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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中上游企业业绩高增长，经营超额完成预期高景气持续。2022 年，中航重机实现营收 105.70 亿元（同比+20.2%）、

归母净利润 12.02 亿元（同比+34.9%）；中航高科营收 44.46 亿元（同比+16.8%）、归母净利润 7.65 亿元（同比+29.4%）；

中航光电营收 158.38 亿元（同比+23.1%）、归母净利润 27.17 亿元（同比+36.5%）。2023 年，中航重机计划营收 110

亿元（同比+4.07%）、计划利润总额 16 亿元（同比+4.27%）；中航高科计划营收 49 亿元（同比+10.2%）、计划利润总

额 11.76 亿元（同比+31.5%）；中航光电计划营收 175 亿元（同比+10.5%）、计划利润总额 33.6 亿元（同比+10.0%）。

军工国企经营计划以往多为超额完成，预期 2023 年有望延续增长。 

美国 24 财年国防预算创新高，复杂形势下军工长期增长确定性强。据初步预算案，2024 财年国防预算增至 8420 亿

美元，将比 2023 财年上升 3.2%，是美国史上最高军费预算。其中武器采购和研发支出预算为 31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增速再次回到高位、占国防预算比例提升。美国积极提升海、空、核等各方面力量，军机、舰艇、导弹及新

装备成为重点投入方向。24 财年计划投入 611 亿美元增强空中力量，包括采购 F-35、无人机等装备，投入 481 亿美

元用于新建 9 艘作战舰艇等，积极加强导弹防御能力和精确制导武器攻击能力。新武器方面，既包括洲际导弹、B-21

轰炸机、战略核潜艇等“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也有高超音速导弹、下一代空优战斗机、无人机等先进常规武器。 

板块：本周军工指数下跌 2.31%，跑赢创业板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上证综指。同期创业扳指下跌 3.24%，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21%，上证综指上涨 0.63%；军工指数分别跑赢创业板指 0.92pct，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10pct，低于

上证综指 2.95pct。本周军工指数涨跌幅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板块里排名 26/31。 

军工板块 PE 为 66.32，处于近 5 年历史 PE的 14.9%分位水平。军工细分板块看，航天装备当前 PE 为 91.5，较上周有

上升，处于近 5 年历史分位数 78.2%的水平；航空装备当前 PE为 60.5，较上周略有下降，历史分位数为 31.1%；军工

电子当前 PE 为 52.3，较上周略有下降，历史分位数为 38.7%；地面兵装当前 PE 为 47.9，历史分位数为 39.0%；航海

装备当前 PE 为 251.0，历史分位数为 88.7%，估值处于历史高位。 

个股：截止本周五收盘，涨幅排名前五的个股分别为：中国卫通（+16.9%）、华力创通（+16.4%）、景嘉微（+9.7%）、

海兰信（+8.2%）、奥普光电（+7.6%）；跌幅排名前五的个股分别为：菲利华（-14.1%）、成飞集成（-9.6%）、中航电

测（-9.4%）、航天电器（-9.3%）、中航重机（-9.0%）。 

 型号放量需求具备长期支撑能力，盈利能力有望迎来拐点：运输机、新型飞机、发动机主机厂方向； 

 具有强国产替代属性的军工电子细分市场，以及未来作战新兴领域：无人机、低轨卫星、电磁方向； 

 首次推出股权激励、具备较大边际改善预期的军工企业。 

 建议关注：航发高弹性标的航宇科技，航空锻铸造龙头中航重机，军用元器件一体化平台振华科技，高端无人机
产业化核心平台中无人机，运输机和战略威慑机型唯一上市平台中航西飞。 

武器装备定型列装节奏慢于预期、军品市场格局变化、国企改革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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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航空中上游企业营收及利润高增，经营计划高完成率彰显行业持续性 

