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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股票  
2020A 2021E 2022E 

评级  
EPS PE EPS PE EPS PE 

 

中航西飞 0.28  139.07  0.36  108.17  0.41  94.98  推荐 

中直股份 1.29  56.22  1.61  45.04  2.10  34.53  推荐 

中航沈飞 0.75  96.41  1.05  68.87  1.34  53.96  谨慎推荐 

航发动力 0.43  151.35  0.56  116.21  0.73  89.15  谨慎推荐 

中航重机 0.37  131.19  0.83  58.48  1.08  44.94  谨慎推荐 

洪都航空 0.18  226.00  0.33  123.27  0.51  79.76  谨慎推荐 

航发控制 0.28  107.82  0.39  77.41  0.50  60.38  谨慎推荐 
 

资料来源：iFinD，财信证券 

投资要点： 

 市场回顾： 2021 年 11 月（2021.11.01~2021.11.30），国防军工(申万)

指数上涨 12.98%，涨跌幅居申万 28 个子行业中第 1 名，相对上证综

指、沪深 300、创业板指、WIND 全 A 的超额收益率分别为 12.51pct、

14.54pct、8.65pct 和 9.84pct。   

 估值方面：截至 2021 年 11 月，国防军工(申万)板块 PE(TTM，中值)

为 68.72 倍，位于 2011 年 11 月以来的前 36.10%分位；PB(MRQ，中

值)为 3.53 倍，位于 2011 年 11 月以来的前 18.10%分位。 

 11 月重点行业动态：1）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再上一

个大台阶。2）人民空军成立 72 周年，一大批新型国产主战装备投入

实战化训练。3）《军队装备订购规定》开始施行，全面聚焦备战打仗。 

 投资观点：建议重点关注航空板块大飞机与直升机方向。航空装备为

国防军工板块的重点，三季报显示航空装备营收占国防军工整体营收

的 46.84%，归母净利润占 54.43%，其营收同比增速位列四大细分板

块之首。大飞机与直升机方向为重中之重。我国空军已历史性跨入战

略空军门槛，战略投送、打击、预警、保障能力为战略空军建设重点。

Y-20 作为大型运输机平台未来空间广阔，作为我国唯一的大型战略运

输机其不仅可以增强我军快速机动部署能力，同时其可以拓展至例如

加油型、预警型等从而大幅提升我军综合战力。在海上航母编队、两

栖编队装备系列化发展与陆军立体攻防战略的指引下，直升机装备有

望迎来放量。直升机将陆战由二维拓展至三维，在纵深突击，火力压

制，人员物资快速转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舰载直升机作为舰队反

潜与登陆突击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战舰的批量入列与两栖编队系列

化发展，未来舰载直升机的需求也将持续扩大。建议关注航空板块的

大飞机与直升机方向上市公司：中航西飞、中直股份；其它重点上市

公司：中航沈飞、洪都航空、航发动力、航发控制、中航重机。给予

行业“领先大市”评级。  

 风险提示：军队采购不及预期；军品研发不及预期；业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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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回顾 

1.1 整体情况 

2021 年 11 月，上证综指、沪深 300 指数、创业板指、WIND 全 A 的涨跌幅分别是

0.47%、-1.56%、4.33%、3.14%。国防军工(申万)指数上涨 12.98%，涨跌幅居申万 28 个

子行业中第 1 名，相对上证综指、沪深 300、创业板指、WIND 全 A 的超额收益率分别

为12.51pct、14.54pct、8.65pct和9.84pct。2021年初至今，国防军工(申万)指数上涨12.31%，

涨跌幅居申万 28 个子行业中第 10 名，上证综指、沪深 300、创业板指、WIND 全 A 的

涨跌幅分别为 2.61%、-7.28%、17.85%和 8.05%。 

图 1： 2021 年 11 月申万一级子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1.2 子行业情况 

2021 年 11 月，国防军工（申万）板块子行业航天装备、地面兵装、航空装备、船舶

制造的涨跌幅分别为 16.62%、14.77%、13.55%、10.15%。 

图 2： 2021 年 11 月国防军工板块子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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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个股情况 

