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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期看点：

1、国务院发布《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核电迎新一轮景气周期。

2、公司业绩稳步提升，核电建设增速快。

3、核电“一带一路”，出海需求提升。

一、公司简介及业绩情况

公司主要业务为工程建设，按板块可分为核电工程、工业与民用工程建设两大业务板块。

核电工程建设一直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掌握了包括 CNP、M310、CPR1000、EPR、VVER、AP1000、CAP1400、华龙一号、高温堆、重水堆、

实验快堆、先进研究堆等各种堆型、各种规格系列的核电建造能力，能够同时承建超过 40 台核电机组。

工业与民用工程建设是公司重点发展的业务板块，业务种类覆盖房屋建筑、市政、公路、桥梁、隧道、电力、环保、城市轨道、石油

化工、水利水电建设等多个领域。



公司 2023 年营业收入 1093.85 亿元，同比增长 10.34%；归母净利润 20.63 亿元，同比增长 16.07%；扣非净利润 17.08 亿元，同比增

长 3.85%。2023 年公司实现新签合同额 1506.37 亿元，同比增长 8.34%。

分业务板块看，核电工程建设完成营业收入 239.3 亿元，同比增长 42.9%；工业与民用工程建设完成营业收入 751.2 亿元，同比下降

0.1%。

2024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290.4 亿元，同比上升 0.4%；归母净利润 5.6 亿元，同比增长 9.6%；扣非净利润 5.4 亿元，同比增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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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4 月，我国在建核电项目达 26 台机组，叠加 2024 年中国核电投资计划首超千亿元，达 1215.53 亿元，同比 52%，全国核

电投资进入加速期。

此外，核电出海需求空间广阔。中国目前可用于出口的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堆型有华龙一号和国和一号。据国家能源局预测

数据，到 2030 年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新建上百台核电机组，共计新增核电装机 1.15 亿千瓦。每出口 1台核电机组需要 8万余

台套设备，单台机组投资约 300 亿元。

在此背景下，中国核建核电工程业务 2022-2023 年收入增速超过 40%，2023 年实现新签合同额 384 亿元，为业务后续增长提供了保障。

公司市场占有率高，承担了在运和在建核电机组的 97%的核岛安装和 94%的核岛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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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概念

1、核电工程：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核电工程、工业与民用工程等。

2、可控核聚变：根据 2021 年年报，公司高水平推进“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建设，成功实现主机安

装第一阶段任务。

3、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指导下，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深耕厚植巴基斯坦、东帝汶、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等核心市场以及

中东、东南亚等区域市场。



三、事件催化

国务院印发《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其中提到，加大非化石能源开发力度。有序建设大型水电基地，积极安全有序发展

核电，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统筹推进氢能发展。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科学合理确定新能源发展规模，在保证经济性前提下，

资源条件较好地区的新能源利用率可降低至 90%。作为高效清洁的低碳能源，核能在碳中和背景下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

四、市场行为

2024 年 5 月份以来“北向资金”持续流入，沪股通持股数量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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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一季度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中新进 1位个人投资者，中证 500ETF 大幅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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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司股东数略微降低，平均每户持股数略微上升，筹码集中度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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