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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98 

行业总市值（亿元） 19,606.19 

流通市值（亿元） 19,458.23 

行业市盈率 TTM 56.0 

沪深 300市盈率 TTM 12.0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  1. 军工行业周报（3.06-3.12）：军工国企

改革持续，资产证券化有望进一步提升  

(2023-03-14) 

2. 军工行业周报（2.27-3.5）：2023年国

防预算同比增长 7.2%，提振军工信心  

(2023-03-09) 

3. 军工行业周报（2.20-2.26）：阿布扎比

国际防务展开幕，关注军贸第二增长曲

线   (2023-02-27) 

4. 国防军工行业 2023年投资策略：何畏

浮云遮望眼，强军征程始登攀  

(2023-02-02) 

5. 军工行业周报（1.16-1.22）：2022Q4

基金重仓股军工持仓占比回落，超 4

成业绩预告公司实现预增  

(2023-02-01) 

6. 军工行业周报（12.5-12.11）：首架国产

大飞机 C919交付东航  (2022-12-13) 
  

[Table_Summary]  上周（3月 20日- 3 月 26日），SW 军工板块报收 1583.6点，上涨 1.5%。同

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1.7%，创业板指数上涨 3.3%。 

研究速递： 

 智能化战争正在加速到来，世界各国积极推进智能化战场建设 

作为特定领域的一项应用，军事人工智能化具有四个特点。一是颠覆性，二是

不平衡性，三是风险性，四是非透明性。人工智能技术涉及国家战略发展的重

大利益，在军事领域的测试、评估和验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保密性，缺乏透

明度和实际应用经验。根据新华社，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纷纷把人工智能

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并提前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

引领，探索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向。 

 美国提出 8860亿美元国防预算申请 

根据《参考消息》，美国 2024财年提出了 8860亿美元国防预算申请，其中包

括将美军的薪资水平提高 5.2%、史上最大规模的研发拨款以及满足对乌军事

援助的弹药需求，这是美国在“和平时期”提出的最高国防预算。与 2023 财

年的 8580 亿美元国防预算相比，此次提案的总额增加了 280 亿美元。 

策略观点： 

 军工为“确定性”与“成长性”并存的优质投资领域。我国确定了“建军百年

奋斗目标”，在此目标催化下，军工先进武器装备列装必将加速进行，因此军工

整体需求增长有保障，长期投资价值凸显，是“确定性”与“成长性”并存的

优质投资领域。 

 2023 年军工各领域将延续高增长。军机领域：20 系列军机仍在爬坡阶段，保

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导弹领域：2022年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导弹供给增速减

缓，2023年压制因素解除后，研制进度加快，有望迎来业绩拐点；发动机领域：

供给端产能持续释放，业绩继续快速增长。 

 军工板块估值处于历史相对低位，后续具备估值修复的空间。关注长期有超预

期增量的领域，优选竞争力、盈利能力强的优质标的。 

（1）军机：关注型号研制超预期因素，主要标的光威复材、西部超导； 

（2）航发：需求持续旺盛，供给端逐步改善，主要标的华秦科技； 

（3）导弹：延迟需求集中释放，增长弹性大，主要标的菲利华、盟升电子； 

（4）信息化：军队信息化建设需求快速增长，主要标的七一二。 

风险提示： 

 订单交付不及预期风险；武器型号调价风险；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产能与订

单错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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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回顾 

1.1 板块行情 

上周（3 月 20 日- 3 月 26 日），SW 军工板块报收 1583.6 点，上涨 1.5%。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7%，创业板指数上涨 3.3%。 

图 1：军工板块行情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上周（3 月 20 日- 3 月 26 日），军工板块涨幅 1.5%，在申万二级行业中排名 14/31。 

图 2：上周（20230320-20230326）各板块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1.2 板块估值 

上周末，申万国防军工板块 PE（TTM）为 55.4 倍，处于 2019 年以来的相对低位，低

于均值的 61.7 倍。 

从重点公司目前估值情况看，目前主机厂和市场认可度高的部分个股估值相对较高，部

分较为优质的个股估值已经相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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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9 年以来军工板块估值水平（目前处于相对低位）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表 1：主要公司估值列表（*为截至 2022/03/26 业绩预告暂未公布）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价

