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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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兴业证券：董令飞、李博彦、石康；中英益利保险资管：吴皎灵； 

北信瑞丰基金：石础；光大永明：刘奇、余江；光大证券：李海宝； 

红土创新基金：陈若劲；国新投资：于伟明；海保人寿：王晓檬； 

恒远资本：卞大利；国金基金：边广洁；华安基金：盛骅； 

华商基金：李卓健；华夏基金：代瑞亮；华夏基金：胡斌；  

汇添富基金：赵鹏飞；惠华基金：张亚滨；京文博启胜投资：曹锋； 

泰康基金：诸凯；九泰基金：袁多武；民生加银基金：金耀； 

首创证券：王洁若；天风证券：张明磊；天弘基金：张弋； 

西部证券：李远剑；兴全基金：马思源；东方阿尔法基金：翁亶； 

东方基金：陈皓；阳光保险资产：马敦超；长城财富：燕春旭； 

长盛基金：李煜；中信建投基金：杨广；安信基金：王渊锋； 

中邮基金：陈震；中邮人寿保险：刘振宇。 

时间 2021 年 3 月 26 日 09:30 

地点 公司 2521 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总经理：王树刚          董事会秘书：夏保琪 

计划财务部部长：韩枫    综合管理部：庞世宁    

证券事务部：张伟、吴荣霖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是航空机电产品，在国内航空机电领域处于主导地位。高

性能军机机载设备占军机比重为 30%-40%，机电设备占 15%-16%。公司旗

下有 12 个子公司，2004 年上市，2012 年重组完成机电业务整合，当时机电

产业收入约 25 亿，目前已经营收 90 亿，中间经历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资产整合、发行可转债等历程。公司 2010 年启动重组，市值最初 29 亿，最

高峰值超过 500 亿，目前 400 亿左右。 

公司营业收入逐年增长，自 2010 年重组至今，营业收入增长了 23 倍，

归母净利润增长了 31 倍。航空产品增长相对较高，占比不断提升，2020 年

已经提升到毛利占比 82%，营收占比 74%。 

二、公司优势能力 

公司通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以下三大优势： 

1.产业周期长，发展前景大。军航、民航、航空维修三大赛道，都是足

够长的。从军费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公司未来发展的确定性。 

2.内生外延兼备，价值逻辑明确。公司 2012 年重组时是 7 家航空企业，

目前已经有 12 家。从航空角度看，目前体内公司占比达到 45%。公司 2012

年重组时已和市场承诺，只要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旗下的航空机电资

产，中航机电是唯一的整合平台。公司 2014 年收购风雷和枫阳，2017 年收

购新航、三江，2019 年收购航健、增资宏光，一系列过程市场都是看得到的。 

3.公司核心竞争力突出。公司在行业标准、平台整合、研发能力、实验

验证能力方面都是航空工业体制内最好的；体制机制上，直接控股股东中航

机载系统有限公司被列入国务院国资委的“双百行动”企业，集团公司航空

工业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试点是第一个改革的商业二类企业，对公司今后的改

革等各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推进和指导意义。 

三、公司发展思路 

航空机电产业目前处于非常好的发展阶段，一是国家重器的发展需求非

常强烈，机电产品作为制约飞机跨代发展的重要配套产品，需要发展；二是

技术发展实现从模仿到自主研发阶段，公司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具备了更上

一层楼的能力；三是公司各子公司发展也比较好，自我积累的能力具备跨越



式发展。 

公司在发展思路上关注以下方面：1.以创新能力提升的自主研发能力；

2.以素质能力建设的生产制造能力；3.以流程化为标志的AOS管理体系建设。

公司重点关注创新能力，近几年对子公司的考核标准，在原有业务标准上，

增加了研发程度、主业占比、运营质量等标准。 

 

