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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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通证券    长江证券    开源证券    广发证券    国开证券 

长城基金    博时基金    国寿资管    复胜资管    工银瑞信     

易方达基金等机构 

时  间 2024年5月7日-5月10日 

地  点 中铁工业总部及北京、杭州、成都等策略会现场 

上市公司参

加人员姓名 

葛瑞鹏  董事会秘书 

韩  彬  证券部副部长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2024 年 5 月 7 日-5 月 10 日，中铁工业通过参加投资机构策略

会和接待投资者调研等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具体如下：  

 

1.公司如何打造新质生产力。 

答：隧道掘进机是集机械、电气、液压、传感、信息、力学、导

向研究等技术于一体的高端装备，被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

业水平和能力高低的重大关键装备。作为国内隧道掘进机产业的开

拓者和领军者，中铁工业自 2008年成功研制并下线应用中国首台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打破“洋盾构”一统天下的

局面以来，始终注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目前，横向形成了“大”“小”“异”不同

断面、“横向掘进”“竖井、斜井掘进”不同方向以及土压、泥水、硬

岩、多模式等不同地质适应性的多领域全系列盾构机/TBM 产品，纵

向拓展了设计研发、设备制造、再制造、技术服务、机况评估检测、

操作技能培训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并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及配

套优势，积极打造隧道掘进机原创技术策源地，携手数百家企业和相

关研发机构，突破了多项“卡脖子”关键技术，实现核心零部件自主

研制及应用。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隧道掘进机生产和使用国

家，年产量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70%以上，中铁工业自主研制的盾构

机/TBM 产品已连续七年产销量世界第一。 

在隧道掘进机这一主营业务之外，中铁工业聚焦基建行业所需，

加大装备制造业布局，持续迭代升级轨道交通道岔，着力创新架桥机

等特种工程机械产品，不断优化大跨度和大节段桥梁钢结构制造工

艺，推动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提升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

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下一步，中铁工业将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未来发展方向，注重前沿技术、

基础技术的研究和深度应用，持续加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投入

力度，加快发展隧道掘进机新质生产力，在更大掘进直径、更快掘进

速度、更深掘进深度和更复杂工况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攀登隧道掘进

机技术制高点，打造更多凝聚中国创造、体现中国质量、代表中国品

牌的大国重器。 

（注：隧道掘进机是指大型机械化智能化隧道施工专用装备，主

要包括盾构机、TBM；其中，盾构机是指用于软土或者富水地层施工

的隧道掘进机，掘进后隧道一次成型，地铁施工主要采用盾构机；TBM

又称硬岩隧道掘进机，是指用于开挖岩石地层的隧道掘进机） 

2.隧道施工装备产品未来主要市场应用领域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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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建设方面，盾构机/TBM 在铁路隧



道的使用渗透率逐步提升，特别是公司大直径 TBM在高原铁路隧道、

大直径盾构机在城际铁路的成功应用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根据国

铁集团发布的信息，2024 年国铁集团将加大出疆入藏、沿边铁路等

国家战略通道项目实施力度，积极推进沿江沿海高铁、西部陆海新通

道等重点项目建设，高质量建成投产上海至苏州至湖州高铁、杭州至

义乌至温州高铁等工程；2024 年 1-4 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1849 亿元，同比增长 10.45%。对标《“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

及相关铁路项目的执行和储备情况，预计未来一个时期，铁路建设仍

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综上分析，铁路隧道建设将是未来盾构机/TBM

及相关钻爆法专用设备重要应用场景。在水利建设方面，2023 年，

公司盾构机/TBM 产品在水利领域应用比例大幅提升，新签合同额占

比超过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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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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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作为国家重

点基建补短板领域，得到了国家政策、政府资金、金融工具等多方面

支持，预计未来我国将迎来水利建设的高峰期，并将成为盾构机/TBM

产品重要的增量来源。在矿山建设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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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煤

矿拓展到铁矿、铜矿、金矿、铅锌矿、锂矿等非煤矿山；根据全国 2024

年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要求，2024 年将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

力度，提高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

和保障国防安全的重要资源,随着矿产开采的深度加深，对机械化、

信息化智能装备产品需求不断增加。预计未来，矿山建设将是盾构机

/TBM产品重要的新市场领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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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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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工业全年海外业务新签合同额再创新高，完成海

外新签合同额 30.71亿元，同比增长 8.24%；其中隧道施工装备及相

关服务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 17.3 亿元，同比增长 35.7%，在欧洲发

达国家市场和大直径隧道掘进机应用方面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

升，技术壁垒高、价值量大的产品占比得到提高；道岔业务实现新签

合同额 4.70亿元，同比增长 19.37%，在北美、北非、东北亚、东欧、

中东等区域承揽了铁路道岔订单，实现整组道岔首进欧洲市场，并在

巩固传统优势市场基础上实现在中北美市场的重大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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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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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加强属地化建设，强化在执行项目的

管理，实现海外市场的更好更快发展。 

4.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对公司产品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 

答：2024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3月 27日，工信部等七部门

联合印发《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7年，工业

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并提出加大财税支持、

加强金融支持和要素保障等措施。 

方案发布后，北京、广东、浙江、山东、上海等多地政府已出台

相应的行动计划或方案，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措施。公司作为基建

高端装备研发制造企业，隧道施工装备、特种工程机械、道岔等主营

产品均与上述政策密切相关，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公司产品有

望迎来新一轮设备更新需求，特别是公司市场占有率高居首位的高

速铁路道岔产品具有使用频率高、保有量大、关系行车安全和行车速

度等特点，与国家所提出的设备更新政策要求契合度高，政策的提出

和推进落实将对该项业务未来发展空间带来积极影响。 

5.公司应收账款的基本情况及未来趋势判断。 

答：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 157.17 亿元，同比增速较

快。但从应收账款构成来看，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约 70%，一年

至两年账龄的应收账款占比约 20%，应收账款结构相对健康，应收账

款主要客户为控股股东中国中铁、其他中央企业、国铁集团和地方政

府或地方国企等。公司积极应对应收账款增长压力，持续加大清欠力

度，进一步加大刚性考核和激励力度，按照不同产品类别、不同项目

状态分类制定清理目标和考核标准，在明确各项奖惩规定及回收期

限基础上，根据工作成效进行及时激励。此外，2024 年是国务院国



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专项行动的收官之年，控股股东中

国中铁高度重视、全力支持所控股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将给予公

司更大力度的帮扶和支持。  

6.公司管理费用压降计划。 

答：随营业收入规模增长和业务的拓展，人才队伍建设规模进一

步扩大，公司 2023 年管理费用较上年有所增长；为进一步压降管理

费用，遏制增长态势，自今年初以来，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制定下发

了较大幅度的费用压降计划，并通过预算进行严格控制，努力控制管

理费用规模，进一步改善和提升盈利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