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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

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建重工”、“公司”）持续督导工作

的保荐机构，负责铁建重工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并

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

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

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作

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签署持续

督导协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铁建重工签订保荐协议，该

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违

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前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铁建重工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按有关

规定须保荐机构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

规情况 

4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现或

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

当事人出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

体情况，保荐人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铁建重工在持续督导期间未发生违法违

规或违背承诺等事项 

5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检查、尽职

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

访等方式，了解铁建重工业务情况，对铁

建重工开展了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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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

切实履行其所做的各项承诺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铁建重工

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

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铁建重工依照相关规定健

全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公司治

理制度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

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

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

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

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督促铁建重工严格执行内部控

制制度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披露

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铁建重工严格执行信息披

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

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

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及时督

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更正或补

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对上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阅的，

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五个交易

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

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

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

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保荐机构对铁建重工的信息披露文件进

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情况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者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函的情况，并

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

正 

铁建重工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铁建重工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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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针

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市公

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披露的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公司如实

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露或澄清

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持续督导期间，铁建重工未出现该等事项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

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关业务规

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

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

（三）公司出现《保荐办法》第七十一条、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四）公司不配合持

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人

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铁建重工未发生前述情况 

15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构、

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十五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存在重大

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

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

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

常；（五）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

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项。 

2023 年，铁建重工不存在需要专项现场检

查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一）经营风险 

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不同种类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其价格波动可能导致产品成

本的上升；公司少量产品使用进口零部件，国际供应链的变化可能给公司生产带来

一定影响。在原材料价格管理方面，公司积极开展降本增效工作，采取战略协作、

集采招标等方式，控制原材料采购价格增长；在供应链安全方面，公司与上下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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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成协同创新体系，广入严选供应商，签订战略性协议，增强供应链韧性；在国

产化方面，公司加大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攻关，取得一定进展，进一步推进零部件

国产化、通用化。 

（二）财务风险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增长，同时因市场竞争环境发生变化，销

售货款结算周期拉长，应收账款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公司应收账款客户主要集中

于中央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回款可控程度相对较高。公司制定了回款

清欠机制，实行多形式的回款策略，执行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回款考核制度；执行

严格的分级评价制度，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调整收款机制。 

公司海外业务发展迅速，海外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外币（美元、欧元等）业

务增长较快，外币汇率波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公司建立有切合自身实际的汇率风险管理制度，将外汇风险敞口控制在相对合理的

范围，避免汇率波动对企业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行业风险 

公司隧道掘进机、轨道交通设备及特种专业装备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新型轨道交通、矿山、水利水电、抽水蓄能及其他公共交通基建（包

括公路、桥梁、隧道及其他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础建设领域的产业

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的变动可能影响公司业务的拓展。 

（四）宏观环境风险 

国内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明确了“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主

基调，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以培育壮大增量来调整优化存量。国际

方面，全球多个地缘政治高风险地带，面临相关国家形势动荡、政策稳定性差、营

商环境不完善等多重挑战，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冲击，可能对公司新签合同及

营业收入产生影响。公司紧跟国家关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国家安全、畅

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针，加

强对行业政策及发展趋势的分析，打造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差异化的高端智能

装备，形成企业产品的核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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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心竞争力风险 

通过持续的变革创新，公司构筑了九种主要核心竞争力，涉及到党建引领、技

术创新、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风险控制、生产管理、数字化等各个方面。这些

核心竞争力，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市场调整、技术革新、商业模式改变等因素，

会存在弱化和缺失的可能性。但经过十多年的历史沉淀，公司持续构筑的这九种核

心竞争力，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3 年，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3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1,002,746.69 1,010,154.78 -0.73 951,72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9,348.76 184,414.78 -13.59 173,54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667.72 171,586.24 -16.27 157,54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0,353.27 107,072.24 -34.29 -148,408.77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2021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53,328.63 1,548,611.34 6.76 1,417,201.91 

总资产 2,544,099.31 2,378,664.65 6.95 2,266,582.53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21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5 -14.29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5 -14.29 0.3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27 0.32 -15.63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8 12.48 减少2.50个百分点 15.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0 11.61 减少2.61个百分点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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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8.79 9.19 减少0.40个百分点 7.12 

 

上述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如下： 

1、公司 2023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主要因公司产品结算

周期拉长，导致本报告期回款减少。 

2、2023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是因报告期内受市场

竞争环境、价格变化及产品结构等因素影响，公司销售毛利率较上年下降所致。 

综上，公司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变动具备合理性。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2023 年，公司全面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敢为人先的自主创新精神，

差异化科技创新路径，依托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攻克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研制多

项领先的“国之重器”，支撑了大型铁路、公路、水利、矿山等多领域国家战略工程

建设，推动了以掘进机为代表的隧道施工装备实现从依赖进口到批量出口的跨越发

展。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瞄准高端装备智能化发展方向，不断实现技

术创新和技术迭代，以装备创新支撑国家战略性重大工程建设，走出一条突出创新

引领的央企高质量发展之路。2023 年，公司排名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第 32 位。 

