 年，中铁装备收购世界掌握 TBM 技术和生



产能力的三大企业之一——德国维尔特公司硬岩掘进机及竖井钻机

知识产权、品牌使用权，在海外实施“中铁装备+维尔特”双品牌战

略，并通过海外业务不断拓展，提升了海外经营能力、增强了品牌

效益，形成了排名全球前列的市场影响力。四是服务优势。公司建

立了覆盖全球的海外市场经营网络，并在西欧、东南亚、东北亚等

海外区域更加贴近主要应用市场的国家设立了实体化机构，在做好

市场开拓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公司服务优势，以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

赢得市场。五是策略优势。公司采取了与国际大型知名建筑承包商

进行深度绑定的策略，实现产品的“走出去”，实现了在高端市场和

主要应用领域的持续突破。

4.公司研发投入情况及主要研发投向。

答：近年来，中铁工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2023 年度研发

投入 17.06 亿元，同比增长 10.52%；2024 年一季度，研发费用 3.4

亿元，同比增长 23.27%。公司研发投入主要为隧道施工装备业务领

域。在隧道施工装备业务方面，突出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主动承

担国家重大创新任务，持续巩固“卡脖子”技术成果，进一步加快

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课题攻关，推进进口零部件国产化、产业化，

确保供应链自主可控，加速产品迭代升级；在道岔业务方面，加大

在设计、零件通用性、工艺、新材料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持续提升

核心技术实力，推进制造自动化和智能化，进一步提高产品品质，

不断巩固和保持领先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在钢结构制造与安装

业务方面，在“大、新、难、特”钢结构制造技术和工艺持续发力，

进一步增强技术、质量、成本等领先优势。此外，在智能制造方面，

一方面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完成智能制造总体布局，提升产品

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加速工业互联网在管理、生产、服

务等各个领域的布局和发展，始终保持产品服务领先，拥抱网络化、

智能化、数字化，在工程领域着力打造世界一流高端装备工业互联

网平台。

5.隧道掘进机在水利工程方面的发展前景。

答：近年来，隧道掘进机在铁路、水利、抽水蓄能、矿山建设

等新兴领域的应用日趋广泛，应用场景增多。2023 年，公司水利领

域隧道掘进机应用比例得到大幅提升，新签合同额占比超过 20%，仅

次于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领域。

2023 年 5 月，《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印发，提出到 2025 年，

建设一批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国家骨干网建设加快推进，到 2035 年，

基本形成国家水网总体格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逐步建成，

并提出一系列水网布局和水资源配置安排；2023 年，中铁工业在湖

北、广东等地承揽了一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隧道掘进机订单，持续

保持了在该领域 6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根据国家水利部相关安排，



2024 年将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将加快完善国家水网主骨架

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西线、东

线后续工程前期工作，高质量建设中线引江补汉工程；2024 年将开

工建设四川引大济岷等工程，推进甘肃白龙江引水、青海引黄济宁

等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前期工作。受益于国家水网建设相

关政策，预计今年及未来一个时期，隧道掘进机在水利工程的应用

将维持较高的景气度，并将成为隧道掘进机业务重要的增量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