航空中上游企业主业营收高增，营收计划高完成率凸显行业持续性。中航重机 2022 年实现营收 105.70 亿元（同比

+20.2%），经营计划完成率为 106%，公司主业锻造业务收入 84.74 亿（同比+28.7%）。中航重机 2023 年营收计划为 110

亿元（同比+4.07%）。中航高科 2022 年实现营收 44.46 亿元（同比+16.8%），经营计划完成率为 99%，主业新材料产品

营收 42.63亿元（同比+18.0%）。中航高科 2023年营收计划为 49亿元（同比+10.21%）。中航光电 2022年实现营收 158.38

亿元（同比+23.1%），电连接器及集成互连组件收入 95.99 亿元（同比+24.0%）。中航光电 2023 年营收计划为 175 亿

元（同比+10.49%）。 

图表1：中航重机、中航光电、中航高科 2022 年营业收入增长较快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航空中上游企业利润增速快于营收、盈利能力提升，利润计划高完成率彰显强兑现力。中航重机 2022 年实现归母净

利润 12.02 亿元（同比+34.9%），2022 年利润总额计划为 12.00 亿元，完成率为 128%。中航重机 2023 年利润总额计

划为 16.00 亿元（同比+4.27%）。中航高科 2022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7.65 亿元（同比+29.4%），2022 年利润总额计划为

8.90 亿元，完成率为 100.4%。中航高科 2023 年利润总额计划为 11.76 亿元（同比+31.5%）。中航光电 2022 年实现归

母净利润 27.17 亿元（同比+36.5%），2023 年利润总额计划为 33.6 亿元（同比+10.02%）。 

图表2：中航重机、中航光电、中航高科 2022 年归母净利润增长较快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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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国 24财年国防预算创历史新高，军机、舰艇、导弹及新装备成为重点投入方向 

美国最新财年国防预算规模创历史新高，武器装备采购和研发成为重点投入方向之一。当地时间 3月 9 日，美国白宫
和预算办公室公布 2024 财年国防预算文件，拜登政府的 2024 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将把美国国防预算增至创纪录的
8420 亿美元，将比 2023 财年上升 3.2%，这是美国史上最高军费预算。其中主要武器系统采购和研发支出预算资金总
额为 315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1%，占国防预算比例达到 37.4%，装备采购和研发增速再次回到高位、占国防预算比
例总体不断提升。 

图表3：美国国防预算增长情况  图表4：美国武器采购和研发预算情况 

 

 

 

来源：美国国防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美国国防部，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武器采购和研发预算占比=武器采购

和研发预算÷国防预算支出 

美国积极提升海、空、核等各方面力量，军机、舰艇、导弹及新装备成为重点投入方向。美国空军在 2024 财年预算
中希望退役 310 架飞机，包括 42 架 A-10 攻击机、57架 F-15C/D 战斗机、32架 F-22 战斗机等，该退役计划将远远超
过以往退役规模；海军也列出总数多达 11 艘的退役舰艇清单，其中 8 艘是提前退役。2024 财年计划投入 611 亿美元
增强空中力量，包括采购 F-35、无人机等大量装备，投入 481 亿美元用于新建 9 艘作战舰艇等，以及积极加强导弹防
御能力和精确制导武器攻击能力。新武器投入方面，既包括“哨兵”洲际导弹、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哥伦
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等新一代“三位一体”核威慑力量，也有多型高超音速导弹、E-7 预警机、美国空军的下一代空
中优势战斗机和美国海军的下一代战斗机 F/A-XX 项目以及高度自主的无人作战飞机等先进常规武器。 

图表5：美国 2024财年国防预算重点投入方向 

投入方向 资金规模 投入领域 

空中力量 611亿美元 
用于空军装备采购和发展，包括 F-22、F-35、F-15EX 等战斗机、B-21轰炸机、机动飞机、KC-46A、

专业支援飞机以及无人机系统 

海上力量 481亿美元 
新建 9艘战斗舰队舰艇，并继续为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哥伦比亚弹道导弹潜艇的增量建造提

