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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09                                  证券简称：中国通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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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沟通 

□其他 

参与单位及

人员 

线上投资者、中邮保险资产管理、中国工商银行、民生加银基金、

国新投资、中信建投、中国国际金融、银河证券、国投证券、光大

证券、长江证券、浙商证券、华安证券、中泰证券、华西证券、东

吴证券等 

（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5 年 5月 29日 15:00-17:00 

地点 视频录播+网络文字互动 

接待人员 董事长、执行董事：楼齐良 

独立非执行董事：姚桂清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李连清 

副总裁、总工程师：张志辉 

副总裁：万宝华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2025年 5月 29日下午，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召

开了 2024 年度暨 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中国通号董事长、

执行董事楼齐良，独立非执行董事姚桂清，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李连清，副总裁、总工程师张志辉，副总裁万宝华出席本次活动，

与参会人员分享了中国通号经营业绩、业务发展等情况，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问答交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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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年政府报告提出低空经济之后，行业和公司的进展都很快。

从短期、中期、长期维度上看，公司低空产业如何布局？以后主要

从事哪些业务？ 

答：感谢您的提问。 

中国通号围绕打造智能控制领域“大国重器”总目标，以智能

控制根技术优势为基础，聚焦“轨道交通+低空经济”两条赛道，发

展智能轨交、智能低空、智慧城市、智能作业等智能业务，加快研

制智能终端装备。在低空经济领域，培育低空空域管控、无人机智

能终端、服务运营业务，构建“三业一态”产业格局。 

国家发改委新设低空司，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等部委陆续出台

了相关政策，加快发展低空经济。中国通号充分发挥自身在轨道交

通领域智能控制技术的先发优势，向低空经济领域延伸，不断优化

低空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系统解决方案。针对 “管不住”就“飞

不起”行业痛点，我们认为要解决好控制、通信、反制三个重要问

题。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这三方面的技术攻关，分别与三个院士团

队深化合作研究。作为国家队，公司希望在原创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既能真正解决问题，又具备成本优势，为行业发展奠定好的基础。 

低空经济未来前景广阔，但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目前看，仅巡

检等业务还不足以支撑起产业的发展。随着低空交通、低空物流等

应用场景的逐步落地、推广，产业发展未来可期。当前，中国通号

专心致志打磨技术，加快推进“三业一态”产业格局，注重推动应

用场景的落地和培养。我们广泛开展交流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携手中信、邮政、铁塔、中检构建载客运营、物流运输、政务巡检、

检验认证等低空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发展。谢谢！ 

2.铁路安全和信息化是轨交行业投资的重中之重，早期武广线

等线路投入使用超 15年的时间了，后续整线替换的节奏如何？ 

答：武广高铁近年持续推进相关设备更新，如，2022 年的安全

标准示范线建设工程，2023 年的信号设备安全专项整治工程，2024

年的 CTCS-3级列控系统达速改造工程、广州南无线闭塞中心（R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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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化建设工程等，公司已累计承揽相关合同订单约 4 亿元。我们

判断，在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影响下，武广线预计加快更新改

造进度。 

随着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的持续推进，运营超 15年的 8千

多公里高铁线路和 10-15 年的近 1.1 万公里高铁线路预期将陆续加

快更新改造节奏。近年来，公司已感受到节奏逐渐加快，早期投运

的武广、京沪、沪杭、合武等多个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动作。

2022 年以来，公司铁路领域改造和运维业务承揽占比已上升到 30%

以上，预期未来 3-5年可以达到 40%，但需要基于市场竞争和新建项

目承揽额等多重因素综合确定。谢谢！ 

3.请问公司低空业务在飞行器制造方面有什么考虑？ 

答：低空飞行器制造是公司构建“三业一态”产业格局的重要

部分，我们学习考察了众多飞行器厂家，未来哪种机型将得到普及，

还在研究讨论阶段。公司可以通过自研、并购等多种方式，加快推

进新型航空器产业布局。对中国通号而言，当前最重要的是不断完

善空域管控技术，推动场景成熟、普及。 

4.请问公司国际化业务布局，进展和预期？ 

答：公司坚决贯彻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夯实亚太、南

非、北非、美洲、欧洲及中东五大区域中心建设，加强五大区域中

心的力量配置，海外市场经营能力的不断提升，近年海外市场新签

合同额保持逐年增长良好态势。随着公司越来越多的海外重点工程

顺利开通，我们的列控系统及装备知名度、认可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今年以来，公司相继中标阿尔及利亚、迪拜、澳大利亚等地项目，