1.相较于整个航空产业的增长幅度，公司 2021 年经营目标设立是否偏

保守？ 

公司设立目标主要考虑到 2021 年业务有所调整，包括已公告的庆安制

冷产业退出，以及其他面临竞争的非航产业情况还存在不确定性、为夯实企

业能力突破做出的短期利益牺牲等情况。历年公布董事会目标以来，都是可

以完成的，这是公司发展的底线。 

2.股权激励目前审批或政策上是否存在障碍？ 

股权激励具体施行还需要各种流程的审批，目前仍然在积极推进中，如

有进展，会根据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公告。 

3.公司对于下属 12 家子公司有何考核指标和激励措施？ 

公司在考核方面更多关注企业运行质量和科研生产能力提升，包括利

润、成本费用率、负债率以及收入增长中的主业占比、研发投入强度。激励

措施包括科技型企业岗位分红和利润增长分享机制。 

4.公司 2016 年通过员工持股计划，2020 年卖出。从这几年运行效果来

看效果如何？后续员工持股计划什么态度？ 

根据相关要求，企业不能做双重激励。公司在第一次员工持股计划结束

后，已经在回购股票时计划实施新的激励。目前公司已完成股票回购并在积

极推进中。 

5.作为原天津航空机电有限公司领导，请问总经理王树刚先生有哪些经

验可以在中航机电复制推广？ 

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

高自身价值与竞争优势，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适应未来较高的机电产品发展

要求；二是通过提升制造能力和改善管理流程，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质量。 



6.两个研究所改制进展如何？“十四五”期间进度如何？ 

从大的层面上，政策上的障碍已得到解决，目前来说，问题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能够完成的概率在逐步提高。 

7.自 2017 年首批院所改制以来，有没有比公司速度更快的可以借鉴的

情况？ 

在同样体制机制下，公司在运作改革方面做到了领先，公司历次的改革

和运作都走在前列。 

8.公司旗下 12 个子公司，大多数都是航空老厂，在“十三五”收官之

际，历史包袱清除情况如何？ 

公司作为上市企业，历来关注历史包袱问题：一是公司在历次资本运作

时都会进行该项工作，不留历史包袱；二是从人均销售收入和人均利润角度

上看，与一些先进制造业相比偏低。一方面是多品种小批量的行业特点，另

一方面，公司的工业体系还不完整，社会化协作程度还不够高。很多产品是

从原材料开始做，小而全的体系就会造成人员比较多，工作效率相对不是很

高，这方面没有成熟的市场化机制；三是从历史方面看，公司在财务上留足

经费处理历史包袱问题，并且公司在符合国家政策前提条件下严格控制资金

支出，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影响。 

9.公司订单、业务预期如何？毛利率情况如何？ 

  目前还未确定，还在谈判过程中。公司会以自身整体盈利能力作为谈判

前提基础，如果价格上出现争议，会寻求在预付账款等方面获得补偿。公司

目前航空产品毛利率 30%，此外，公司近一段时间会进行自主研发投入，

自主和国拨的投入占比能到 10%左右，确保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 

10.公司产品价格取决于什么？受原材料影响大否？ 

 公司产品价格不单取决于原材料，原材料在成本中占比不高，机械加工

零件一般 15%左右，后续技术、设计、工艺在成本中比重较高。 

11.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情况？ 

 目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主要是规划和考核，以及在技术发展协同方面

统一部署。公司是投资型管理，制定考核标准政策，市场、业务、人事由子

公司负责。 



12.“十四五”期间公司增长情况如何？有无产能问题？ 

 随着技术逐渐成熟和生产能力不断加强，“十四五”期间公司增速大概率

会提高。公司从 2010 年开始，企业员工同比口径上没有增加，设备的利用

率提升上有很大的空间。 

13.对于汽车零部件业务，今年有无目标？ 

在 2020 年基础上不下滑。 

14.C919 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来看，C919 对公司收入贡献影响较小。 

15.2020 年政府补助来源是什么？未来会不会有持续性支持？ 

政府补助包括地方支持和国家层面支持。公司子公司在当地都是高科技

龙头企业，地方支持稳定；国家层面支持跟项目有关，同样比较稳定。 

16.关于主业聚焦，公司有何长远的规划？ 

公司一方面继续聚焦主业，大力发展航空机电产业；另一方面调整非航

空产业，剥离不良产业。 

17.公司供求关系如何？收入增速受制于需求还是供给？ 

不同于其他单一产品的企业，公司产品具有多品种小批量的特点，配套

多家主机单位。公司专注于自身生产技术能力提升，通过技术引领做大市场。 

附件清单

（如有） 

 

日期 2021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