供资金 

地面力量 139亿美元 
支持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作战装备现代化的地面力量：装甲多用途车辆、两栖战车和可选的有人驾

驶战车 

核现代化 377亿美元 
B-21 的持续开发和采购（53亿美元）；第二艘哥伦比亚弹道导弹潜艇的生产（62亿美元）；LGM-35A 

哨兵计划的第一年预付款采购资金；支持核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开发工作 

导弹防御系统 298亿美元 
开发用于陆基中段防御的下一代拦截器、增加对区域导弹防御网络的投资、及网络作战和高超音

速打击能力的技术和示范、保护关岛免受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等 

精确制导武器 110亿美元 
交付高度致命的精确武器组合，包括开发和采购高超音速导弹、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远程反

舰导弹和标准 6导弹等 

太空预警和指挥控制 333亿美元 用于重要的太空能力、弹性架构和太空指挥控制，开发新的扩散弹性导弹警告/导弹跟踪架构等 

来源：美国国防部，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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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板块指数表现 

从指数周行情看，本周军工指数下跌 2.31%，跑赢创业板指数，跑输沪深 300指数、上证综指。同期创业扳指下跌 3.24%，
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21%，上证综指上涨 0.63%；军工指数分别跑赢创业板指 0.92pct，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10pct，
低于上证综指 2.95pct。 

从 2023 年初至今行情看，当前军工指数涨幅 5.63%，同期创业扳指、沪深 300、上证综指涨幅分别为-2.26%、2.25%、
5.22%。 

图表6：各指数本周行情  图表7：2022 年初至今军工指数与市场指数走势对比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军工指数采用申万国防军工指数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军工指数采用申万国防军工指数 

从行业板块来看，本周国防军工指数下跌 2.31%，在申万 31 个一级行业板块里排名 26/31，较上周排名 6/31 下降了
20 个名次。 

图表8：本周国防军工板块与其他板块指数涨跌幅比较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板块采用申万一级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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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军工板块估值 

从整体板块看，截至本周五收盘，军工板块 PE 为 66.32，估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较上周估值略有上升，处于近 5
年历史 PE 的 14.9%分位水平，板块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安全边际和配置性价比依旧较高。 

图表9：国防军工板块历史 PE-TTM 及对应估值分位数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从细分板块看，本周各板块估值均有上升，航空装备仍处于 5 年历史估值较低位。航天装备当前 PE 为 91.5，较上周
有上升，处于近 5 年历史分位数 78.2%的水平；航空装备当前 PE为 60.5，较上周有所上升，历史分位数为 31.1%；军
工电子当前 PE 为 52.3，较上周有所下降，历史分位数为 38.7%；地面兵装当前 PE 为 47.9，历史分位数为 39.0%；航
海装备当前 PE 为 251.0，历史分位数为 88.7%，估值处于历史高位。 

图表10：军工 II 级指数行情及估值 

代码 指数名称 收盘价 本周 PE-TTM 上周 PE-TTM 五年区间最高 PE 五年区间最低 PE 
当前 PE所处五年区间

分位数(%) 

801741.SI 航天装备 15,818.43 91.5 83.1 285.2 45.5 78.2 

801742.SI 航空装备 9,204.43 60.5 59.7 182.0 44.4 31.1 

801743.SI 地面兵装 14,901.34 47.9 49.6 69.8 32.0 39.0 

801744.SI 航海装备 2,466.26 251.0 248.8 732.5 -649.2 88.7 

801745.SI 军工电子 5,652.27 52.3 54.0 136.5 38.5 38.7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采用申万 II 级行业分类指数 

2.3 个股行情回顾 

截止本周五收盘，涨幅排名前五的个股分别为：中国卫通（+16.9%）、华力创通（+16.4%）、景嘉微（+9.7%）、海兰信

（+8.2%）、奥普光电（+7.6%）。 

跌幅排名前五的个股分别为：菲利华（-14.1%）、成飞集成（-9.6%）、中航电测（-9.4%）、航天电器（-9.3%）、中航

重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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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军工板块个股周领涨/跌前五 