2023 年，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一）研发支出及变化情况 

2023 年，公司研发费用为 88,109.30 万元，较去年减少 5.10%；研发费用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为 8.79%，较去年减少 0.40 个百分点。 

（二）研发进展 

公司持续强化前沿技术、基础研究、应用技术攻关力度，突破一系列地下工程

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品“革故鼎新”。瞄准掘进机主轴承、主驱动密封、减速

机、大排量液压泵及马达、控制系统等核心零部件技术，持续攻坚克难。公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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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国产直径 8.61m 主轴承并建成生产线，代表着国产盾构机主轴承实现从中小直

径到超大直径型谱的全覆盖，经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科技成果鉴定，“大型全断面

隧道掘进机主驱动轴承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

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成功研制的 750（mL/r）排量液压泵和 500（mL/r）排量

液压马达，实现国产大排量液压泵/马达装机批量化应用。突破地下空间重载装备载

荷谱测试与重构技术，攻克基于试验与仿真的产品动态载荷识别和载荷谱编制等技

术，突破由于缺乏真实工况数据导致难以实现产品精细化设计的技术瓶颈，在掘进

机、隧道装备、农机装备等多类产品中应用，为产品优化分析和试验评估提供准确

输入。 

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地下工程装备数字样机及数字孪生技术与系统研发》，

首创地下工程装备全机数字样机设计仿真平台和基于混合现实的数字孪生系统，突

破装备施工地质环境预测技术、整机机电液一体化、地下工程装备全生命周期全景

感知与状态镜像映射、地下工程装备模型库构建、地下工程装备虚实一致性分析与

可信仿真等 14 项关键技术，成果应用于盾构机、凿岩台车、掘锚一体机等大型地下

工程装备领域，并在高原铁路、大型煤矿等重大工程开展应用验证，实现了少人化、

无人化施工，为数字样机与数字孪生技术在复杂装备行业的全面深化推广应用提供

可借鉴、复制和迭代升级的研发范式。项目成果入选 2023 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创新

成果。 

隧道掘进机方面，公司自主研制产品 10 余项，研制了大坡度可变径反井 TBM

“天岳号”，实现 50°超大倾角连续爬坡、6.53m 和 8m 可变径开挖；研制大直径双

护盾土压组合式掘进机，实现双护盾和土压掘进模式的有效组合，应用于广花城际

铁路项目京白区间工程建设，解决以往设备只具备敞开式掘进、仅适用单一稳定地

质条件掘进问题；研制国产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应用于海珠湾隧道工程建设，

有效控制了大直径、高水压、长距离、上软下硬复杂地层等复杂工程的施工风险，

对推动广州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研制国

产小直径快速铺顶机，实现了小直径隧道开挖与管道铺设同步，应用于泰国曼谷天

然气管道铺设工程，为天然气管道铺设等领域的小直径管道快速安全施工提供全新

解决方案；另外还研制了矿用新型敞开式 TBM、绿色智能土压平衡盾构机、顶盾机

等系列地下工程高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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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钻爆法施工装备方面，公司研制了煤矿用大口径水平救援钻机，实现煤矿