（元） 

周  

涨跌幅 

市值  

（亿元） 

PE 

（TTM） 

2022 预告

净利润下限

（亿元）  

2022 预告

净利润上限

（亿元）  

增速  

下限  

增速  

上限  
细分板块  

600760.SH 中航沈飞  53.7 -5.3% 1,052.2 53.1 * * * * 航空  

000768.SZ 中航西飞  25.6 -3.8% 712.7 101.5 * * * * 航空  

600038.SH 中直股份  44.8 -3.0% 263.9 68.2 3.3 - -57.6% - 航空  

600372.SH 中航电子  17.9 1.4% 343.9 39.4 8.7 - 9.2% - 航空  

002179.SZ 中航光电  52.8 -7.2% 861.2 31.7 27.2 - 36.5% - 航空  

002025.SZ 航天电器  58.7 -9.3% 265.8 49.6 * * * * 航天  

600765.SH 中航重机  25.8 -9.0% 380.1 31.6 12.0 - 34.9% - 航空  

300775.SZ 三角防务  35.0 -6.0% 192.2 31.8 6.0 6.5 45.5% 57.7% 航空  

300696.SZ 爱乐达  26.3 -2.9% 77.2 27.5 * * * * 航空  

600893.SH 航发动力  45.0 -0.8% 1,199.0 87.3 * * * * 发动机  

600399.SH 抚顺特钢  14.3 -1.5% 281.6 70.9 1.7 2.5 -78.3% -68.1% 发动机  

300855.SZ 图南股份  43.6 -4.4% 131.6 56.0 2.5 2.6 36.8% 42.3% 发动机  

300034.SZ 钢研高纳  41.5 -3.5% 201.7 75.2 * * * * 发动机  

600862.SH 中航高科  23.2 3.8% 322.6 42.2 7.7 - 29.4% - 航空  

300777.SZ 中简科技  50.5 -3.3% 222.1 59.0 5.5 6.1 173.3% 203.1% 航空  

300699.SZ 光威复材  59.7 -5.0% 309.4 33.2 9.3 - 22.9% - 航空  

600456.SH 宝钛股份  40.9 0.6% 195.2 32.6 * * * * 发动机航空航天 

688122.SH 西部超导  81.1 -7.6% 376.3 34.7 10.8 - 46.1% - 航空发动机  

300395.SZ 菲利华  42.4 -14.1% 218.8 48.2 * * * * 航天  

688281.SH 华秦科技  257.2 -6.1% 240.1 72.0 3.3  42.9%  发动机  

000733.SZ 振华科技  94.8 -8.2% 493.2 20.6 23.0 24.2 54.3% 62.3% 航空航天  

603267.SH 鸿远电子  83.6 -5.2% 194.2 23.2 8.0 - -2.7% - 航天  

300726.SZ 宏达电子  43.6 -0.8% 179.6 21.4 * * * * 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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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价

（元） 

周  

涨跌幅 

市值  

（亿元） 

PE 

（TTM） 

2022 预告

净利润下限

（亿元）  

2022 预告

净利润上限

（亿元）  

增速  

下限  

增速  

上限  
细分板块  

603678.SH 火炬电子  43.6 -3.7% 200.2 22.4 8.0 * -16.0% * 航天  

002049.SZ 紫光国微  102.5 -3.1% 871.2 34.3 * * * * 航天航空  

300474.SZ 景嘉微  80.7 9.7% 367.3 169.7 * * * * 航空  

300593.SZ 新雷能  33.1 -9.2% 136.8 37.5 * * * * 航天  

603712.SH 七一二  34.6 -3.4% 267.4 35.8 * * * * 航空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2 研究速递 

2.1 军事智能化——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 

军事智能化的核心是可执行具体智能任务的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其目的在于提高传

统武器性能及优化传统指挥决策。作为特定领域的一项应用，军事人工智能化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颠覆性。人工智能技术可推动以往传统战争逐步向智能化、无人化、网联化迈进，通过

赋能武器装备升级、催生新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改变战争制胜机理，对信息化战争产生