排

名  
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幅 年初至今涨幅 市值 (亿元) PE-TTM 

周

涨

幅

前

五  

601698.SH 中国卫通 16.9% 111.4% 1,053.56 145.34 

300045.SZ 华力创通 16.4% 47.8% 65.74 -22.48 

300474.SZ 景嘉微 9.7% 43.2% 367.34 169.74 

300065.SZ 海兰信 8.2% 7.4% 107.37 232.22 

002338.SZ 奥普光电 7.6% 34.9% 74.86 98.49 

周

涨

幅

后

五  

600765.SH 中航重机 -9.0% -19.4% 380.08 31.63 

002025.SZ 航天电器 -9.3% -10.1% 265.80 49.68 

300114.SZ 中航电测 -9.4% 17.2% 284.86 121.59 

002190.SZ 成飞集成 -9.6% -11.3% 83.30 142.59 

300395.SZ 菲利华 -14.1% -23.5% 218.84 48.21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注：板块采用申万国防军工 

2.4 军工主题基金表现 

本周情况：表现较好的军工主题基金有长盛航天海工装备（-0.5%）、国泰策略价值（-1.4%）、东方阿尔法招阳 A（-1.8%）、
招商高端装备 A（-1.8%）、天弘高端制造 A（-3.0%）。 

年初至今情况：表现较好的军工主题基金有长盛航天海工装备（+0.5%），跑输 SW 军工指 5.1pcts；国泰策略价值（-0.6%），
跑输 SW 军工指数 6.3pcts；国投瑞银国家安全（-2.6%），跑输 SW 军工指数 8.2pcts。 

图表12：军工主题基金涨跌情况 

基金简称 基金规模（亿元） 基金份额（百万份） 单位净值 周涨跌幅 
相对 SW 军工涨

跌幅（周） 
年初至今涨跌幅 

相对 SW军工涨

跌幅（年初至

今） 

长盛航天海工装备 2.98 163.85 1.85 -0.5% 1.8% 0.5% -5.1% 

国泰策略价值 1.17 53.79 2.21 -1.4% 0.9% -0.6% -6.3% 

东方阿尔法招阳 A 6.19 836.42 0.75 -1.8% 0.5% -3.3% -8.9% 

招商高端装备 A 2.02 215.05 0.91 -1.8% 0.5% -7.1% -12.7% 

天弘高端制造 A 6.15 702.36 0.86 -3.0% -0.7% -4.4% -10.0% 

光大国企改革主题 2.70 174.02 1.49 -3.1% -0.7% -6.9% -12.5% 

华夏产业升级 A 24.34 1,222.38 1.98 -3.1% -0.8% -3.8% -9.4% 

国投瑞银国家安全 26.76 2,409.14 1.11 -3.2% -0.9% -2.6% -8.2% 

华安大安全 A 1.88 79.90 2.27 -3.3% -1.0% -5.7% -11.4% 

南方军工改革 A 54.53 3,623.29 1.39 -3.6% -1.3% -10.6% -16.2% 

中邮军民融合 9.23 477.31 1.82 -3.6% -1.3% -8.1% -13.8% 

鹏华优质企业 3.21 316.18 0.99 -3.7% -1.3% -5.2% -10.9% 

华夏军工安全 A 40.29 2,369.65 1.59 -4.3% -2.0% -8.8% -14.5% 

富国军工主题 A 60.79 3,350.62 1.65 -4.6% -2.3% -12.1% -17.7% 

前海开源大海洋 4.63 215.05 1.98 -4.7% -2.4% -11.2% -16.8% 

嘉实创新成长 1.39 123.47 1.03 -4.7% -2.4% -11.1% -16.7% 

汇添富新睿精选 A 22.36 1,896.92 1.10 -4.8% -2.5% -9.6% -15.3% 

博时军工主题 A 32.57 1,793.55 1.73 -4.9% -2.6% -7.3% -13.0% 

易方达国防军工 A 144.26 8,234.80 1.59 -5.0% -2.7% -12.5% -18.1% 

长信国防军工 A 9.41 614.61 1.43 -5.3% -2.9% -10.1% -15.7%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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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股追踪 

