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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位，智能矿山加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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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1、煤炭产能逐步集中，产业生态持续优化，为煤炭大型化、

智能化发展奠定基础，十四五期间智能化煤矿超过 1000 处 

伴随我国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国煤炭落后产能逐步淘

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煤炭行业效益逐渐回暖。我国大部

分煤矿属于井工煤矿，开采难度大，危险系数高，重大事故频

发。伴随政策对煤矿行业推动技术赋能，行业安全水平不断提

高，为煤炭大型化、智能化奠定基础。其中，山西省作为煤矿

大省，打响强制性煤矿智能化第一枪。 

我们认为，煤炭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呈现周期性波动，但煤炭

作为我国能源战略中支柱性产业整体发展趋势必将伴随产能持

续优化和自动化智能化持续改造升级，整体智能矿山需求空间

巨大。 

2、智能矿山建设仍处于初期，矿山智能化面临诸多难点，各

细分产业链中市场竞争激烈 

我们认为，智能矿山信息系统供应商相对而言面临产业上下游

都较为分散的局面，当前智能矿山四大产品体系相对较为独

立，因此其进入相对较为容易，整体产业链发展较为成熟，竞

争相对激烈。 

3、产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建议：多系统集成及定制化需求抬升

行业壁垒，成本控制和系统融合利好头部企业 

我们认为，智能矿山行业当前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整体解决

方案仍需要解决诸多前文提到的痛点问题，这不仅需要中游供

应商不断推陈出新，对于工业互联网架构与煤炭行业传统系统

架构的融合，更需要行业协会及产业定制的一致性标准，包括

不限于 ICT 的技术标准、以及井下多种生产和监控设备的数据

和接口标准等。 

因此，伴随政策加速推进，智能矿山的通信、监控、集控和装

备配套等系统有望加速集成融合，同时考虑井工煤矿的复杂地

理形势，和不同煤矿开采难度的个体差异，其定制化需求也相

对较高。 

我们判断在未来行业升级中竞争壁垒会在技术层面不断抬升。

同时伴随煤矿大型化、智能化趋势，下游客户集中度提升，加

剧的竞争对成本控制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利用整套解决方

案来降低单个煤矿投资的综合系统供应商以及能够绑定下游大

型客户的综合系统供应商厂商有望受益。相关行业标的包括云

鼎科技、北路智控、梅安森等，相关通信设备包括震有科技、

三旺通信等。 

4、通信板块本周持续推荐： 

结合业绩确定性及估值两方面因素考虑，我们建议关注包括军

工通信、面板以及低估的算力基础设施及工业互联网个股： 

1）持续推荐算力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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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等设备商：紫光股份（华西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中

兴通讯等； 

算力中心：光环新网； 

算力硬科技产业链：新雷能（服务器电源）； 

2）军工通信：烽火电子（华西通信&军工联合覆盖）、海格通信

（华西通信&军工联合覆盖）、七一二等； 

3）工业互联：金卡智能（华西通信&机械联合覆盖）等； 

4)液晶面板拐点：TCL 科技（华西通信&电子联合覆盖）等； 

5)AI 应用：航天信息（华西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等。 

5、风险提示 

相关技术标准统一不及预期；产业链各方合作不及预期；受宏观

经济影响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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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炭产能逐步集中，产业生态持续优化，为煤炭大型化、

智能化发展奠定基础，十四五期间智能化煤矿超过 1000 处 

伴随我国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国煤炭落后产能逐步淘汰，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升级煤炭行业效益逐渐回暖。自 2016 年去产能以来，我国煤矿数量从 2015 年的

10800处降至 2020年的约 4700处，与此同时，煤炭产量却稳步提升，根据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发布的《2020 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煤矿平均单产由 2015 年的 34 万吨/年

提升至 2020 年的 83 吨/年，2020 年我国煤炭产量同比增长 1.4%、煤炭消费量同比增

长 0.6%，较之煤炭行业“去产能、调结构”初期已出现一定的回暖态势。 

图 1  2020 年我国煤矿数量（处）  图 2  2015-2020 年我国煤矿平均单产（万吨/年） 

 

 

 
资料来源：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北路智控招股说明书，华西证
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0》，北路智控招股说明书，华

