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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21,551,588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1.013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225,043,175.86元。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铁工业 600528 中铁二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葛瑞鹏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西路10号院5号楼 

电话 010-83777888 

电子信箱 ztgyir@crhi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交通运输装备及相

关服务业务，涵盖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工程施工机械及相关服务、道岔、钢结构制造与安

装等业务板块，是国内 A 股主板市场上唯一主营轨道交通及地下掘进高端装备的工业企业，产品

主要服务于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市政、水利、地下空间开发、矿产、能源等传统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及风电、光电、水电特别是抽水蓄能等新能源建设领域。公司正在从事的新兴业务主

要为新型轨道交通产业和新型科技环保产业，包括新制式轨道交通车辆及道岔、轨道梁等线路配

套产品和环保装备制造、技术咨询等业务。按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由于产品的服务领域主要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公司同时与建筑业具有密切联

系。 

（一）行业政策方面 



  
 

1.宏观经济政策： 

2023 年 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持续抓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动经济运行在年初稳

步回升；指出要深入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推动财政、金融工具支持的重大项目建

设、设备更新改造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2023 年 3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

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着力扩大国内需求，2023 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8

万亿元，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开展产业强链补链行动，

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2023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精准有力，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

间投资。 

2023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提振

信心；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要继

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和使用；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2023 年 10 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

调节；加大政策实施和工作推进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活跃资本市场，

更好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稳外贸稳外资，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

新动能新优势。 

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2024 年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

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要

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

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

设。 

2024 年 3 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 5%左右的预期目标；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9 万亿元、比上年增加 1000 亿元；从 2024 年开始拟连续几

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2024 先发行 1 万

亿元；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增强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创建国家新

型工业化示范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2.制造业相关政策：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

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

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2023 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湖南调研时强调，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坚定不移筑牢实体

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高端制造，加

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打造更多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

术；要培育世界一流的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要紧紧围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加强战略统筹谋划，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

品牌转变。 



  
 

2023 年 9 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强调，要适应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

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2023 年 1 月，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锻长板、补短

板、强基础，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现工业和信息化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加快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关。 

2023 年 5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见，指出要把发展

先进制造业集群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促进技

术创新和转化应用，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壮大优质企业群体，加快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 

2023 年 8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实施意见》，提出采

用策划、实施、检查、处置模式，推动制造业企业强化质量意识、建设能力、数字赋能和科学评

估，不断追求卓越、实现持续成功，推动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2023 年 9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财政部等六个部门印发《机械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

（2023—2024 年）》。提出 2023—2024 年，机械行业运行保持平稳向好态势，重点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水平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不断增强。具体目标有：力争营业收入年均增速 3%

以上，到 2024 年达到 8.1 万亿；重点行业呈现规模稳中有升，新增长点不断涌现，企业竞争力进

一步增强，供给能力显著提升；产业集群建设不断推进，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特色集

群和 10 个左右千亿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2023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修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提出推动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持续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推动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不断

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跃升。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加快推广应用智

能制造新技术，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转变。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环保产业发展，推进重点领

域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 

2023 年 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 2027 年，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有效支撑制造

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增强。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

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超过 90%、70%。 

2024 年 2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实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将

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既利当前、更利长远。要打好政策组合拳，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

高质量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废旧资源得到循环利用，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水平大幅提

高。 

2024 年 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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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等工作。会议指出，推动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是党中央着眼于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市场

为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进、淘汰落后，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抓紧完善方案，精心组

织实施，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要结合各类设备和消费品更新换代差异化需求，加大财税、

金融等政策支持，更好发挥能耗、排放、技术等标准的牵引作用，有序推进重点行业设备、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更新改造。 

2024 年 3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七部门发布我国首个《关于加

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到 2030 年，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

过 40%，绿色发展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3.建筑业相关政策： 



  
 

2023 年 2 月，人民银行、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交通物流领域金

融支持与服务的通知》，强调金融部门要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工具，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金融机构要

加强对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投资交通物流项目的配套融资支持，积极支持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布