颠覆性影响。二是不平衡性。目前应用仅局限于主要军事强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人工

智能军事化研发和应用方面拥有领先优势，而中小国家因技术能力的差距而相对参与有限。

三是风险性。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缓慢且不成熟会致使军用人工智能面临一系列不可靠和不安

全的风险问题，国际机制和规范的缺失也将导致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面临法律、伦理和道德

方面的风险。四是非透明性。人工智能技术涉及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利益，在军事领域的测

试、评估和验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保密性，缺乏透明度和实际应用经验。 

人工智能技术在常规武器中的应用包括自主武器系统、辅助指挥决策以及网络安全行动。

这些军事化应用推动传统战争形态的颠覆性变革，加速战争向智能化迈进，正日益发展为与

核武器一样的战略威慑因素。 

第一，增强自主武器威慑。作为可独立选择和攻击目标的武器，自主武器能够在人类有

限参与或不参与的非结构化环境中选择并攻击目标。早期军用自主智能武器通常在人类的直

接控制下操作，但目前无人系统已独立于人的干预和监督而走向更大自主，可执行一系列核

心空中拦截、两栖地面攻击、远程打击和海上行动。  

第二，参与辅助指挥决策。人工智能系统具有较强的算法处理能力，能够提升军事决策

质量速度及战场态势感知。首先，人工智能指挥和控制系统能够避免人类在战争迷雾决策中

的许多固有缺陷，减少“人为因素负担”，提高可操作的军事情报和军事决策能力。其次，

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可以在早期侦察到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同时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感知

并获取相关数据，为增强指挥官态势感知能力和判断准确度提供信息。再次，配备人工智能

的早期预警系统可对突然的袭击提出准确警告，提高先进核预警系统的信息处理速度和质量，

给决策者留出更多时间进行反应。如美国各军事部门就已经将人工智能纳入无人系统中，用

来感知环境、识别目标、传输数据及规划导航，并运用“深度学习”技术训练出具有逻辑分

析能力的机器，为决策者提供有效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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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维护网络空间安全。作为推进网络空间行动的关键技术，人工智能可增强现有的

网络防御能力，有效应对敌方的网络攻击和网络干扰。在网络防御战中，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识别网络行为模式的变化，检测网络异常和软件代码漏洞，并用诸如“深度学习”之类的机

器学习技术来识别正常的网络活动，从而对网络入侵形成更强大的防御。在网络攻击战中，

掌握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利用网络进攻武器，可以迅速搜寻和发现对手隐藏地点和系统

漏洞，或者利用机器学习生成的“深度伪造”技术致使敌方生成错误感知，以期获得对相关

系统和设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优势。此外，在电子战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也可用来干扰对

手的目标传感器和通信，通过采取迷惑、欺骗和干扰等手段，导致敌方信息获取、处理及传

输的失败，削弱甚至摧毁其攻防力量。如俄罗斯军方就曾在包括叙利亚和乌克兰东部在内的

战区部署电子干扰机用于对抗带有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的无人机。 

根据新华社，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纷纷把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颠

覆性技术，并提前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探索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方向。  

美国在智能化武器装备建设方面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已经建构了覆盖陆、海、空、天以

及网络空间的智能化装备体系。 2020 年 1 月 2 日，美国特朗普政府使用“收割者”无人机

刺杀伊朗军方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首开以远程遥控方式击毙主权国家军政领导人的先河。

据统计，美国国防部在 2021 财年报告公布的 88 个重要武器系统项目中，至少有 17 项与人

工智能相关。 

表 2：美军部分在研人工智能武器项目  

领域  装备系统  功能作用  

陆地  

ATLAS 系统  实现比人力判断快三倍的搜索、识别和火力打击速度  

IVAS 视觉系统  呈现数字图像，同时收集士兵的压力水平和反应数据  

Palantir 防御系统  分析有关敌人运动、地形的不同数据流，提供实时报告  

海洋  

Finder 探测系统  实现障碍物感知和目标跟踪  

HE-4G 射弹  使用机器视觉提高在更远范围内击中移动目标的准确性  

DIB 集成网络  支持共享情报数据以实现更有效的规划和决策  

天空  
忠诚僚机系统   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能够与有人机飞行员进行配合  

ACE认知系统  基于大数据挖掘，为飞行员提高作战技能提供智能辅助方案  

网络  Mayhem系统  自动检查所有软件中存在的可被利用漏洞  

太空  自主航天飞行器  依靠智能导航系统实现完全自主的太空探索  

资料来源：《人工智能军事化发展态势及其安全影响》，西南证券整理 

俄罗斯是美国在全球军用人工智能领域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之一，采取以重点突破带