西证券研究所 

*我国煤矿平均单产=当年原煤产量/当年煤矿数量 

我国大部分煤矿属于井工煤矿，开采难度大，危险系数高，重大事故频发。按照

煤矿开采方式区分，可分为露天煤矿和井工煤矿。前者开采难度更低、生产效率更高，

是美国、澳大利亚、印尼等产煤国家的主要煤矿形式；我国由于地址特殊性，多为井

工煤矿。根据《中国露天采矿的成就及发展趋势》，截至 2017 年底，我国仅有露天煤

矿约 420 座，约占全国煤矿数量的 6%。由于井工煤矿开采作业是在环境复杂、岩层多

样的井下进行，因此开采难度更大、危险系数更高，这也是我国过去煤矿重特大事故

频发的重要原因。 

伴随政策对煤矿行业推动技术赋能，行业安全水平不断提高，为煤炭大型化、智

能化奠定基础。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等八部委于 2020 年 2 月联合

发布的《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5 年，大型煤矿和灾害

严重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发改委、工信部和国家能源局于 2020 年 4 月发布的

《2019 年煤炭化解过剩产能工作要点》亦指出“持续提升产业链水平。引导煤炭企业

加大科技投入，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装备，建设安全高效智能环保的大型现

代化煤矿，不断提升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其中，山西省作为煤矿大省，打响强制性煤矿智能化第一枪。山西省发改委 2023

年 6 月 6 日发布的《关于煤炭产业和数字技术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大型煤矿、灾害严重煤矿及其他具备条件的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全省

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95%左右，全员劳动生产率和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煤炭工业

互联网平台建设完成，煤炭生产、储运、交易和监管数字化转型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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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行业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对安全性愈加重视 

时间 相关政策 

2020 年 2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等八部委印发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了煤炭智能化的发展目标与主要任务。 

2020 年 11

月 

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印发了《关于开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的通知》，确定了 71 处煤矿为国家首批

智能化示范建设煤矿。 

2021 年 6

月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印发了《煤矿智能化建设指南》，指导规范智能化煤矿建设。 

2022 年 2

月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印发了《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推进非煤矿山安全转型升级。 

2022 年 11

月 

财政部、应急部印发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以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为矿山安全

生产、智能化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2022 年 12

月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印发了《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监察信息化总体发展规划（2022-2024 年）》，明确提出了非煤矿山智

能化的发展目标与主要任务。 

2023 年 1

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修订印发了《煤矿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领带动作

用，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基础，指引煤矿智能化建设，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2023年 6

月 

山西省发改委 6月 6日发布的《关于煤炭产业和数字技术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大型煤

矿、灾害严重煤矿及其他具备条件的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全省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95%左右，全员劳动生产率和本质

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煤炭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完成，煤炭生产、储运、交易和监管数字化转型取得重要进展。 

资料来源：梅安森 2022 年年报及山西省发改委等，华西证券研究所 

目前，我国正处于煤矿智能化发展初期，仅有少量煤矿实现局部生产环节的智能

分析及决策控制，智能矿山市场需求空间巨大。根据国家矿山安监局新闻发布会内容，

2020 年底全国已建成 494 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根据国家矿山安监局 2021 年 1月新

闻发布会内容，全国煤矿事故总量由上世纪末的年死亡 9,506 人，已降至 2020 年的 

225 人，降幅达 97.63%。 

根据《2020 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到“十四五”末期，在进一步淘汰落后产

能集中优势产能以保证全国煤炭总体产量不下降的情况下，将全国煤矿数量控制在 

4,000 处左右，建成智能化生产煤矿数量将达 1,000 处以上。 

我们认为，煤炭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呈现周期性波动，但煤炭作为我国能源战略

中支柱性产业整体发展趋势必将伴随产能持续优化和自动化智能化持续改造升级，整

体智能矿山需求空间巨大。 

2.智能矿山建设仍处于初期，矿山智能化面临诸多难点，各

细分产业链中市场竞争激烈 

当前矿山智能化面临诸多难点，包括底层孤立终端（比如摄像头和采煤机、矿车

等）的接口和数据标准格式多样，无法统一；对生产、管理和监控的网络制式结构不

一，数据归属难以共享；从而造成“烟囱孤立”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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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矿山智能化面临的现状和难点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针对诸多主要包括接口及网络协议与结构孤立的难点，智能矿山总体架构包含物

联感知层、传输层、智能应用层与决策层。其产品体系融合通信、监控、集控及装备

配套四大类系统。采用统一融合 IP 工业网，统一接口和统一的数据标准格式，从而实

现端云结合。 

智能矿山是以工业物联网为核心，结合全面自主感知、实时高校互联、智能分析

决策、动态预测预警、精准协同控制的矿山智能系统，能够实现矿山生产的全流程智

能化运行，最终提升生产安全、减员增效、节能降耗。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5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5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点评报告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6 

19626187/21/20190228 16:59 

图 4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矿山架构 

 