取得良好开局。公司将持续加大对越南、尼日利亚、几内亚、巴西、

墨西哥、塞尔维亚、肯尼亚等重点国别的市场开发，深度推进属地

化经营，加强境外合作力度，持续提升海外生产经营能力，不断扩

大中国通号品牌影响力，加快推动海外市场成为公司新的经济增长

点。 

5．公司近年现金分红率都在 50%以上，请问未来公司是否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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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保持或者进一步提高分红率？ 

答：感谢您的提问。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回报，2024 年度拟每

股派发 0.17元现金股利，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8亿元，占公司 2024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1.51%。 

公司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特别是通过业务结构的优化管理，

鼓励新业务发展，公司有信心对盈利质量、现金流保持较好状态，

从而利润分配保持较高水平。 

6.高管您好，请问您如何看待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答：感谢您的提问。铁路方面，2024 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了 8506亿元，创历史高点，今年预判保持高位。一是新建项目

总量整体略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二是更新改造市场规模正

在逐渐扩大；三是运营维护市场需求逐渐增多。城轨方面，新建项

目在节奏上有所趋缓，更新改造市场已进入上升通道。 

7.您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期行业整体和行业内其他主要企

业的业绩表现？谢谢。 

答：从未来发展上看，公司国内铁路市场、海外轨道交通市场

预计继续保持稳增长态势。国内城轨市场受新建项目趋缓等因素影

响，努力克服短期影响，保持订单稳定；未来，综合考虑新建、运

维、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业务，我们有信心实现“稳中有进”。轨道交

通以外领域，公司将严格管控市场房建业务，同时推动智能控制技

术向智能低空、智慧城市、智能作业等领域拓展，培育新质生产力，

发展战新产业，积极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情况，需要基于各

产业发展形势和政策落地情况确定。 

8．公司股价持续下跌，跌到现在还不回购？难道是还嫌股价跌

的不到位？另外公司现金流问题如何才能解决？现金流何时才能回

正？ 

答：感谢您的提问。2024 年度，公司剔除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

款 项 净 增 加 额 后 的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为

2,373,006,832.1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59%。感谢您的关注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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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9.公司在高铁列控系统等核心领域的市占率是否有变化？ 

答：您好，整体上看，未发生较大变化。公司高铁信号系统细

分列控、联锁、轨道电路、CTC、RBC 等多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每

年受全国招标总量、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市场占有率存在一定波

动，行业的竞争格局未发生重大变化。谢谢！ 

10.请问海外市场的订单进展如何？ 

答：您好，2024年，公司累计新签合同总额 500.69 亿元，同比

下降 31.53%，其中：铁路领域 256.37亿元，同比增长 2.09%；城轨

领域 100.06亿元，同比下降 24.09%；海外领域 59.19 亿元，同比增

长 58.27%；工程总承包及其他领域 85.08亿元，同比下降 72.63%。

2025 年 1-3月，累计新签外部合同总额 72.13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36.51%。其中铁路领域新签合同额 42.3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5%；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新签合同额 22.4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7.17%；海外业务领域新签合同额 3.4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4.16%；工程总承包及其他领域新签合同额 3.93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91.30%。另外，2025年 3月中标迪拜地铁蓝线项目通信系统、

信号系统、综合监控系统、维护管理系统(MMS)及虚拟化云平台供货

集成安装项目，金额 6.9 亿迪拉姆（折合人民币约 13.3 亿元），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4日披露的公告。谢谢！ 

11.高管您好，请问贵公司本期财务报告中，盈利表现如何？ 

答：公司 2024年新签合同额 500.6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324.73

亿元，净利润 40.69 亿元、经营性现金净流入 52.36 亿元，研发投

入强度 6.28%，资产负债率 57.22%。2025 年第一季度新签合同额

72.13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67 亿元，净利润 6.52亿元。谢谢！ 

12.公司新技术 AI、北斗导航是否已实现商业化应用并贡献收

入？ 

答：在北斗应用方面中国通号多年前已经开始布局。基于北斗

定位和低建造成本、低运维成本的新型列控系统，在新疆和若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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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顺利开通，另外，在平煤铁路、准池铁路等装配的列控系统均运

用了北斗定位技术。在数智化方面，公司围绕智能运控、智能运维、

智能作业等业务领域开展重点技术布局，开展两级架构运控系统、

数字城轨、智慧枢纽、智能货场等原创性引领性技术研究，比如，

更可靠高效的启骥 TACS 系统在上海 3/4 线完成多车运行试验，铁

路智慧枢纽管控平台装载广州白云站，“夷道”数字化货场管控系统

赋能中老铁路国门站磨憨铁路口岸，助推轨道交通产业转型升级焕

发新优势。相信公司的相关产品将得到更多应用。感谢您的提问。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5 年 5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