2021 年 11 月，国防军工板块 91 只个股中有 85 只上涨、6 只下跌。涨跌幅位于前三

位的分别是海兰信（103.07%）、派克新材（56.54%）和天奥电子（47.53%）；涨跌幅位于

后三位的分别是新研股份（-8.93%）、振芯科技（-3.69%）和中航沈飞（-3.34%）。 

观典防务已申请科创板转板上市，2021 年 10 月 21 日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停牌。202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已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受理观

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转板上市申请的通知》。 

表 1： 2021 年 11 月国防军工（申万）行业涨跌幅前十名 

行业涨幅前十名  行业跌幅前十名  

代码  名称  涨幅% 代码  名称  跌幅% 

300065.SZ 海兰信 103.0735 300159.SZ 新研股份 -8.9320 

605123.SH 派克新材 56.5420 300101.SZ 振芯科技 -3.6916 

002935.SZ 天奥电子 47.5278 600760.SH 中航沈飞 -3.3377 

002664.SZ 长鹰信质 46.0024 300722.SZ 新余国科 -2.9746 

600184.SH 光电股份 45.3321 002933.SZ 新兴装备 -2.9438 

601890.SH 亚星锚链 43.2024 002151.SZ 北斗星通 -1.0601 

300034.SZ 钢研高纳 41.3512 / / / 

300900.SZ 广联航空 39.9428 / / / 

688776.SH 国光电气 36.0469 / / / 

300474.SZ 景嘉微 35.9755 / / /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1.4 行业估值 

截至 2021 年 11 月，国防军工(申万)板块 PE(TTM，中值)为 68.72 倍，位于 2011 年

11 月以来的前 36.10%分位；PB(MRQ，中值)为 3.53 倍，位于 2011 年 11 月以来的前 18.10%

分位。 

图 3：申万国防军工行业 PE（TTM，中值）   图 4：申万国防军工行业 PB（MRQ，中值）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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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行业动态点评 

1）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再上一个大台阶 

11 月 25 日，国防部消息：1）在装备建设总体形态上，淘汰一代装备、压减二代装

备、批量列装三代以上装备，基本建成以三代为主体、四代为骨干的装备体系。2）在联

合作战装备体系上，整体推进建设，海上航母编队、两栖编队装备系列化发展，空中制

空作战、电子对抗、运输投送等装备体系不断完善，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不断增强，基

础信息网络覆盖国土。3）在骨干装备建设发展上，15 式新型轻型坦克、远程箱式火箭炮、

直-20 直升机列装部队，首艘国产航空母舰、075 两栖攻击舰、055 万吨驱逐舰下水入役，

歼-20 飞机、歼-16 飞机、歼-10C 飞机代次搭配、形成实战能力，东风-17 导弹、东风-26

导弹等批量装备。4）在装备建设管理体系上，积极推进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建设。5）

全军将全力以赴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再上一个大

台阶。 

点评：我军装备将以新旧装备替换的质量提升与全面化规模化的总量提升并重发展。

当前装备代际的差距几乎无法逾越，从《World Air Force》数据上看我空军歼-7 等二代装

备数量依旧不小，我军仍将加速老旧装备的淘汰与新式装备列装。目前来看，我国装备

系列化与体系化的发展突飞猛进，已经基本形成了体系化作战能力。但我军短板在于先

进装备总量上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在全力以赴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背景下，已定型

