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011 证券简称：合锻智能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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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参与单位名

称

民生证券、光大证券、富国基金、招商证券、中国人保、岱熹投

资、博云创业投资、天风证券、华泰证券、华西证券、国泰君安、

华福证券、华夏基金、上海证券、广发证券、前海开源基金、汇

添富基金、申万菱信、蜂巢基金、中景润控股、中国人寿资产、

中金公司、国海证券、太平基金、中欧基金、宝盈基金、安信基

金、华源证券、南方基金、平安养老保险、国盛证券、财通证券、

交银施罗德基金、华泰基金、国寿安保基金、淡水泉基金、浦银

安盛基金、开源证券、华鑫证券、方正证券、东北证券、浙商证

券、拾贝投资、冲积资产、西部证券、长江证券、国泰基金等（排

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5 年 6 月 3 日-2025 年 6 月 19 日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王晓峰

尖端制造部项目总监：刘琼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1、高端成形机床的发展是否有一些新的趋势？在这些新的趋势

中，我们将围绕哪些关键点来提升竞争优势？下游客户有没有一

些新的需求变化？

答：高端的成形压力机向集成化、高精度、高节拍、低能耗

等方向发展，特别在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有较高的需求。我们

将围绕客户材料工艺和使用需求，提供最优的解决方案。

高端成形机床向集成化大型化发展，原来的多序成形多台机



床组合逐步被大型多工位取代；向高效化发展，工作节拍将继续

提高，提高工作效率；向绿色化发展，各种节能减排技术得以应

用，伺服压力机将逐步成为主流；由提供单机向提供整条生产线

和解决方案方向发展，包含自动化、工艺及模具等的总包。

下游客户对设备的需求主要是新材料以及新工艺的应用，要求上

提升设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结合信息化系统，打造设备、物

流、检测等一体的智能化工厂。公司加大技术研发，通过技术创

新，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和用户需求，保持公司的技术先进性。

2、如何看待智能光电分选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空间？公司

的色选机业务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原因，以及公司的海外业务占比

情况。

答：光电分选领域面向大宗原材料的分选分级、提质增效，

目前仍有大量的大宗原材料的生产、加工、流转、储备、再利用

等环节需要光电分选设备实现产业升级，而且海外市场与国内也

有明显的市场互补，具备极其广阔的市场开拓空间；色选机及相

关业务目前全球市场份额 200 亿+，国内在 80 亿+，从国内外主要

色选机公司来看，市场潜力仍然很大。光电分选未来的发展趋势

上会越来越智能化、产业定制化、通用化，且成为很多行业生产

加工、质量管控上的标配设备。

公司智能分选设备近年来能保持增长势头，主要原因是来自

成熟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和新兴领域、细分领域的不断开拓，两

者均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技术升级来推动市场端设备升级、产

线改造。成熟领域的产品更换周期根据领域不同会有所区别，以

及终端用户对客户产品的要求升级，但随着智能分选产品迭代速

度的加快，一般更换周期会在 3-5 年，否则会明显落后于同行的

加工能力和工艺水平。

在出口业务方面：公司的色选机出口业务占色选机业务

20-25%，主要出口的国家有印度、土耳其、越南等一些东南亚国

家。虽然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大环境以及汇率波动影响，公司仍



有信心一定程度提高出口增长比例，年初在制定本年度出口任务

时考虑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目前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20%左

右。2025 年公司在适应国内外环境同时适时调整各方面策略，我

们仍有信心保持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3、公司中标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 BEST 项目核心关键部件