图表13：2022 年至今新上市公司本周行情 

代码 简称 上市时间 股价 周涨幅 市值（亿） PE-TTM 主营业务 

688522.SH 纳睿雷达 2023-03-01 71.66 -7.2% 110.83 105.12 提供全极化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解决方案 

688172.SH 燕东微 2022-12-16 22.80 2.8% 273.40 42.05 分立器件及模拟集成电路、特种集成电路及器件 

688143.SH 长盈通 2022-12-12 47.04 2.9% 44.28 48.86 
光纤陀螺核心器件光纤环及其综合解决方案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688084.SH 晶品特装 2022-12-08 83.29 -1.6% 63.02 76.40 光电侦察设备和军用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88132.SH 邦彦技术 2022-09-23 26.09 -2.1% 39.72 78.04 
信息通信和信息安全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

服务 

688439.SH 振华风光 2022-08-26 100.73 -4.7% 201.46 81.23 高可靠集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及销售。 

301306.SZ 西测测试 2022-07-26 44.88 -3.1% 37.88 46.06 
提供军用装备和民用飞机产品检验检测的第三

方检验检测服务 

688375.SH 国博电子 2022-07-22 90.33 -5.1% 361.33 75.59 
从事有源相控阵 T/R 组件和射频集成电路相关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88231.SH 隆达股份 2022-07-22 31.62 -6.8% 78.06 69.08 
专注于航空航天和燃气轮机等领域用高品质高

温合金业务 

688053.SH 思科瑞 2022-07-08 58.67 -7.1% 58.67 54.73 军用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检测服务 

688237.SH 超卓航科 2022-07-01 49.18 -9.0% 44.07 61.91 主要从事定制化增材制造和机载设备维修业务 

688297.SH 中无人机 2022-06-29 53.60 2.7% 361.80 101.57 无人机系统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和服务 

301302.SZ 华如科技 2022-06-23 64.33 2.7% 67.85 41.73 仿真产品销售及技术开发服务 

001270.SZ 铖昌科技 2022-06-06 128.92 -6.8% 144.15 81.30 
微波毫米波模拟相控阵 T/R 芯片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技术服务 

688287.SH 观典防务 2022-05-25 12.82 -4.6% 39.58 44.82 
无人机飞行服务与数据处理、无人机系统及智能

防务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301137.SZ 哈焊华通 2022-03-22 16.92 5.9% 30.76 85.70 从事各类熔焊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 

688282.SH 理工导航 2022-03-18 50.60 4.7% 44.53 60.04 

从事惯性导航系统及其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并基于自有技术为客户提供导航、制导与

控制系统相关技术服务 

688175.SH 高凌信息 2022-03-15 40.43 -3.2% 37.56 33.29 

从事信息通信网络设备、网络与信息安全产品以

及环保物联网应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并能

为用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603261.SH 立航科技 2022-03-15 36.72 -3.1% 28.80 45.15 

飞机地面保障设备、航空器试验和检测设备、飞

机工艺装备、飞机零件加工和飞机部件装配等专

业研发、设计、制造、销售 

688281.SH 华秦科技 2022-03-07 257.20 -6.1% 240.05 80.53 
隐身材料、伪装材料及防护材料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835179.BJ 凯德石英 2022-03-04 19.84 -2.2% 14.88 29.41 
石英仪器、石英管道、石英舟等石英玻璃制品的