的先进装备有望在“十四五”期间迎来加速放量。 

2）人民空军成立 72 周年，一大批新型国产主战装备投入实战化训练 

11 月 11 日，人民空军成立 72 周年。11 日解放军报消息：作为空军构建无人作战体

系的重要装备，无侦-7 飞机已全面投入实战化训练。电子战机歼-16D 也已经投入实战化

训练，支撑空军作战范围拓展和战略转型建设。近年来，歼-20、运-20、空警-500、红-9B

等一大批新型国产主战装备投入实战化训练，空军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

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等能力不断提升。经过 72 年发展，新时代的人

民空军历史性地跨入战略空军门槛，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目标加速奋飞。 

点评：无人机与有人战机协同、无人机独立作战、信息化电子战或将成为我军重点

发展方向之一。战略空军相关装备，例如运输机、加油机、预警机等有望迎来放量。跨

入战略空军门槛意味着我国空军装备在远程运输、远程打击、后勤保障、战场动态感知

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但目前我国战略运输机、战略轰炸机等战略空军标志性机型

数量仍然较少，中航西飞生产的运-20 作为空军战略运输的重要装备目前已换装国产发动

机，或即将迎来批产放量。 

3）《军队装备订购规定》开始施行，全面聚焦备战打仗 

11 月 1 日，解放军报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订

购规定》，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共 8 章 42 条，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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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种主建的总原则，规范了军队装备订购工作的管理机制；坚持以战领建，明确保障战

斗力快速生成的具体措施；贯彻军队现代化管理理念，完善装备订购工作需求生成、规

划计划、建设立项、合同订立、履行监督的管理流程；破解制约装备建设的矛盾问题，

构建质量至上、竞争择优、集约高效、监督制衡的工作制度。 

点评：《军队装备订购规定》提到全面聚焦备战打仗，未来武器装备采购将主要围绕

实际备战需求，按各军种发展战略与作战需求按需采购，结合我国周边安全形势与国防

需要来确定装备采购型号及数量。就目前形势来看，未来四代战斗机、各型舰载机、电

子战机、直升机、两栖作战装备、精确制导武器、远程投送装备或将为装备采购重点。

其次，《军队装备订购规定》规范完善了装备采购工作制度，提高了采购质量与效率，整

体环境将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相关领域优质公司或将充分受益。 

 

3 投资观点与关注标的 

3.1 投资观点 

建议重点关注航空板块大飞机与直升机方向。航空装备为国防军工板块的重点，三季报

显示航空装备营收占国防军工整体营收的 46.84%，归母净利润占 54.43%，其营收同比增速位

列四大细分板块之首。大飞机与直升机方向为重中之重。我国空军已历史性跨入战略空军门

槛，战略投送、打击、预警、保障能力为战略空军建设重点。Y-20 作为大型运输机平台未来

空间广阔，作为我国唯一的大型战略运输机其不仅可以增强我军快速机动部署能力，同时其

可以拓展至例如加油型、预警型等从而大幅提升我军综合战力。在海上航母编队、两栖编队

装备系列化发展与陆军立体攻防战略的指引下，直升机装备有望迎来放量。直升机将陆战由

二维拓展至三维，在纵深突击，火力压制，人员物资快速转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舰载直

升机作为舰队反潜与登陆突击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战舰的批量入列与两栖编队系列化发展，

未来舰载直升机的需求也将持续扩大。建议关注航空板块的大飞机与直升机方向上市公司：

中航西飞、中直股份；其它重点上市公司：中航沈飞、洪都航空、航发动力、航发控制、中

航重机。给予行业“领先大市”评级。 

3.2 关注标的 

1) 中直股份：直升机用途广泛，在海上航母编队、两栖编队系列化发展与陆军立体

攻防战略下或将迎来放量。直升机是陆军“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实现的物质基础，

直升机将陆战由二维拓展至三维，在纵深突击，火力压制，人员物资快速转移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在两栖登陆，反潜侦察方面，直升机同样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我国目

前 075 型两栖登陆舰和国产航母上均搭载有数量可观的直升机，另外我国 152 艘驱护舰

有 80 艘具备舰载直升机搭载能力。根据我军 15 个陆航旅预估陆航直升机总需求在 1500

架左右，参照《World Air Force》统计目前我国陆航直升机缺口约在 600 架左右。在海军



 

此报告仅供内部客户参考                                 -7-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行业研究报告 

