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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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 浙商证券 华创证券 中邮证券 安信证券

中海晟融 博祺投资 霸菱资管 中金基金 中欧基金

锐天投资 复霈资产 万家基金 东方证券自营

摩根华鑫基金 景上源投资

时 间 2023年5月25日-6月9日

地 点 中铁工业总部及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策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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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5 月 25 日-6 月 9 日期间，中铁工业通过参加策略会

和电话会议等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具体如下：

1.基建投资增长对公司的影响。

答：2022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23 年继续着力稳增

长，通过实施新老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

支持政策和措施，效果初步显现，基建投资有所回暖。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今年前 4个月，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 3.8 个百分点；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发布消息称，2023 年 1-5 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06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特别是今年 5月份，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要求加快构建国家水网，

实施重大引调水工程建设。传统基建领域的铁路、公路、水利、

市政以及新基建领域的水利水电、海上风电、光伏发电等作为基

建投资的重点领域，与公司主要从事的隧道施工装备、道岔、钢

结构、特种工程机械等产品契合度高。2023 年 1-3 月，中铁工业

实现营业收入 74.35 亿元，同比增长 4.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5 亿元，同比增长 5.83%；综

合毛利率同比提升 1.21 个百分点，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均实现了稳

步提升。在新签合同额方面，公司一季度完成 124.63 亿元，同比

增长 1.89%；其中，高毛利的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和道

岔业务均实现稳步增长，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完成新签

合同额 35.46 亿元，在上年同期受高原铁路 TBM 项目批量中标等

因素影响实现 71.31%高速增长的高基数之上，实现了 6.25%的同

比增幅，道岔业务完成新签合同额 16.3 亿元，实现了 21.73%的

同比增幅，在行业内持续保持了高位领先优势。中铁工业将紧抓

政策红利和装备制造行业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和经营开

发力度，促进公司相关产品得到更多的应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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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性地增加了公司治理指标和股价变动率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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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在智能制造方面的投入和优势。

答：中铁工业多年来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把握

智能化行业发展趋势，不断完善科技创新顶层设计，持续提高智

能化水平，已打造盾构机、铁路道岔、钢桥梁、工程机械等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 11 个，引领中国盾构机/TBM、铁路道岔、桥梁钢结

构和架桥机的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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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四项主营产品——“全断面隧道掘

进机”“架桥机”“道岔”“桥梁用钢铁结构”均通过国家工信部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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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在海外市场的业务拓展情况

答：中铁工业作为全球领先的地下工程装备和轨道交通装备

大规模定制化企业，生产的盾构机/TBM、铁路道岔、钢桥梁、工

程机械等产品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产品和服务已遍及全球六

大洲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作为“中国名片”的盾构机/TBM

产销量连续 6年世界第一，已有超过 150 台产品出口至欧洲、亚

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占有

率近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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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一季度，公司在国外中标了

新加坡地铁、意大利西西里岛铁路等项目的盾构机/TBM 订单。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中铁工业将在此契机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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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战略和思路举措。

答：中铁工业将以打造“三型三商（智造型、数字型、平台

型，工业制造商、综合服务商、投资运营商）”的高新工业企业为

目标，依托在“地下工程”和“建筑工业化”两个领域的传统优

势和技术积累，围绕应用场景和客户价值链，适度多元拓展，加

强外部合作，持续开展“经营调结构”（提升高毛利的隧道施工装

备业务占比，降低低毛利的钢结构业务占比），优化调整业务布局

（发展盾构机/TBM、隧道专用设备、起重运输设备等核心业务，

巩固钢结构、道岔等基础业务，培育环保装备、数字服务、地下

空间综合开发、核心关键零部件等新兴业务），加大科研、生产、

经营、投资系统改革力度，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抓实大商

务管理，将“抓两头、控中间（源头提升订单质量，末端加大回

款力度，加强过程精细化管控）”落到实处，并充分发挥考核牵引

与激励绩效叠加作用，全面提升公司发展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