生产、研发和销售 

001266.SZ 宏英智能 2022-02-28 28.05 -7.0% 28.84 36.59 
智能电控产品及智能电控总成的研发、生产、销

售 

688283.SH 坤恒顺维 2022-02-15 63.98 -4.2% 53.74 81.82 高端无线电测试仿真仪器仪表研发、生产和销售 

688270.SH 臻镭科技 2022-01-27 94.60 -6.1% 103.31 80.12 专注于集成电路芯片和微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



行业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0 
 

代码 简称 上市时间 股价 周涨幅 市值（亿） PE-TTM 主营业务 

售，并围绕相关产品提供技术服务 

301117.SZ 佳缘科技 2022-01-17 79.6700 -1.3% 73.51 87.63 

信息化服务及网络信息安全综合解决方案，包括

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和技术

服务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3.2 上市公司公告 

图表14：上市公司本周重要公告 

时间 代码 简称 公告简要内容 公告日至今涨幅（%） 

2023/3/17 600765.SH 中航重机 

公司发布年报，22年营业收入达到 10,569,690,898.56元，比上期同比增长

20.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 1,201,768,494.38，同比增长

34.9%。 

2.06 

2023/3/17 600760.SH 
中航沈飞 

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授予，授予数量为 786.1万股，授予

人数为 224人，授予价格为 32.08元/股，摊销费用为 1.70亿元 
0.32 

2023/3/15 688586.SH 江航装备 

公司发布年报，22年营业收入达到 1,114,928,450.26元，比上期同比增长

16.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 243,990,970.18元，同比增长

5.550%。 

0.11 

2023/3/16 600862.SH 中航高科 

公司发布年报，22年营业收入达到 4,446,112,680.24元，比上期同比增长

16.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 765,300,799.53元，同比增长

29.40%。 

3.62 

2023/3/16 600038.SH 中直股份 

公司发布年报，22年营业收入达到 19,472,858,456.18元，比上期同比增长

-10.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 387,070,980.93元，同比增长

-57.61%。 

-2.40 

2023/3/16 600316.SH 洪都航空 

公司发布年报，22年营业收入达到 7,250,643,216.76元，比上期同比增长

0.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 140,872,854.58元，同比增长

-6.96%。 

-0.96 

2023/3/16 600372.SH 

中航电子 

公司发布年报，22年营业收入达到 11,186,259,692.86元，比上期同比增长

13.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 871,912,569.27元，同比增长

9.17%。 

2.40 

2023/3/16 002179.SZ 

中航光电 

公司发布年报，22年营业收入达到 15,838,116,672.04元，比上期同比增长

23.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 2,717,129,034.17元，同比增长

36.47%。 

-3.58 

来源：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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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行业新闻速览 

图表15：本周国内新闻速览 

时间 事件 概况 来源 

2023/3/17 
禁止进入！珠江口部分

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粤航警 25/23，珠江口，3月 18 日 1300 时至 1800 时，以下四点连线海域内进行军

事演习：（1）21-18.50N 113-20.00E,（2）21-18.50N 113-31.32E,（3）21-08.00N 

113-31.32E,（4）21-08.00N 113-20.00E。禁止进入。 

广东海事局 

2023/3/17 

禁止驶入！大连海事局：

黄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

实弹射击 

辽航警 46/23，黄海北部，自 3 月 20 日 0000 时至 24 日 2400 时将在 38-38N122-12E、

38-38N122-17E、38-35N122-17E、38-35N122-12E 诸点连线范围内进行实弹射击。

禁止驶入。 

大连海事局 

2023/3/16 

国防部：解放军坚决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不为“台独”分裂

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3月 16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谭表示当

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其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执意站

到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对立面。两岸同胞血脉相连、骨肉相亲，我们愿意为和平统

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针对外部

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解放军开展有关军事行动，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国防部 

2023/3/16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

略体系和能力 汇聚强

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3月 16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答记者问，谭表示巩

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复杂系统工程。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要强化战略引领、重

点突破、法治保障，加强各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

一体运用；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强化国防观念，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