方面，其远海防卫能力将加速发展，因此对舰艇规模、反潜、登陆等方面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舰载直升机作为舰队反潜与登陆突击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战舰的批量入列与

两栖编队系列化发展，未来舰载直升机的需求也将持续扩大。在产品端，我国直-20 已列

装部队，证明其基本型技术已经成熟。直 20 是一款 10 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其性能可对

标美国黑鹰直升机且具有广阔的改型空间，未来可按需生产特殊用途的型号。中直股份

作为我国直升机装备龙头，承担了我国军用、民用直升机的绝大部分生产任务，公司业

绩有望受益于军民直升机需求快速增长的双重提振。 

盈利预测：预计 2021~2023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9.48 亿元、12.37 亿元、15.31

亿元，EPS 分别为 1.61 元、2.10 元和 2.60 元。考虑到公司作为中航工业旗下直升机上市

平台具有一定稀缺性；我国陆海军均对直升机有迫切需求，且民用通航领域对直升机需

求逐步提升，公司产品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给予公司 2022 年 40~46 倍 PE 估值，对应价

格区间 84.00~96.60 元，给予公司“推荐”评级。 

2) 中航西飞：公司主要产品为军用运输机、轰炸机、特种飞机（预警机、加油机等），

民机 C919/ARJ21/新舟系列/AG600 零部件，空客 A320/波音 737 等主流机型外贸转包。

中国空军历史性地跨入战略空军门槛，公司产品在预警、运输、打击、保障等领域占据

核心位置。运 20 加速列装在即，运 20 改型呼之欲出且空间可期，公司业绩拐点逐渐显

现。同时波音公司 9.23 日发布报告预测中国民航未来 20 年需要 8700 架新飞机，价值 1.47

万亿美元。民用市场需求旺盛，公司业绩有望进一步增厚。 

盈利预测：预计 2021~2023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9.96 亿元、11.30 亿元、14.98

亿元，EPS 分别为 0.36 元、0.41 元和 0.54 元。考虑到我国在战略空军的背景下，大型运

输机等战略空军装备将加速列装，公司产品具备核心卡位优势，给予公司 2022 年 110~120

倍 PE 估值，对应价格区间 45.10~49.20 元，给予公司“推荐”评级。 

3) 航发动力：军用发动机的寿命通常在 2000 小时左右，一般飞机在五年左右需要

更换发动机，我军练兵备战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的更换频次，同时我国部分军用发动机

仍然需要进口，未来国产化替代势在必行。航发动力作为我国军用发动机主机厂商，其

产品几乎覆盖所有类型航空发动机，有望进一步放量。 

盈利预测：预计 2021~2023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14.88 亿元、19.43 亿元、23.45

亿元，EPS 分别为 0.56 元、0.73 元和 0.88 元。考虑到“十四五”期间航发赛道景气度高

企，公司作为航发领域龙头公司其核心卡位优势明显，且航发领域壁垒极高，未来公司

将长期保持国内领先且几乎垄断地位，在军机放量与民机逐渐成熟的背景下公司有望充

分受益。给予公司 2022 年 88~98 倍 PE 估值，对应价格区间 64.24~71.54 元，维持公司“谨

慎推荐”评级。 

4) 中航沈飞：无论是我国周边安全局势还是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对战机装备提出了更

高要求，预计我国军机未来将向质与量两个方向发展：1.三代四代战机将替代现有大量二

代战机成为我国军机主力 2.数量上将较现在有较大提升，据《World Air Forces》统计我

国 2020 年军机总数 3260 架，较美国的 13232 架仍有差距，未来需求空间很大。中航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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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作为我国战机在 A 股的唯一标的，预计未来业绩将保持稳定增长。 

盈利预测：预计 2021~2023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0.50 亿元、26.32 亿元、

32.76 亿元，EPS 分别为 1.05 元、1.34 元和 1.67 元。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国防军队建设加

速，军工行业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成飞暂未上市，因此公司作为战斗机整机的 A 股唯

