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1717                             证券简称：郑煤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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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 汇添富基金、瞰道资产、方正证券、东方证券、中原证券、禹合资

产、保宁资本、洲和资本、华泰证券、中信证券、中金公司、嘉实

基金、广发证券、大成基金、睿郡资产、富国基金、高腾资产、景

顺长城、上海运舟、东方财富证券、则实企管等机构投资者，及拟

出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部分自然人投资者。 

时间 2025 年 6 月 5 日 

地点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总部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焦承尧、总经理贾浩、董事会秘书张易辰、财务总监邱泉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1、针对 2030 年长期规划目标，公司如何去做？增长路径是什

么？ 

答：公司以“智驱未来，创领美好生活”为使命，以“成为全

球领先并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工业解决方案提供商”为愿景，坚持电

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全球化的转型方向和发展思路，拥抱人工

智能，持续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通过多元化的业务布局、资源整

合和产业链协同，推动业务板块间的互补与创新，发挥协同效应，

努力实现 2030年千亿的发展目标。 

一是立足当前谋划长远，持续做强做大煤机业务。煤机板块坚

持以智能驱动产品成套化发展、以数字驱动业务全流程变革。加大

研发投入力度，实现更多煤矿设备产品的突破，营造一站式解决方

案竞争优势；强化智能引领，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煤矿设备和更多应

用场景，重点开展煤矿开采无人化、智能化核心问题研发，引领行



 

业智能化发展趋势。 

二是加速汽车零部件板块电气化转型。一方面继续保持核心优

势业务的持续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加快新能源转

型，快速推进高压电驱动、空气悬架系统、动力电池冷板、底盘杆

件、副车架等新产品新业务布局，探索驱制转悬等与电机相关的智

驾业务新机会，加速新能源的发展步伐。 

三是加快数字化转型，培育工业智能板块。从煤矿智能工作面

到智慧矿山，从井工智能到露天智能，努力发展成为矿山数字化运

营提供商；定位于智能工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围绕“生产自动化、

物流自动化、信息自动化”，打造以方案服务带动整体软硬件一体

的交付能力，为原生数字化工厂建设及数字化工厂转型赋能。郑煤

机打造的煤机智能工厂，不仅是全球煤机领域唯一的灯塔工厂，也

是河南省本土企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自建工厂，彰显了公司在行

业内的领先地位与创新实力。未来将锚定智能装备板块，聚焦离散

型智能工厂交钥匙工程，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有望为行业树立新

的发展标杆。 

四是聚焦新兴领域，借助资本力量，奋力开拓新业务。把握“双

碳”背景下的产业新机遇，围绕集团主营业务，梳理可转型、孵化

及潜在并购业务，围绕现有业务中有市场有增量的方向投资，面向

未来的新产业布局，以投资赋能产业发展，全面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2、煤机业务的周期性波动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比提升是大趋

势，但是对能源需求总量持续增长。煤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

是中国的主要能源，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原料，我国离不开煤炭。未

来一段时间内，煤炭产量可能是微增或者持平，对煤机装备的需求

也会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液压支架以前大约八年为一个周期，但

现在的行业情况与以前不同：①全国煤矿数量从 2 万处减至 5000

处左右，以大矿为主；②国家推行煤炭长协价机制，煤炭价格波动

相对收窄；③智能化、成套化、国际化成为煤机行业新的增长点。 



 