资料来源：华为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智能矿山产业链主要包括上游原材料、零部件及服务，中游产品为各类智能矿山

信息系统和下游应用领域，具体客户有煤矿生产企业以及煤矿装备制造商。我们认为，

智能矿山信息系统供应商相对而言面临产业上下游都较为分散的局面，当前智能矿山

四大产品体系相对较为独立，因此其进入相对较为容易，整体产业链发展较为成熟，

竞争相对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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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及应用解决方案市场预测（单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北路智控招股说明书，华西证券研究所 

目前，针对智能矿山通信、监控、集控和装备配套四大产品系统，市场相对成熟，

竞争相对激烈。其中，各智能矿山业务领域竞争格局如下表所示： 

表  2 各智能矿山系统主要企业 

业务类别 进入难度 市场竞争程度 主要企业 

智能矿山通信系统 中 
企业多，市场竞

争成熟 

华为、云鼎科技、北路智控、梅安森、三旺通信、震有科技、精准信息、梅安

森、天地科技等 

智能矿山监控系统 中 
企业多，市场竞

争成熟 

华为、云鼎科技、北路智控、梅安森、光力科技、精准信息、天地科技、江苏

三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智能矿山集控系统 中 
企业多，市场竞

争成熟 

华为、云鼎科技、北路智控、梅安森、天地科技、山西科达自控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富力通能源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 

智能矿山装备配套 中 
企业多，市场竞

争成熟 

华为、云鼎科技、北路智控、济南华科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常州市佐安电器有

限公司、湖北沙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 

资料来源：云鼎科技、北路智控、三旺通信等公司公告和华为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3.产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建议：多系统集成及定制化需求抬升

行业壁垒，成本控制和系统融合利好头部企业 

我们认为，智能矿山行业当前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整体解决方案仍需要解决诸

多前文提到的痛点问题，这不仅需要中游供应商不断推陈出新，对于工业互联网架构

与煤炭行业传统系统架构的融合，更需要行业协会及产业定制的一致性标准，包括不

限于 ICT的技术标准、以及井下多种生产和监控设备的数据和接口标准等。 

因此，伴随政策加速推进，智能矿山的通信、监控、集控和装备配套等系统有望

加速集成融合，同时考虑井工煤矿的复杂地理形势，和不同煤矿开采难度的个体差异，

其定制化需求也相对较高。 

我们判断在未来行业升级中竞争壁垒会在技术层面不断抬升。同时伴随煤矿大型

化、智能化趋势，下游客户集中度提升，加剧的竞争对成本控制也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利用整套解决方案来降低单个煤矿投资的综合系统供应商以及能够绑定下游大型

客户的综合系统供应商厂商有望受益。相关行业标的包括云鼎科技、北路智控、梅安

森等，相关通信设备包括震有科技、三旺通信等。 

4.近期通信板块观点及推荐逻辑 

4.1.本周持续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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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业绩确定性及估值两方面因素考虑，我们建议关注包括军工通信、面板以及

低估的算力基础设施及工业互联网个股： 

1）持续推荐算力基础设施 

服务器等设备商：紫光股份（华西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中兴通讯等； 

算力中心：光环新网； 

算力硬科技产业链：新雷能（服务器电源）； 

2）军工通信：烽火电子（华西通信&军工联合覆盖）、海格通信（华西通信&军工

联合覆盖）、七一二等； 

3）工业互联：金卡智能（华西通信&机械联合覆盖）等； 

4)液晶面板拐点：TCL 科技（华西通信&电子联合覆盖）等； 

5)AI 应用：航天信息（华西通信&计算机联合覆盖）等。 

4.2.中长期产业相关受益公司 

1）设备商：中兴通讯、烽火通信、海能达、紫光股份、星网锐捷等； 

2）军工通信：新雷能、七一二、上海瀚迅、海格通信等； 

3）光通信：中天科技、亨通光电、中际旭创、天孚通信、新易盛、光迅科技等； 

4）卫星互联网：雷科防务、震有科技、康拓红外等； 

5）5G 应用层面：高鸿股份、光环新网、亿联网络、会畅通讯、东方国信、天源

迪科等； 

6）其他低估值标的：平治信息、航天信息等。 

5.风险提示 

相关技术标准统一不及预期；产业链各方合作不及预期；受宏观经济影响下游需

求不及预期；系统性风险。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8

证券研究报告发送给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版权归华西证券所有，请勿转发。 p8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点评报告 
 

请仔细阅读在本报告尾部的重要法律声明  
9 

19626187/21/20190228 16:59 

[Table_AuthorInfo] 分析师与研究助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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