动整体推进的发展方略。从 2008 年开始，俄罗斯就在军事现代化改革中布局发展军用人工

智能，逐步加大对研发自主武器系统的投入，据统计，目前俄军共有 150 多个处于不同发展

阶段的人工智能军事系统，包括空中、水下、水面和地面的自主武器系统。结合国防任务需

求，俄军将用于陆地作战的战斗机器人、机器人步兵编队以及机器人坦克等作为俄军人工智

能战略的重点领域，并且高度重视智能化武器装备的作战应用。依据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

设定的目标，到 2025 年，俄军 30%以上的军事装备将实现机器人化。 

欧洲各国正在努力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建设。英国在 2021 年 3 月发布的《竞争时代的

国防》政策文件中指出，将在未来 4 年投入 6 千万英镑，发展可用于未来新武器、人工智能、

合成数字系统、空间技术等领域的测评技术。2018 年 3 月，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弗洛伦斯·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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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人机合作研究项目启动仪式上宣布，将每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增加到 1 亿欧元，其

中约一半资金将用于研发未来武器系统，1 千万欧元将用于测试和整合现有人工智能技术。

以色列作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强国之一，在无人装备研发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研制的

“哈比”（Harby）巡飞弹被认为是当前为数不多的“完全自主武器”，能够探测、瞄准和攻

击敌人的雷达设施，而无需任何人工监督。 

2.2 美国提出 8860 亿美元国防预算申请  

美国提出 8860 亿美元国防预算申请。根据《参考消息》，美国 2024 财年提出了创纪录

的 8860 亿美元国防预算申请，其中包括将美军的薪资水平提高 5.2%、史上最大规模的研发

拨款以及满足对乌军事援助的弹药需求，这是美国在“和平时期”提出的最高国防预算。在

这项预算提案中，拜登要求国会为美国国防部拨款 8420 亿美元，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能源

部和其他机构的国防相关项目拨款 440 亿美元。与 2023 财年的 8580 亿美元国防预算相比，

此次提案的总额增加了 280 亿美元。 

日本和北约大幅提高军费预算。俄乌冲突引发了世界各国对防务安全的担忧，各国纷纷

提高国防预算经费以及国家支出占比。日本于 2022 年 12 月通过了《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提出将 2023-2027 年的防卫费增至 3320 亿美元，比 2019-2023 年的计划增加六成。其中

2023 年度防卫预算达到创纪录的 510 亿美元，较 2022 年度大幅增长 26.3%。北约要求各

成员国于 2024 年将国防费占 GDP 的比例提升至 2%以上，目前北约 30 国中只有 9 国达到

这一目标。 

表 3：世界各国 2023 年国防预算开支 

国家 /地区  2023 年国防预算开支  

北约  北约 2023年的军事预算定为 19.6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26%。承诺至少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2%用于国防开支。 

美国  
高达 8579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近 10%，国防预算超过排名其后的九个国家国防预算总和。美国将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

持，计划 2023年向乌提供至少 8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 

日本  
2023年将把国防开支增加至 6.8万亿日元，涨幅约 26.4%，其中包括斥资 16 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

计划在五年内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波兰  2023 年波兰国防预算上调，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4%以上。 

法国  
法国军方提议 2023年国防预算高达 439亿欧元（428亿美元），相比 2017年预算增加 36%，相比 2022年增加 7.4%。同时，

法国还计划在未来继续年增 30亿欧元军费，直到法国年度军费达到 500亿欧元。 

德国  
2023 年的核心国防开支将达到  501 亿欧元（554 亿美元），比 2022 年名义减少 0.6%，但与 2021 年  6 月批准的财政计

划中的估计相比增加 27.6 亿欧元。 

数据来源：CNKI，西南证券整理 

我国 2023年国防预算同比增长 7.2%。2023年我国国防费预算约为 1553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7.2%，超市场预期。2023 年 3 月 5 日，全国两会《关于 2022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发布。报告中指出，2023 年中国国防支出

