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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改委7月5日消息：国家计划2010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23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为6822亿

元。重点工程包括沪昆、长昆、成贵、乐贵、西成、西江、宝兰、成渝客运专线等。据铁道部总工程师、中

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近期表示，今年铁道部准备投入7000亿元到高速铁路的建设中来,计划新线投产

4613公里。将进一步扩大并完善铁路网布局，扩大西部路网规模，完善中东部路网结构，规划新建1万

公里铁路。由于高铁行业等改善运输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旺盛的势头，成为流动性收紧下的一

块“投资绿地”。在目前A股市场大幅走低的格局下，相关高铁上市公司业绩成长的确定性也就成为多

数机构建议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吴云峰

高铁概念股高成长孕育商机

该公司作为轨道交通装备领军企

业，在手订单充足，未来三年增长明确；

同时，高铁运行密度加大带来车辆新增

需求，以及动车组维修服务，出口和城

轨地铁等业务也保障了公司长远业

绩 。 在 机 械 车 辆 环 节 中 国 北 车

（601299）与共同垄断国内铁路机车制

造市场95%份额，是高铁主题的首选标

的。

预计公司 2010-2012 年营业收入

增速分别为36.86%、47.38%和23.19%，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速为

72.50%、48.73%和22.03%，西南证券预

计全面摊薄后的每股收益分别为0.27

元、0.41元和0.50元。

中国北车(601299) 手握巨额订单业绩增长明确防御佳品

该公司产品主要为箱式变电站，约

占收入的82%，按下游应用来分，铁路、

电力和煤炭系统，三者占比分别为60%、

24%和13%，公司主要客户均为大型国

有企业，包括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公司。

公司的箱式变电站主要服务铁路通信，

每2-2.5公里高铁需要配备一套，市场空

间巨大，未来2年内仅高铁市场就超过

20亿元。群益证券预计2010年、2011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5.3亿元、7.6亿元，同比增

长 36.6%和 43. 8%，同比增长 34.9%、

42.5%，EPS分别为0. 84元和1.20元。

特锐德(300001) 将充分受益铁路建设的未来成长高景气

该公司是从事铁路、城市轨道交

通通信信号领域信息和电气产品的研

究开发、市场营销、生产制造和技术服

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包括轨道交通

信号智能电源系统、轨道交通电力操作

电源系统、轨道交通屏蔽门电源系统和

轨道交通通信电源系统等相关产品业

务。

未来几年公司已经具备了以信号

电源为主，通信电源、电力操作电源和

屏蔽门电源为辅的高速增长动力，成长

前景值得期待。再加上国内铁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的跨越式发展，以及铁路技

术装备国产化和技术体系自主化的要

求，这也为公司成长创造了极佳的经营

环境。因而建议适当关注。天相投顾

预计公司2010-2012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1.73元、2.23元和2.68元。

鼎汉技术(300011) 一流轨道交通电源产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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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事件：1、7月3日,阿根廷-中国商会