一标的有望充分受益。给予公司 2022 年 58~68 倍 PE 估值，对应价格区间 77.72~91.12

元，维持公司“谨慎推荐”评级。 

5) 洪都航空：军机装备数量的提升加大了对教练机的需求，同时我军练兵备战的持

续进行也提升了武器弹药的消耗量。拥有教练机+导弹双主业的洪都航空将充分受益。 

盈利预测：预计 2021~2023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2.38 亿元、3.64 亿元、4.73

亿元，EPS 分别为 0.33 元、0.51 元和 0.66 元。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国防军队建设加速，公

司作为我国教练机的摇篮，拥有教练机+导弹双主业，业绩有望受益于军机放量与练兵备

战消耗增加双重因素驱动。给予公司 2022 年 80~88 倍 PE估值，对应价格区间 40.80~44.88

元，维持公司“谨慎推荐”评级。 

6) 航发控制：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是发动机的“大脑”，随着我国航空发动机需求

量的不断提升，控制系统市场也持续景气。公司背靠中国航发集团，在军用航发控制系

统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同时公司也与国际知名航空企业 GE、霍尼韦尔等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伙伴关系，未来民用市场有望进一步放量。 

盈利预测：预计 2021~2023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5.09 亿元、6.54 亿元、8.85

亿元，EPS 分别为 0.39 元、0.50 元、0.67 元。公司是国内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领域龙头

企业，与中国航发集团各大主机厂深度合作同频共振，有望受益于航空发动机市场的快

速增长。给予公司 2022 年 64~70 倍 PE 估值，对应价格区间为 32.00~35.00 元，维持公司

“谨慎推荐”评级。 

7) 中航重机：公司是国内航空锻铸造领域营收体量最大且市占率领先的龙头企业。

锻造件是飞机与发动机中的关键部件，而我国军用飞机和发动机正处于快速批产上量阶

段，“十四五”期间军用锻铸市场将快速增长。公司作为航空工业集团旗下专业锻铸企业

有望充分受益于飞机+发动机的双重红利。 

盈利预测：预计 2021-2023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8.74 亿元、11.39 亿元、14.15

亿元，EPS 分别为 0.83 元、1.08 元和 1.35 元。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国防军队建设加速，对

军机的需求量持续增长，民用航空市场需求增迅速，转包需求也不断扩大，公司作为锻

铸领域龙头其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打开，业绩有望持续提升。因此给予公司 2022 年 45-52

倍 PE 估值，对应价格区间为 48.6~56.2 元，给予“谨慎推荐”评级。 

 

4 重点公司及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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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重点公司动态 

（1）中航沈飞：公司超额达成解锁条件，收益指标远超同行 

公司 11 月 16 日公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第二个解锁期解锁 147.83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比例 33.3%，将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上市流通。公司 2020 年加权扣非

净资产收益率 9.76%，比目标值 7.50%超出 2.26pct，比对标企业 75 分水平 5.42%超出

4.34pct；公司 2020 年扣非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19.34%，比目标值 10.50%超出 8.84pct，比

对标企业 75 分水平 8.52%超出 10.82pct；公司 2020 年 EVA 为 12.34 亿元，比集团考核目

标 9.18 亿元超出 34.42%，且△EVA=5.9>0。公司 2018~2020 年归母净利润均超过 5.00 亿

元的目标值，扣非归母净利润均超过 3.68 亿元的目标值。总体来看公司超额达成股权激

励目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以来公司业绩提升迅速，较同行对标企业提质增效明显。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2）中航西飞：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公司 11 月 17 日公告：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批准了《关于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利用闲置

的 2 亿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即自 2021 年 5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将上述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 2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上述归还情况通知

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3）航发动力：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公司 11 月 16 日公告：根据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无偿划转中国航发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国航发

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596,635,147 股股票（约占航发动力总股本的 22.38%）无偿划转给中

国航发，西航公司与中国航发于 2021 年 9 月 7 日签署了《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

公司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无偿划转协

议》。具体内容详见航发动力于 2021 年 9 月 8 日披露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53）和航发动力