15537 亿元，增长 7.2%。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3 年中国 GDP 增速 5%左右。军费增

速稳健增长，且较 GDP 增速高 2.2pct，超出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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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防支出占 GDP 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国防费与 GDP 占比约为 2%左

右，而 2021 年我国国防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仅为 1.2%，低于美国(3.5%)和俄罗斯(4.1%)，

未来国防支出占比有望持续上升，一段时间内国防预算支出增速高于 GDP 增速。 

图 8：中美国防预算对比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3 行业数据跟踪 

3.1 原材料价格 

3.1.1 高温合金重要原材料——镍价处于下行阶段 

3 月 24 日，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镍现货结算价格为 2.3 万美元/吨，较上周下降 1.8%，

较上月下降 11.0%，较 2023 年初 3 万美元/吨下降 25.1%。 

3 月 24 日，长江有色市场镍板价格为 2.7 万美元/吨（人民币 18.5 万/吨），较上周下降

0.8%，较上月下降 12.4%，较 2023 年初的 3.4 万美元/吨（人民币 23.3 万/吨）下降 22.3%。

镍价阶段性处于下行区间。 

2020 年初起，由于需求拉动和疫情影响供给，全球镍价进入明显的上升周期，从 1.4

万美元/吨上升到 2022 年初的 2 万美元/吨。2022 年以来，俄乌局势使得俄镍出口受阻，LME

镍价高企，2022 年上半年价格一度超过 3 万美元/吨，其余大部分时间在 2-3 万美元/吨高位

震荡。2023 年初以来，镍价整体呈现震荡下行趋势。目前镍价处于弱势震荡阶段，市场需

求恢复不及预期，企业库存情况仍处于相对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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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2 年以来镍价行情：目前处于相对高位，处于下行区间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图 5：2022 年以来镍价行情：LME现货主要在 2-3 万美元/吨波动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3.1.2 钛合金主要原材料——海绵钛价格处于相对高位 

根据百川盈孚，2022 年全年，市场 0-2 级海绵钛价格保持稳定，其中 0 级海绵钛价格

为 8.6 万元/吨，1 级海绵钛价格为 8.5 万元/吨，2 级海绵钛价格为 8.2 万元/吨。 

本周市海绵钛价格保持稳定，其中 0 级海绵钛价格为 8.3 万元/吨，1 级海绵钛价格为 8.2

万元/吨，2 级海绵钛价格为 7.9 万元/吨。 

3.2 航运数据复盘 

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低位，周涨幅较大。2023 年 2 月下半月，波罗的海干散货运

价指数终结年初以来七周的连续下跌，快速上升。 3 月 24 日报收 1489 点，周跌幅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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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中国新造船价格指数自 2022 年中以来进入下行区间，2023 年 2 月底起有小幅回升。  

图 7：中国新造船价格指数(CNPI) 

 

数据来源：Wind，西南证券整理 

4 重点新闻 

4.1 行业新闻 

 大国元首会谈：深化合作，中俄关系行稳致远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对俄罗斯进行国

事访问。当地时间 3 月 21 日，两国元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并共同签署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 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对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规划和部署，并签署了农业、林业、基础科学、市

场监管、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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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抵御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图谋。俄方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方维护

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措。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环球网) 

 美韩首次演练调遣“萨德”系统远程遥控式发射架  

当地时间 3 月 24 日，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和美国宣布两军首次实施调遣“萨德”系统

远程遥控式发射架的训练。美韩双方称，实现“萨德”反导系统的作战与操作正常化，能为

“萨德”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提供支持，进而为增强驻韩美军的备战态势作出贡献。尤其是通

过这种调遣远程遥控式发射架的训练，为部队提供可调整“萨德”系统防御范围的机会。关

于“萨德”系统，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早前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美国的所有同盟

国中，韩国在地理位置上离中国最近。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萨德”，“萨德”的 x波段雷达探