公司煤机业务增长潜力在于：①智能化渗透率提升（从综采工

作面到矿山全流程）；②成套化（郑煤机是唯一具备全套装备提供

能力的企业）；③国际化（郑煤机最早走出去的煤机企业，在海外

煤机市场深耕多年；海外露天市场很大，正在研究将井下智能技术

迁移应用于露天开采，提升效率）；④服务化（备件、数据运营、

环保充填设备等）。 

3、煤机周期性波动对毛利率有影响，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激

烈，智能化等新业务也是新进入的，公司对 2030 年目标下的盈利

如何规划？ 

答：公司建立完善了事业合伙人机制，实现了股东、核心骨干

团队的利益一致、目标一致。公司推动收入增长的同时必须确保是

有利润的增长、有现金流的利润，而确保利润率的核心在于依托新

技术、新产品开拓新蓝海领域，同时在传统业务中建立效率优势。

在传统业务优化方面，公司通过生产模式革新显著提升效率，以智

能工厂为例，通过机器代替人工，人力成本大幅减少，人均工效大

幅提升。在新兴领域拓展方面，对其产能建设要求推进工厂数字化

规划、痛点工序/单元的自动化升级，必须实现无人化智能制造，

较传统生产模式显著提升了竞争力，方能在行业利润承压时仍保持

盈利韧性。公司坚持“传统制造提效”与“新兴领域突破”双轮驱

动，通过效率优化巩固基本盘，以技术创新开辟增长极，推动企业

实现可持续发展。 

4、关于索恩格在新能源电机板块的未来布局？ 

答：公司下属 SES（索恩格电动系统公司）在高压驱动电机零

部件关键工艺技术领域的积累和突破，目前已获取多个头部客户定

转子项目定点，为头部汽车厂商供应汽车零部件，并且也实现底盘

域电机业务的突破。SES将以客户为中心，发挥大规模生产优势，

通过规模化提升竞争力，确保高质量交付；围绕战略客户需求，以

现有业务为切入点，以现有研发核心能力（电机电控、软件硬件）

和资源，围绕战略客户需求，探索驱制转悬等与电机相关的智驾业



 

务新机会。同时开源节流、持续改善，通过卓越运营提升盈利能力。

未来随着订单和收入规模的提升，盈利能力将有望持续改善。 

5、公司在煤机行业凭借智能化水平实现了良好的利润率，当

前汽车行业智能化加速且竞争加剧，能否将煤机领域的智能化经验

复制到汽车领域？具体有哪些可借鉴的路径？ 

答：目前公司下属工厂正在推进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核心目

标是减员、提质、增效，每个工厂总经理都有一项提升人均效率的

KPI。以索恩格长沙工厂为例，其曾多次荣获湖南省工业企业“亩

产冠军”，智能化改造成效显著。公司通过智能化提升效率，同时

确保产品质量，实现“做得好、速度快、成本低”的综合优势，这

种优势将直接转化为利润空间。在技术研发层面，持续加大新产品

研发投入，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突破，努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将研发投入逐步转化为市场回报。 

6、公司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电机电控领域，竞争非常激烈，

公司如何构建竞争优势？ 

答：在汽车驱动电机领域，公司坚持长期主义，依托全球视野，

通过研发持续领先与制造持续改善的差异化优势参与市场竞争。依

托领先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以近乎零缺陷确保大批量产品交付

质量稳定，获得了某头部品牌客户的最高质量奖项。在技术层面，

公司在电机仿真、热管理、NVH和电磁场设计方面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能快速根据客户方案做出高性能产品。公司研发聚焦底层技术

能力而非单一产品，即便未来技术迭代，核心能力也能迁移复用，

对持续进步和提升竞争力充满信心。 

7、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有接近 50%的收入，还有很多来自于

海外，请问关税对公司汽车业务的影响。 

答：公司在收购汽车零部件业务后，实施了全球的布局调整，

将 SEG工厂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公司在美国的业务生

产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在欧洲的业务生产主要集中在匈牙利，亚洲

业务生产在中国、印度，通过本地生产、本地营销、本地供应链，



 

降低全球贸易及关税的影响。公司从中国出口到国外的业务占比很

小，针对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事项，公司将与客户协商分担，目前关

税政策对公司的影响较小。 

8、公司怎样做好海外索恩格公司管理？对索恩格有什么降本

提效措施？ 

答：SEG总部位于德国，根据德国相关法律，一是通过监事会

来管理、决策重大事项。二是在运营层面，建立授权经营机制；SEG

每个月召开经营管理会议，公司高管定常参与；公司内审对 SEG全

球工厂定期审计覆盖。三是公司推进全球数字化体系建设，努力实

现全球数据的打通，规范、精简业务流程，整合数据，实现集团协

同及赋能。 

SEG拥有优质的客户群体，近年来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现金流

状况良好，在利润端持续改善。SEG通过推进自研 48V BRM电机量

产，在 12V电机和 48V BRM 领域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从目前的订

单来看，SEG 现有业务在未来数年内将保持稳定。同时，SEG 在新

业务方面也实现了突破，中国新能源高压驱动业务快速发展，印度

高压电机业务取得新突破。 

SEG将持续降本提效，精简管理层级、增强总部赋能、激发内

生动力，降低在高成本地区的人员成本；借助中国供应链支持，提

升全球业务盈利能力；扩大售后业务；在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 

附件清单（如

有） 

 

日期 2025-0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