局，重点支持出疆入藏、中西部地区、沿江沿边沿海战略骨干通道及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建设；开

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等要加大对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102 项重大工程交通物流项

目、交通运输“十四五”相关规划项目等的融资支持力度。 

2023 年 3 月，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国铁集团联合印发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年）》，提出到 2027 年，党的二十大关于交通运

输工作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取得阶段性成果，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突破，“四个一流”建设成效显著，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全国 123 出行交

通圈”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加速构建；并提出十大行动。 

2023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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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水网有序实施，着力补齐水资源配置等短

板和薄弱环节，水资源优化配置等能力进一步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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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1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

出到 2025 年，各地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进一步健全，设施网络布局更加完善，运行效率、整体效益

和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明显提升；到 2035 年，各地基本建成人民满意、功能完备、运行

高效、智能绿色、安全韧性的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2023 年 12 月，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指出，提高中央预算内投资使用效率，用好 1 万亿

元增发国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稳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通过项目推介

等促进民间投资，加强项目谋划和前期工作，持续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会议强

调，加力提效用好 2023 年增发 1 万亿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府投资，支

持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林水利、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进一步提高投资

精准性有效性。 

2024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铁路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在支持方向

上，按照客货并重、新建改扩建并举的原则，支持畅通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骨干通道、强化边疆国

防保障的干线铁路项目；支持京津冀等城际铁路项目；支持铁路货运能力提升项目；支持中欧班

列铁路基础设施提级改造和重点铁路口岸扩能改造项目。 

受益于上述宏观经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利好政策，公司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龙

头企业，研发制造的隧道掘进机、隧道机械化专用设备、工程施工机械、道岔、钢桥梁、环保设

备等产品预计将会在铁路、公路、城轨、市政、环保等行业得到更多应用。 

（二）公司业务所属细分行业情况 

中铁工业目前是国内 A 股主板市场上唯一主营轨道交通及地下掘进高端装备的工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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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通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制造业单项冠军认定；作为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型装备制造商，公司各项主营业务的

市场占有率和综合实力均位居“国内第一”乃至“世界第一”。 

1.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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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市政等传统应用领域仍将保持较大发展空间。 

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信息快报相关数据，2023 年共新增

884.55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其中地铁 539.50 公里。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4 年 1 月印发《北京市 2024 年重点工程计划的通知》，涉及轨道交通项目

12 项；深圳市发展改革委 2022 年 9 月发布《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五期建设规划（2023-2028 年）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本次规划包含 13 个建设项目，规模约 226.8 公里；此外，据常州地

铁集团网站信息，常州地铁第二期建设规划包含地铁 5 号线、6 号线一期，均为地下线，共 59.9

公里，2023 年 10 月 29 日地铁 5 号线先行段开工建设。预计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仍将为隧道掘

进机贡献较为稳定且较高体量的市场需求。 

在水利领域，根据国家水利部网站信息，2023 年国家全力推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完成

水利建设投资 11996 亿元，再创历史最高纪录，吉林水网骨干工程、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等

44 项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2024 年 1 月，国家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国家水利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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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盾构机/TBM 在水利领域实现了快速的增长，预计未来水利领域将是

隧道掘进机应用的重要增量来源。 

在抽水蓄能领域，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2021—2035）》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我国抽水蓄能投产总规模达到 6200 万千瓦以上，到 2030 年达到 1.2 亿千瓦左右。根据

《中国能源报》报道，截至 2023 年末，我国已建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 5000 万千瓦、核准与开工

规模达到 1.6 亿千瓦左右，2023 年核准电站数量 35 个，装机容量达 4560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

核准规模屡创新高。作为近年来快速崛起的盾构机/TBM 的新兴应用领域，规模庞大的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将进一步带动隧道掘进机产业的发展。 

在铁路领域，根据国家铁路局网站信息，2023 年全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7645 亿元，