——真空室制造订单的价值量以及进展情况，公司在真空室制造

过程中的技术难点和壁垒有哪些？

答：公司参与了聚变堆、真空室等核心部件的制造工作。中

标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采购真空室扇区、窗口延长段、重

力支撑项目包（1），通过了聚变新能组织的工艺评审会和生产准

备会，完成了首套真空室原材料采购与验收工作,完成了真空室扇

区及下窗口延长段成型、加工工作，进入焊接、检测工序，首套

重力支撑已交付。参与 BEST 真空室偏滤器、包层、第一壁等项目

的项目研制工作，该项目预计 25 年下半年项目招标。

以 ITER 真空室制造为例，ITER 真空室为环形双层 D 形截面

结构，材料为 316L(N)-IG (ITER Grade)，外环直 径为 19.4m，

高度为 11.3m，内外壳体厚度均为 60mm，双层壳体通过 40mm 厚

的筋板 连接，总重约为 5200 吨。由于运输限制以及为实现模块

化制造，ITER 真空室被均分为 9 个 40°的扇区(Sectors)，各扇

区制造完成后运输至 ITER 总装现场装配成 360°环，每 一个

Sector 的总高和总宽尺寸公差要求控制在±20mm 以内。1/9 真

空室扇区设计包含 184 个 Housing 和长达 160m 的加强筋板，外

壳分割多达 60 块，材料利用率仅 30%，焊缝总长达 1000m，平均

焊缝密度 10m/m2，远超普通真空容器。聚变装置的结构紧凑性 要

求真空室（运行温度~100℃）、 冷屏（~193℃）与磁体（~269℃）

之间的设计间距必 须控制在 50mm 以内。然而，在热胀冷缩效应

的影响下，这三者之间的微小间隙可能会 面临碰撞风险，因此对

制造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由于高密度焊缝与紧凑结构并存的特

点，真空室的设计制造面临着设计风险系数高、成型精度低、焊



接变形大、无损检测作 业空间受限、磁导率控制难等巨大挑战。

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预研，解决了 316L-BG 双曲厚板成型

精度控制控制难、反弹量大、磁导率控制难等问题，成型精度达

到±2mm。开发了高效高质量焊接技术、大尺寸多维度扇区变形控

制工艺，通过多轮试验验证以及工艺评定，解决了焊接变形的问

题。

4、公司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可控核聚变领域的？公司成立夸父尖

端制造公司的原因是什么？

答：公司聚焦聚变堆核心部件制造领域，自 2021 年开始参与

聚变堆真空室制造工艺开发及预研工作，在聚变堆核心部件制造

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组织开展 50 余项涉及真空室成型、加工、

焊接、无损、测量等领域试验工作。

2024 年中标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采购真空室扇区、窗

口延长段、重力支撑项目包（1），通过了聚变新能组织的工艺评

审会和生产准备会，完成了首套真空室原材料采购与验收工作,

完成了真空室扇区及下窗口延长段成型、加工工作，进入焊接、

检测工序，首套重力支撑已交付。

安徽夸父尖端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由合锻智能与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合资成立，围绕国家重大工程，重大