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披露的《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

进展公告》，划转双方正在积极筹备提交监管机构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申请文件。截至目

前，划转双方仍在积极准备相关材料并申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过程中。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4）航发控制：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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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1 月 22 日公告：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1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7 亿元（含

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现金

管理产品，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

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目前已购买 8 亿元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1.40%-3.38%，

期限为2021年11月18日-2022年1月10日；5亿元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8%-3.8%，

2021 年 11 月 19 日-2022 年 11 月 7 日.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5）中航重机：关于航空工业力源拟对其全资子公司苏州公司采用股权转让与增资

方式进行混改的进展公告 

公司 11 月 30 日公告：2021 年 11 月 15 日，航空工业力源与联德控股签署了《产权

交易合同》，航空工业力源拟转让其合法持有的标的企业的 57.55%股权（以下简称“转

让标的”），由联德控股受让上述转让标的。2021 年 11 月 15 日，在《产权交易合同》的

基础上，苏州公司、航空工业力源、联德控股、海宁弘德及东音科技共同签署了《增资

协议》，海宁弘德及东音科技分别以 1.6 亿元认缴苏州公司 70,022,192 元新增注册资本，

分别占本次增资后苏州公司注册资本的 14.74%；航空工业力源以 0.8 亿元认缴苏州公司

35,011,096元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后航空工业力源共持有苏州公司注册资本的34.18%

股权。截至 2021 年 11 月 29 日，联德控股已将本次股权转让受让款支付至北交所指定账

户，海宁弘德、东音科技、航空工业力源已将本次增资款支付至苏州公司指定账户，并

取得了北交所出具的《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凭证》和《增资凭证》。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6）中直股份：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公司 11 月 4 日公告：2021 年 11 月 3 日，本公司收到哈航集团发来的《关于股份减

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哈航集团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

份 4,843,600 股，减持比例为 0.82168%，减持价格为 57.70 元；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992,200 股，减持比例为 0.16832%，减持价格区间为 62.69

元～65.30 元。至此，截至 2021 年 11 月 3 日，哈航集团共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5,835,800

股，减持比例为 0.99%，与本次减持计划上限 5,835,850 股尚有 50 股零股未减持。哈航

集团已决定不再减持该 50 股零股，故截至 2021 年 11 月 3 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哈航集团持有本公司 157,428,702 股股份，持股比例

为 26.71%，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资料来源：Wind，财信证券 

4.2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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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新闻网 11 月 2 日报道，东部战区驻闽岸导部队列装鹰击-12B，该型号曾参

加国庆阅兵；央视军事 11 月 2 日报道，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组织西安舰、

淄博舰、黄冈舰组成舰艇编队，在东海某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央视军事 

2）美国太平洋舰队 11 月 4 日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的“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和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伊势”号直升机航母于 11 月 3 日在东海开展联合演练。这一消息也

得到了日本自卫队方面的印证。日本共同社 11 月 4 日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当天发布

消息称，日本“伊势”号直升机航母等共 7 艘舰艇与美国海军的“美利坚”号两栖攻击

舰在东海实施了联合训练。 

资料来源：环球网 

3）11 月 14 日，第 17 届迪拜国际航空展在阿联酋迪拜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正式开

幕，航空工业集团重点军贸产品体系化参展。 

资料来源：人民网 

4）11 月 1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

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

通和交流。 

资料来源：新华社 

5）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 年)》、

《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和《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 2021 年咨询报告》。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资料来源：人民网 

6）11 月 19 日，航空工业通飞华北公司承担的 AG600 飞机 1003 架一号、四号发动

机短舱及支架顺利完成适航挂签交付。标志着华北公司承担的 AG600 项目研制 1003 架

机 7 个工作包全部实现交付。 

资料来源：航空工业官网 

7）11 月 23 日 7 时 45 分，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将高分三号 02 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资料来源：新浪新闻网 

 

5 风险提示 

军队采购不及预期；军品研发不及预期；公司业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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