投产新线 3637 公里，其中新开通高铁 2776 公里；汕汕（汕头—汕尾）高铁、莱荣（莱西—荣成）

高铁、津兴城际（天津—大兴机场）等一批地方投资的铁路开通运营。根据国铁集团网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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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较高强度。此外，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铁路营业里程达 16.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5

万公里；截至 2023 年末，截至 2023 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5.9 万公里，其中高铁达到 4.5

万公里。2024 年作为各项指标的关键冲刺时期，铁路项目预计将有所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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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径盾构机在城际铁路的成功应

用，以及铁路项目建设的推进。预计未来铁路建设领域将是盾构机/TBM 及钻爆法专用设备重要应

用场景。 

在矿山能源领域，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2023 年 12 月份能源生产情况》，2023 年，全

国规模以上企业生产原煤 46.6 亿吨，同比增长 2.9%，原煤产量创历史新高，全国原煤产量过亿吨

省份达到 7 个。除煤矿外，公司隧道掘进机还应用于铅锌矿、锂矿、铁矿、磷矿、铜矿、金矿等

领域，2024 年 1 月，全国 2024 年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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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深化矿产资源

管理改革，加强绿色勘查开发；改进创新矿业权竞争性出让方式，使交易价格保持在合理区间，

引导资金更多用于勘查开发。预计未来隧道掘进机和隧道施工专用设备需求量将进一步提升。 

2.工程施工机械及相关服务业务方面： 

报告期内，除搬提运架铺等传统优势铁路建设施工领域外，公司积极拓展海工装备等领域施

工机械及产品。 

在铁路领域，《“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铁路营业里程

达 16.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5 万公里，铁路建设仍有较大空间。预计“十四五”期间铁

路建设相关工作的落实，“十四五”时期城际和市域（郊）铁路将迎来大发展，预计未来铁路建设

市场的发展将为公司搬提运架铺等设备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在海工装备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优化近海海上风电布局，开展深远海海上风电规划，加快推动海

上风电集群化开发，重点建设山东半岛、长三角、闽南、粤东和北部湾五大海上风电基地，海工

装备市场广阔。 

3.道岔业务方面： 

“十四五”规划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加快城际铁路、

市域（郊）铁路建设，构建高速公路环线系统，有序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发展。随着政策的逐步实

施，投资的逐步加大，地方城际铁路和专用线道岔市场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高速铁路正由设

计建造阶段转入设计建造与运营维护并重的阶段，产品监测、维修、更换等“轨交后市场”也有

望为道岔市场带来增量需求。 

4.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方面： 

在桥梁钢结构领域，近年来，桥梁钢结构行业迎来了基础设施补短板加速推进期和钢结构桥

梁等绿色交通基础建设大力推广期，钢结构市场逐步向好，行业呈现加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

态势。 

在建筑钢结构领域，根据中国钢结构协会发布的《钢结构行业“十四五”规划及 2035 年远景

目标》，到 2025 年底，全国钢结构用量达到 1.4 亿吨左右，钢结构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15%以上。在国家政策支持和有利的市场环境助推下，绿色、环保的建筑钢结构产业将迎来重要

发展机遇。 

5.新型轨道交通产业方面： 

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城市轨道交通趋于多样式并存，相互衔接，互相补充的发展

局面，新型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二、三线城市的重要选择之一。此外，在旅游业迅速增长的背景下，

旅游客流量也成为交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景区也加大了单轨、空轨等新型轨道交通的规

划建设力度。 

6.新型科技环保产业方面： 

政府投入、居民的宜居环境需求、社会关注度对大气污染防治、水质污染防治设备及固体废

弃物处理设备的需求增大，环保产业发展潜力巨大。202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2023—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环境

基础设施处理处置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并提出一系列环保处理能力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类别为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和交通运输装备及相

关服务，涵盖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工程施工机械及相关服务、道岔、钢结构制造与安装四

个业务板块；另有新型轨道交通和新型科技环保两个新兴产业。 

（一）专用工程机械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 

1.在隧道施工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方面： 

公司是专业从事隧道掘进机研发制造和综合服务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多年来始终坚持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我国隧道掘进机产品的自主化和智能化步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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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3 年，公司隧道掘进机市场国内占有率保