发言人塔沃阿达对外表示,欲向中国引

进铁路技术发展“贝尔格拉诺货运”长期

项目,以改善阿根廷铁路网络。3 月 18

日,北车公告称,根据与阿根廷联邦规划

公共投资与服务部总价 22 亿元的协议,

将向阿根廷出口高速内燃机车和铁路客

车。同时, 作为首个向阿根廷出口轨道

交通车辆的中国装备制造商,南车也已

进入阿根廷市场。资料显示，2009年,中

国南车出口销售已经突破12亿美元，中

国北车的出口销售亦超过11亿美元。

2、7 月 1 日，沪宁城铁已正式通车。

6 月 18 日，由易程与苏州科技城共同投

资10亿元建设的国内首家高铁物联网技

术应用中心在科技城正式启用。 5月27

日，中国北车时速380公里新一代高速列

车“和谐号”380A首辆车竣工下线。

3、去年 12 月 26 日，横贯粤湘鄂三

省、全长逾1000公里的武广高铁正式投

入运营，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掌握“大国

技术”的高铁技术。今年2月6日，郑西

(郑州—西安)高铁正式开通，是我国中西

部地区的第一条时速达350公里的高铁。

4、2009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批复涉

及22个城市的地铁与城际列车项目，投

资规模达到8820亿；巴菲特大手笔投资

高铁；俄美等国在高铁领域积极展开与

中国的合作等。据悉，中国计划在位于

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昆明市修建通往新德

里经拉合尔然后到达德黑兰的高速铁路

线。

高速铁路是指营运速率达每小时

200公里的铁路系统。目前我国高铁技

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据报道，铁道部

规划了国内“四纵四横”的高铁远景规划

图，2020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有望提前

到2015年完成，2015年我国铁路运营里

程即将达到12万公里，期间铁路建设投资

有望达到3万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1.5

倍，预计2011-2015年年均铁路投资规模

将维持在6,000-7,000亿元。

根据相关数据，“十一五”期间，全国铁

路基本建设投资额预计在2万亿元左右；而

根据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测算，为保

证铁路已开工项目的顺利完成，未来5年，

全国铁路投资额计划为3.5万亿元以上，年

均投资额7000亿元以上。我国的高铁生产

厂商面临的市场空间将不仅仅是国内市场，

还包括国外市场，而国外市场将打开这些行

业相关龙头企业的新的增量空间。这意味

着高铁类相关上市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相

对确定性，进而赋予其较高的估值溢价。

在高速铁路总造价结构中，最大的部分

是铁路固定设施投资约占50%，包括轨道采

购与铺设、车站建设、信息系统、电气配套等；

其次是基建，约占38%；机车车辆的购置仅占

15%。目前高铁产业已从前期的大规模基建

进入到运行阶段，对信息系统、电气配套等产

业将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目前与高铁产业相关联的上市公司达

180多个，按照行业受益顺序，大规模铁路

建设将首先惠及铁路基建相关领域（如铁

路施工和工程机械）的企业以及铁轨生产

企业，铁路机车设备的采购在工程完工后

进行，铁路运营企业则最后获益。

上游原料环节：工程机械、桥梁及隧道

专用钢铁、水泥、电力、建筑材料企业将直

接受益，且景气周期长、波动幅度小，以中

国中铁(601390)、中国铁建(601186)、中铁

二局(600528)、隧道股份(600820)、徐工机

械(000425)、三一重工(600031)等为代表。

机械车辆环节：共同垄断国内铁路机

车制造市场95%份额的中国南车（601766）

及中国北车（601299）是高铁主题的首选目

标，北方国际(000065)也具优势。

基建环节：主要包括具有垄断地位的

中国中铁(601390)、中国铁建(601186)，有

关地铁与城际列车项目可以关注粤水电

(002060)与隧道股份（600820）。

零部件环节：南方汇通(000920)、北方

创业(600967)、湘电股份(600416)、晋西车

轴（600495）、西北轴承（000595）、天马股

份(002122)、中国重工（601989）、龙溪股

份(600592)、太钢不锈(000825)、太原重工

(600169)等公司直接从事机车及零部件制

造，此类公司面临的发展空间依然较大。

信息电子设备环节：主要上市公司有

华东数控(002248)、沈阳机床(000410)、秦

川发展(000837)、东力传动(002164)、晋亿

实业(601002)、时代科技（000611）、时代

新材(600458)、辉煌科技（002296）、远望

谷(002161)、鼎汉技术(300011)、特锐德

（300001）目前发展空间巨大。

铁路营运和物流环节：广深铁路

(601333)、国恒铁路(000594)、申通地铁

(600834)，重点关注铁龙物流(600125)、中

储股份(600787)等具有大规模铁路货运的

龙头企业，业务增值潜力巨大。

后高铁时代的受益者

从日本新干线以及国内高速公路对经

济造成的影响来看，高铁时代将对我国的产

业地理格局及大城市圈的形成产生巨大影

响。沿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的正面拉动，重

点关注布局高铁沿线节点城市荣盛发展。

旅游酒店零售等大消费市场将显著受益：各

个区域的景区及酒店随着高铁开通将渐次

受益，关注华天酒店、峨眉山、黄山旅游。零

售行业主要受益于高铁建成后带来的后续

效应，关注武汉中百、合肥百货、重庆百货、

大商股份。航空业务受高速铁路不断发展

受到威胁最大，相比较而言，航空业务优势

几乎丧失殆尽。

高铁类上市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确定

高铁类180家公司构成产业链七大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