测距离长达两三千公里，能够深入探测中国内地，这不仅令中国人民感到不安，更损害了中

方的战略利益，中方不可能视若无睹。(来源：环球网） 

 俄海军计划今年接收 5 艘新型潜艇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称， 2023 年俄罗斯海军将同时接装 5 艘新型潜艇，包括

3 艘核动力潜艇和 2 艘柴油动力潜艇。不仅如此，在维修和现代化改造后，另外 2 艘核动力

潜艇也将重返服役。(来源：央视军事) 

 美军遭到无人飞行器袭击，发动空袭予以回应  

当地时间 3 月 23 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表声明称，美军在叙利亚发动空袭，以回应早

前美军遭到的袭击。此前，美军在叙利亚东北部哈塞克省附近的军事基地遭到无人飞行器袭

击，造成 1 名美国承包商死亡，其他 5 人受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他授权了对于叙

利亚东部地区的设施实施精准空袭，使用该设施的组织“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 

 欧盟通过总额达 20 亿欧元的弹药联合采购协议，向乌克兰提供 100 万发援助 

当地时间 3 月 20 日，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对外发布，当天欧盟理事会就联合采购弹药

达成政治协议。根据该计划，17 个欧盟国家和挪威将共同为乌克兰购买弹药。该计划总额达

20 亿欧元，10 亿欧元被指定用于部分偿还那些可以立即从自己的库存中向乌克兰捐赠弹药

的国家。另外 10 亿欧元将用于联合采购新弹药。当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在社

交媒体发文称，欧盟共将向乌克兰提供 100 万发弹药。(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空客交付首架在天津总装的 A321 飞机 

3 月 24 日，在位于天津的空客 A320 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首架在我国完成总装的空客

A321 飞机正式交付给航空公司。目前，位于天津的空客 A320 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已与

西安飞机工业等多家中国航空工业企业合作，进行包括应急舱门、机翼翼盒等零部件的制造

生产和采购。截至目前，该条总装线已经具备月产 6 架次 A320 系列飞机的生产能力，并已

完成总装超过 600 架飞机。此外，在单通道飞机总装交付的基础上，空客公司还已经在天津

成立了宽体机完成交付中心，实现了 A330、A350 远程宽体飞机的完成交付。(来源：环球

网） 

4.2 公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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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电子-年报发布（下滑）：3月 21 日，火炬电子发布《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

2022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355,871.5 万元，同比下降 24.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0,145.3 万元,同比下降 16.2%。截止 2022 年末，公司总资产 754,160.7 万元，较期初

增长 8.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28,129.2 万元，较期初增长 12.9%。（来源：公司公告） 

天奥电子-业绩快报（下滑）：3月 24 日，天奥电子发布《2022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公

司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1,089.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1%；实现营业利润

11,68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50.0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63.9 万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7%。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稳健，总资产 257,413.8 万元，较期

初增长 2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0,145.4 万元，较期初增长 6.3%，股

本 27,495.9 万元，较起初增长 32.2%。（来源：公司公告）  

航发动力-土地使用权购置：3 月 21 日，航发动力发布《关于下属子公司中国航发沈阳

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开摘牌方式购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披露公司

下属子公司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于 3 月 20 日在沈阳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活动中，顺利竞得苏桃公路北二路北羊安三街西地块编号

SYTJ202309003 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土地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93,449,100.2 元。

该地块将为黎明公司优化厂区布局及业务长远发展提供重要保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黎明公

司综合竞争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此外，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于黎明

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情形。（来源：公司公告） 

航宇科技-长期股权投资：3 月 20 日，洪都航空发布《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已

竞拍取得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贵州黎

阳国际制造有限公司 5.8%股权，最终成交价格为 3,563.4 万元，并于 3 月 20 日与黎阳动力

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本次竞拍是公司出于未来发展需求综合考量的结果，有利于公司未

来业务的发展及开拓市场，有利于公司对获取相应渠道，加强公司于下游客户的联系，有助

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发展。（来源：公司公告）  

5 风险提示 

订单交付不及预期风险；武器型号调价风险；原材料价格上涨风险；产能与订单错配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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