持在 30%以上，产销量连续七年世界第一，订单总数突破 1600 台，盾构安全掘进里程近 4000 公

里，并持续保持了在各细分应用领域的领先地位, 其中在水利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在抽水

蓄能领域市场占有率超过 80%。报告期内，公司在“第二曲线”市场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在水利

领域产品应用比例得到大幅提升，在湖北某水利项目上实现了“10中 6”、广东某水利项目实现“24

中 12”的成绩，公开招标中标率近 70%。在海外市场方面，在欧洲高端市场、东南亚传统优势市

场、中东新兴市场等区域持续快速发展，目前海外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二且逐年提升，公司技术和



  
 

品牌实力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2.在工程施工机械及相关服务业务方面： 

公司始终保持着在铁路与轨道交通工程等大型专用施工设备研制方面的龙头地位，先后研制

出世界最大吨位运架装备、世界首台桩梁一体架桥机、国内首台建筑构件装配机器人，代表着国

内高速铁路施工装备研制技术的最高水平，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报告期内，公司主动融

入国家“双碳”战略，积极促进油能向电能的动力转换，为客户提供全场景成套化新能源装备解

决方案，推动重大装备的数字化和新能源化。研制出国内首台电驱动千吨级箱梁轮胎式搬运机、

12 立方绿色电铲、北斗导航+电驱千吨级运梁车、新型纯电动智能装载机等，能源动力功效提高，

能耗成本大幅度降低；与新疆多个矿山就煤矿运输形成新能源装备及配套整体解决方案，逐步形

成了“光伏-储能-消纳”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并成功开拓能源矿山市场。 

（二）交通运输装备及相关服务业务 

1.在道岔业务方面： 

公司是我国最早、全球最大的道岔制造企业，业务范围包括道岔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安

装、系统集成、售后服务，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线路轨道系统和工务器材供应商。在道岔

业务领域涵盖了高中低速、各种轨型和类型的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道岔产品。在国内市场方面，

公司高速道岔市场占有率超过 60%，普速、重载、城轨轨道交通占有率均超 55%。报告期内，公

司持续加大区域营销和高端营销力度，加强与国铁集团所属各地方铁路局、地铁公司等的合作，

积极巩固传统优势领域市场份额，同时，加大地方港口、电厂、煤矿及其他大型企业地方专用线

的追踪力度，开展铁路专用线等增量市场的拓展。在海外市场方面，加大属地化建设力度，利用

泰国维保中心，辐射东南亚市场，并积极开拓北美、北非、东北亚、东欧、中东等区域市场。 

2.在钢结构制造与安装业务方面： 

公司是我国钢桥梁制造安装的龙头企业，大型钢结构桥梁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公司钢结

构制造与安装业务主要以制造、安装各类大型桥梁钢结构为主，并涵盖部分工业厂房、车站、展

馆等建筑钢结构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展经营“调结构”工作，凭借技术、质量、服务、履

约等优势，持续巩固国内大型钢结构市场，不断提升“一包”等优质项目订单比例。 

（三）新兴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正在从事的新兴业务主要为新型轨道交通产业和新型科技环保产业。 

1.新型轨道交通产业方面： 

公司在新型轨道交通领域成功研制出悬挂式单轨、跨座式单轨、新型低地板有轨电车等新型

轨道交通车辆，以及新型轨道交通钢梁、钢立柱、道岔等一系列产品，在武汉、合肥建成了两条

车辆试验线。本报告期，成功中标清徐两湖联通空轨试验线项目，推进空轨轻量化、绿色化、智

能化发展。 

2.新型科技环保产业方面： 

公司新型科技环保产业以环保装备制造和技术咨询业务为主，主要涉及水处理、固废处置和

生态修复等领域，可为客户提供设计、技术咨询、建设、运营服务为一体的系统性综合解决方案。

在水处理板块，公司主要聚焦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分散式生活污水、施工废水及特种废水

