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防军工：船企重组叠加
业绩向好  造船行业拐点
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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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2 月 28 日晚,中国船舶、中国动力发布公告,为规范中国船舶集

团下属柴油机业务同业竞争,中国动力拟与中船工业集团、中国船舶共同投

资组建合资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动力将持有合资公司控股权。同时,

中船科技发布公告,公司拟发行股份收购中船海装、中船风电发展、新疆海

为、洛阳双瑞、凌久电气部分或全部股权,并拟募集配套资金。 

中船集团解决同业竞争拉开序幕,其他上市企业有望跟进:2019 年 10

月 25 日,“两船”合并方案获得批准。2021 年 7 月 1 日,中船集团旗下九

家上市公司集体发布公告,中船集团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船工

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 100%的股权,从而成为九家上市公司实控人,使得中

船集团解决旗下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正式提上日程。本次中国船舶、中

国动力发布的公告表明,中船集团将采取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对旗下柴油

机资产进行整合,合并后中国动力囊括了船舶行业各型动力装置的核心资产,

进一步巩固了国内船舶动力领域的龙头地位。本次针对中船集团柴油机资

产同业竞争问题进行的重组,开启了中船集团解决同业竞争、开展重组的序

幕,后期,为了解决中船集团旗下船厂资产同业竞争等问题,中船集团有望进

一步出台重组方案。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结束在即,船舶行业资产证券化水平有望进一步提

升:2022 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的最后一年,本次行动的

目标之一是进一步扩大混改范围,进一步深化改革内容,并由混资本为主向

混机制为主转变,并积极鼓励用资本市场助力科技创新,推动更多优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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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上市公司。本次中船科技发行股份并收购中船集团旗下海上风电等相

关资产,表明中船集团在国企改革及资产证券化方面开始有所行动,未来中

船集团相关资产的改革有望进一步加速。 

造船行业订单及业绩同时向好,行业拐点已至。船舶工业协会的数据显

示,今年 1~11 月份,全国造船完工 3588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7.9%,承接新船

订单 6364 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82.6%,11 月底,手持船舶订单 9639 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 35.9%。业绩方面,1~11 月,75 家重点监测船舶企业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2691 亿元,同比增长 4.2%,利润总额 21.6 亿元,同比增长 27.1%,

一改前期行业增收不增利的情况。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业绩拐点已至的中船防务、中国船舶、中国重工等

船厂企业,以及定位于船舶动力平台的中国动力,定位于船舶信息化平台的

中国海防等船舶配套企业。 

风险提示:相关上市公司重组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民船行业利润率水

平下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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