装置，重大需求相关的尖端复杂工艺研发与制造工程，主要业务

包含聚变堆、航空航天、军工及其他大科学装置相关的材料、工

艺的研发与制造。

5、公司在核聚变领域的优势有哪些?公司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的研

发投入和未来项目规划是怎么样的？

答：公司聚焦聚变堆核心部件制造领域，自 2021 年开始参与

聚变堆真空室制造工艺开发及预研工作，在聚变堆核心部件制造

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2024 年，公司中标聚变新能（安徽）有限

公司发包的 BEST 真空室项目#1-4 段，总项目中标金额 2.09 亿。

组织开展 50 余项涉及真空室成型、加工、焊接、无损、测量等领



域试验工作。主要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有：解决了双曲厚板成型精

度控制、反弹量大、成型过程中形变引起相变导致铁素体增加等

问题；厚壁奥氏体不锈钢电子束焊接取得突破性进展；开发了粗

晶焊缝阵列超声等先进无损检测工艺等。

依托聚变堆真空室项目，为满足复杂三维零件下料及坡口加

工，引进五轴水刀切割机床；采购国内先进三维扫描仪，进一步

提升复杂曲面精度测量能力。结合聚变堆制造需求，拥有一支具

备测量、渗透、目视、超声、相控阵超声、泄露检测等专业能力

的制造团队。

在聚变堆真空室制造项目的基础上，与战略合作伙伴携手共

进，加大资源投入，积极解决聚变堆建造的关键技术问题，努力

抢占技术高地，当前已组建一支百余人的专项攻坚团队。同时积

极推广尖端制造技术应用，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装置的

建造提供支持，争取尽快形成市场规模。

6、可控核聚变领域的市场前景如何？ 在该领域公司有何规划？

答：人类对核聚变应用的终极理想是可控核聚变电站，希望

能稳定可控地利用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未来可控核聚变一旦实

现有望使石油脱离能源属性，改变能源格局。鉴于可控核聚变能

源的巨大潜力，国务院国资委在 2023 年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

明确将其列为未来能源领域唯一的重要发展方向。全球在建/待建

托卡马克装置共 25 台，对应 2500 亿以上市场空间。目前单台实

验堆平均造价 100 亿元，合计市场空间 2500 亿元以上，并会在

3-5 年间集中释放。

公司在核聚变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前期预研工作，2024 年由

公司董事长严建文牵头并担任首席科学家的“聚变堆真空室精准

成型及高性能焊接关键技术研究”项目，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该项目由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简称能源研究

院）、合锻智能、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聚变新能（安

徽）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共同申报实



施，项目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4367 万元，能源研究院配套资金

2000 万元，总经费 6367 万元，该项目已于 2025 年初顺利启动。

在核聚变及其他大科学装置研制方向，公司目前已与能源研

究院、中核二三、李政道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安泰

科技联合研制核聚变核心部件，依托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和经验，

关注聚变产业，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锚定核聚变工程化核心装

备供应商角色，构建“材料-工艺-装备-服务"全链条能力，参与

聚变堆核心部件的研发和制造，推动核聚变及尖端制造产业的发

展。

7、公司加入聚变产业联合会且成为副理事长单位的背景是什么，

该联合会的主旨？

答：聚变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终极能源，聚变能商用必将

引领新一轮能源革命，应对国际竞争态势，成立聚变产业联盟，

推动聚变新兴产业的全面发展和世界领先。聚变产业联合会的使

命是以实现聚变清洁能源商用化为愿景，加快聚变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深化产学研用合作，优化布局聚变能源装备、零部件、后

市场全产业链，促进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培育聚变战略性新兴

产业全面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打造以“原始创新、工程

开发、产业应用、金融赋能”等于一体的世界级聚变能源产业集

群，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变产业联合会由热心于聚变产业发展的优质企业、科研院

校、服务机构等自愿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社会组织。

联盟宗旨：基于平等自愿、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的原则，促进聚变产业创新发展。

8、新能源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对公司相关业务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机

会？公司在该领域的技术储备、标杆客户及市占率方面有何新进

展？

答：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汽车轻量化的进程，公

司的热成形及复合材料等产品在汽车轻量化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两系列产品上完全采用自主研发，并获得多项专利技术。在

技术研发、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主要客户包括

海斯坦普（中国）、比亚迪汽车、麦格纳（天津）、奥钢联（中

国）、飞荣达等公司。

9、公司海外业务进展及业务开拓规划？海外市场的发展会否成为

下一阶段的重点？

答：公司海外业务进展及规划：①紧跟国家发展战略，优先

布局新兴市场如东南亚，中欧等地区，通过本地化代理和服务网

络降低运营成本；②依托德国 Lauffer 的品牌和技术优势，深化

欧洲市场，扩大在汽车、家电等高端领域的份额；③渠道建设：

增加海外代理公司并壮大本地化服务团队，通过国际展会以及社

交媒体强化品牌曝光；④产品定制化：针对不同地域需求（如东

南亚的轻量化汽车部件、中东的能源装备），提供差异化解决方

案。

海外市场发展是合锻发展的下一阶段的重点，面对国内的局

势内卷，国外市场逐渐方案，出海势在必行。

附件清单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