立井罐笼模块化拆分下井和快速组装，为煤矿施工安全保驾护航；研制了自动控制

喷射装置，实现智能化、高空无人化喷射作业，推进湿喷作业工序由简易人工抱管

喷到智能化作业的跨越式发展。以国家智慧矿山、绿色矿山发展战略为契机，不断

拓展矿山机械业务，公司研制了矿用拱架台车，应用于金川集团三矿区项目，实现

复杂矿山巷道多种型式钢拱架机械化立拱作业。另外还研制了拱锚台车、小型隧道

除尘台车、矿用液压掘进钻车、矿用液压锚杆钻车等钻爆法关键工序智能化施工装

备。隧道钻爆法智能成套装备荣获首届湖南省“十大科技创新技术”并入选第四届

全国地下空间创新大赛优秀科技成果。 

矿山装备方面，公司研制了 10m 超大采高工作面顺槽 40 ㎡级超大断面掘锚一

体机，应用于陕煤集团世界首个特厚煤层超大采高项目，攻克超大掘进断面形状难

控制、7.5m 超宽巷道单刀截割负载大、超大支护跨距断面支护稳定性差的难题，实

现超大采高巷道掘-支-运一体化高效、连续、平行作业；研制 540kW 大功率掘锚一

体机，首次在煤矿巷道掘进设备上应用矿鸿操作系统，攻克了巷道掘进截割效率不

足的难题，实现巷道全断面机械化快速掘进支护；研制国产零空顶零空帮快速掘锚

成套装备，应用于山东能源集团煤矿掘进项目；研制了掘、支、锚一体化悬臂式掘

进作业平台及自移式掘进工作面液压动力中心成套装备，攻克井工矿井在地质环境

复杂灾害严重的情况下掘进智能化水平低的难题，实现掘进工作面掘-锚-运-探全过

程智能远程可视化集中控制、多循环连续智能化作业。矿山装备产业连续两年入选

中国煤炭机械工业“50 强”企业。 

轨道交通设备方面，公司研制了“60-9 号双层非线性减振道岔”，攻克了机车过

岔舒适性差、噪声大等难题，实现了良好的减振降噪效果；研制了适用海外 1,067mm

轨距 50kg/m 钢轨 8.5 号、12 号单开道岔，攻克了中国标准与国外窄轨类标准相结合

的难题，应用于尼日利亚东线铁路修复项目；研制了轻型地铁探伤系统，攻克了车

辆轻型快速化、模块化便捷拆卸以及超声波探头的集成技术研究，实现了运行速度

达到 25km/h，探伤作业速度达到 15km/h，解决了人工探伤检测困难、工作强度大、

作业效率低等现状；研制了地铁盾构隧道智能检测车，实现了隧道表面病害和隧道

变形的动态智能检测分析；研制轨道几何检测系统装备，攻克了检测信号随检测速

度变化在空间域产生移变衰减的难题，实现了线路弹性变形和永久变形叠加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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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参数的动态检测；研制了车辆段检修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车辆段检修业务的快

速、高效流转，进而实现列车全生命周期管理。 

高端农机装备方面，公司持续加快新产品开发进度，拓展产品型谱，研制了

4QZ-4500 高端青贮收获机，在新疆巴州及吐鲁番地区开展田间试验，累计作业面积

达 4676 亩，产品作业效果良好，获得客户一致认可。研制了 4MZ-2 箱式采棉机，

实现采净率＞93%、含杂率＜10%，并在湖南省澧县、沅江市、临湘市、山东省无

棣县等多个地区开展采收作业，得到农业农村部、湖南省农业厅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研制 4MZ-4 箱式采棉机，成功出口到乌兹别克斯坦，拓展海外市场，以高采净率、

高可靠性获得了用户的认可。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的知识产权情况如下所示： 

 
本年新增 累计数量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申请数（个） 获得数（个） 

发明专利 521 184 2,658 816 

实用新型专利 468 370 1,934 1,683 

外观设计专利 17 11 179 160 

软件著作权 128 129 292 292 

其他 0 5 49 21 

合计 1,134 699 5,112 2,972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13 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数量为：1,285,180,000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

之前）；1,477,957,000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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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后，公司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47,795.70 万股，发行价格为 2.8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24,173.66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16,116.88 万元。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之前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

年 6 月 1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1）第 00277 号）；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因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G214356

号）。经审验，前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

益，铁建重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和要求，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监督等做

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

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87,934.08 万元，

其中：投入募投项目为人民币 286,281.88 万元、支付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1,650.04 万

元、银行手续费支出为人民币 2.16 万元，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为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 

受客观因素影响，公司预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在原计划完成期限内完

成。经公司审慎考虑，为更好地发挥募集资金的投资效益，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

益，决定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成或资金支付时间延期，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原定建设周期 延期后预计完成日期 

1 
新型绿色建材装备的

研发项目 
2 年 2025 年 12 月 

2 研发中心项目 2 年 该项目已于 2023 年 1 月完成竣工验收，预



11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原定建设周期 延期后预计完成日期 

计于 2025 年 2月全部资金款项将支付完毕。 

3 
新产业制造长沙基地

一期项目 
2 年 

该项目已于 2024 年 2 月完成竣工验收，预

计于 2026 年 2月全部资金款项将支付完毕。 

 

延期的具体原因： 

1、新型绿色建材装备的研发项目 

新型绿色建材装备研发项目旨在通过研制成套专业设备实现对隧道施工中产生

的弃碴绿色再利用，同时完善公司隧道掘进与混凝土施工全施工链设备系列。该项

目整体工程量较大，设计建设周期较长，建设环节复杂且相互制约，外部客观因素

的影响，项目建设过程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为保障项目实施质量和募投资

金使用效率，公司基于谨慎原则放缓了固定资产投资进度，决定将新型绿色建材装

备的研发项目建设周期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2、研发中心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于 2023年 1月完成竣工验收并取得不动产权证，目前已投入使用。

因公司与施工单位约定的合同付款条件为根据项目进度分阶段付款，现第三方审计

结算未完成，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后续款项尚未支付。 

3、新产业制造长沙基地一期项目 

新产业制造长沙基地一期项目已于 2024 年 2 月完成竣工验收，因现第三方审计

结算未完成，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后续款项尚未支付。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系根据客观情况审慎论证作出的决定，不涉及

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等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存储情况及账户余额如下： 

单位：元 

账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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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支行 
431704988018889888888 44,137,355.61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星沙支行 
955109598888888 27,557,175.06 

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行星沙支行 
128902098010988 26,131,843.01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道岔分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支行 
431704888019988888896 29,415,905.98 

株洲中铁电气物资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支行 
431704888018877888888 59,720,724.97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星沙支行 
431704889018877778888 163,924,555.21 

合计 350,887,559.84 

 

（三）募集资金合规情况 

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

了专户存放和使用，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

冻结及减持情况 

截至 2023 年末，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836,262,300 股，通过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9,277,700 股，

本期持股数未发生增减变动。 

截至 2023 年末，公司独立董事苏子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500 股。除此以外，公

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截至 2023 年末，公司控股股东、独立董事苏子孟持有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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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及减持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14 

 

（以下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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