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设，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汇聚起奋进强国强军新征程的磅

礴力量。 

国防部 

2023/3/13 

航空界代表委员提出战

略提案：中国无人机未

来如何“发力” 

本次全国两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唐长红等来自中国航空届的代表委员共同提交了

“关于优化市场准入机制，加快无人系统产业发展”的建议，提出要充分发挥新型

举国体制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无人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环球时报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16：本周国际新闻速览 

时间 事件 概况 来源 

2023/3/17 

中俄伊在阿曼湾举行海上演

习，俄专家：有助于深化三

国务实合作 

俄罗斯电视台 16日报道称，中国、伊朗、俄罗斯等国海军正在

阿曼湾举行“安全纽带-2023”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演习期间，

三方将联合演练火炮射击、解救被劫持的船只并向遇险船只提供

援助等课目。俄罗斯专家认为，该演习表明，俄中伊三国希望保

护共同的利益。这有助于深化三国之间的务实合作。 

环球时报 

2023/3/17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波兰出售

800 枚“地狱火”导弹 

当地时间 3月 16日，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其

官网称，美国国务院已批准一项向波兰出售武器及技术支持的一

揽子协议，包括 800 枚 AGM-114R2 型“地狱火”导弹、4枚训练

导弹等，合同估值 1.5亿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该笔

军售达成后，将提高波兰的军事能力，加强波兰与美国和其他盟

国的互操作性。 

央视新闻 

2023/3/16 

日媒：日本在冲绳县石垣岛

设立当地首个陆上自卫队据

点 

据日本《每日新闻》16日报道，当天日本在冲绳县石垣岛设立当

地首个陆上自卫队据点，将在石垣岛部署导弹部队。 
央视新闻 

2023/3/15 
韩国拟从美国增购 20 架

F-35A 战机 

据韩媒报道，韩国政府计划到 2028 年斥资约 29亿美元从美国额

外采购一批 F-35A战斗机，将这款战机的机队规模从现有的 40

架增至约 60架。韩国还计划在 2023 年至 2031 年间，斥资约 5.9

央视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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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概况 来源 

亿美元，通过美国对外军售计划，分两批进口“标准-6”远程舰

空导弹，装备韩式宙斯盾驱逐舰。 

2023/3/14 

欧洲主要武器进口量大增

47% 美国占全球武器出口市

场份额涨至 40%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3 月 13 日公布的新数据显示，

全球武器实际交付量在截至 2022 年的 5 年间同比下降 5.1%。值

得注意的是，欧洲主要武器进口量大增 47%，美国占全球武器出

口市场份额涨至 40% 

央广军事 

2023/3/13 
全球首枚 3D 打印火箭发射

再次失败 

美国太空初创公司“相对论”11 日尝试发射全球首枚 3D打印火

箭，但最终因为火箭故障而叫停。这已经是该火箭一周内第二次

发射未能成功。据介绍，这枚 3D打印火箭高 33.5 米，是目前世

界上尝试轨道飞行的最大 3D 打印物体，包括发动机在内，火箭

85%的组成部分由 3D 打印而成，且大部分零件可以回收。 

在 11 日的发射过程中，该火箭先后因为高空风力过大和有船只

闯入禁航区而被迫推迟点火，赶在发射窗口关闭前，该火箭再次

尝试发射，但因为燃料压力问题而放弃点火。 

环球时报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 

武器装备定型列装节奏慢于预期：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产业链条长且参与厂商较多，存在某一环
节出现问题，而拖慢整套武器装备定型列装的可能。 

军品市场格局变化：军工市场壁垒较高，格局相对稳定，随着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配套环节，以及市场化招标推进，
未来如果军品市场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现有军工企业市场份额存在不确定性。 

国企改革进度和效果不及预期：国企改革政策制定和执行需要时间、政策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如改革进度和效果不及
预期，将影响企业效率提升与业绩释放。 

  



行业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3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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