等领域；在固废处置方面，公司主要聚焦市政污泥等细分领域，拥有小型生活垃圾热解气化装置、

污泥深度脱水装置、盾构渣土处理处置装备等核心产品，结合先进技术优势及总承包管理经验，

污泥领域中标广东省广州市排泥水处理系统余泥资源化项目；在生态修复领域，公司致力于打造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针对水体生态修复、矿山生态修复、荒漠化治理、土壤修复，开

发了一系列核心技术，水生态修复领域中标黄河流域山西省永济市伍姓湖岸坡及生态湿地修复、

矿山修复领域已实施密山矿山修复等项目。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7,668,323,649.76 53,521,457,145.68 53,507,835,018.01 7.75 49,176,633,26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5,169,652,853.05 23,894,160,068.78 23,925,217,877.51 5.34 22,683,614,115.77 

营业收入 30,066,978,461.28 28,817,098,540.13 28,817,098,540.13  4.34 27,157,168,72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43,816,437.11 1,875,603,389.96 1,867,126,952.23 -7.03 1,856,323,43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2,922,381.67 1,645,590,468.72 1,637,114,030.99 -3.81 1,672,949,86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5,928,648.86 1,217,008,424.42 1,217,008,424.42  -47.75 1,627,227,42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2 7.58 7.53 减少0.96个百分点 7.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0.79 0.79 -6.33 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79 0.79 -6.33 0.7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435,215,632.59 7,462,390,408.22 

6,849,731,284.

46  

8,319,641,136.0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24,827,721.47 475,444,609.22 485,438,668.33  258,105,43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514,942,492.97 453,634,421.02 429,926,970.58  184,418,497.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30,904,337.82 78,447,038.12 391,138,592.59  

1,797,247,355.9

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48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1,686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 
634,973,795 1,091,361,606 49.13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2,201,000 93,677,558 4.22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

组合 
2,550,000 37,950,435 1.71 0 无 0 未知 

农银汇理（上海）资

产－农业银行－华宝

信托－投资【6】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0 37,854,889 1.70 0 无 0 未知 

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 0 37,854,889 1.70 0 无 0 未知 



  
 

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0 37,854,889 1.70 0 无 0 未知 

河南中原古泉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32,201,000 32,201,000 1.45 0 无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

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易方达基金－

汇金资管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0 27,765,900 1.25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银瑞信创

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6,170,000 16,170,000 0.73 0 无 0 未知 

嘉实资本－河南中原

古泉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嘉实资本嘉

臻 8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0 12,700,000 0.57 0 无 0 未知 

嘉实资本－河南中原

古泉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嘉实资本嘉

臻 7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0 12,700,000 0.57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中原古泉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嘉实资本－河南中原古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嘉实资本嘉臻 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嘉实资本－河

南中原古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实资本嘉臻 7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铁高新工

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

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

可续期公司

债 券 ( 第 一

期)(品种一) 

工业 YK01 138780.SH 2024-12-27 1,300,000,000.00 3.97 

中铁高新工

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

工业 YK03 240177.SH 2025-11-24 500,000,000.00 3.10 



  
 

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

可续期公司

债 券 ( 第 一

期)（品种一） 

中铁高新工

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

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

可续期公司

债 券 ( 第 一

期)（品种二） 

工业 YK04 240178.SH 2026-11-24 700,000,000.00 3.25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一期)(面向专业投资

者)（品种一） 

于 2023 年 12月 4日兑付自 2022年 12月 4日至 2023 年 12月 3日期间

最后一个年度的利息和本期债券本金，已按时完成本息兑付，未行使递

延支付利息权或续期选择权。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

技创新可续期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一) 

于 2023年 12月 27日兑付自 2022年 12月 27日至 2023年 12月 26日期

间的利息，已按时完成付息，未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24 54.21 增长 1.03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82,922,381.67 1,645,590,468.72 -3.81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8 0.10 -17.17 

利息保障倍数 97.83 97.67 0.1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详见报告全文第三节“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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