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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丽

工业母机是工业体系的基石和摇篮，是
推动产业发展的“隐形力量”，其水平决定着
一个国家或地区智能制造的能力。日前，华
夏基金、国泰基金两只中证机床 ETF 成功获
得证监会批复，其中华夏机床 ETF 将于明日
起正式发行。随着我国首批布局机床行业的
ETF 基金的落地，工业母机概念股也将被更
多投资者关注。

工 业 母 机 还 有 一 个 人 们 更 熟 悉 的 名
字——机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工业母机
行业已建立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部分关键核
心技术实现突破，市场占有率得到提升。工
信部数据显示，国产高档数控系统实现从无
到有，在国产机床中市场占有率由“高档数控
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专项实施前的不足 1%
提高到了31.9%。

不过，我国机床产业面临的基础能力薄
弱、高端亟待突破、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等问题，
依旧不容忽视。

纵观国产工业母机发展，突围路径有三条
可循：

其一，补链，实现供应链的自主可控。目
前，我国机床产业仍存在低端混战，高端供给
量严重不足的现象，部分高端机床高度依赖进
口。因此，从顶层设计、资金落地到发展谋局，
相关部门应持续引导企业加大对主轴等关键
零部件及数控系统研发投入力度，进一步提升
自制率。

同时，在机床行业新一轮兼并重组之际，相
关主导方鼓励企业建立更灵活的机制体制。中
国智能制造巨头应在研发方面起带头作用，充
分参与市场竞争，建立技术壁垒，实现核心零部
件自制化水平领先，加速传统机床迭代升级并
提升精度和稳定性，为我国高端数控机床的自
主可控、协同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其二，延链，引导投资进入轨道。勇于向
新技术迭代演进，是工业母机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后劲。高端数控机床是投资链、产业链、创
新链三链协同创新的发力点，也因其在材料、
电机电控等关键领域的应用，对包括汽车、航
天、农机等装备制造的高质量发展起到引领性
与支撑性的双重作用。作为产业链、创新链的
助推力，投资链正在且即将发挥更重要作用。
从工业母机方向ETF产品迅速获批来看，资金
正被加速引导向“硬科技”倾斜，也推动中小企
业进一步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其三，强链，补强工业基础及促进前沿学
术发展。底盘稳固的工业母机才能真正打破
技术禁锢，迎来星辰大海。缺乏对于基础机理
的研究、工程化经验不足、缺少共性技术的支
撑是目前我国机床行业的缺陷。机床产业是
高专业分工行业，对人才知识储备和经验要求
较高，也是科研机构与产业界合作、产教融合
的关键领域。高校等机构可建立学徒制、科研
制更多元的教育体系，为行业输送专业人才。
龙头企业也需加速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上下
游企业建设创新载体，在多轴联动等方面共同
寻求技术突破。

随着政策陆续落地、资本热情已起，工业
母机各产业环节的新赛道也陆续打开。工业
母机这艘航母，要勇于驶出“避风港”，坚定信
心迎接发展风口，顺利渡过转型升级关键的十
字路口。

延链补链强链三路突围
工业母机行业迎发展风口

本报记者 杜雨萌

9月21日，五矿稀土发布更名“中国稀土”
公告次日，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揭牌仪式在北京、南昌、赣州三地同步举
行。《证券日报》记者从现场获悉，在揭牌仪式
举行的同时，中国稀土集团与江铜集团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及合作备忘录。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翁杰明表
示，这标志着资源整合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崭新
的阶段，有利于推动中国稀土集团聚集优势资
源力量、进一步提高我国稀土产业集中度，有利
于夯实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实现产业经营与资
本运营相互融合促进。希望中国稀土集团依托
上市公司平台深化专业化整合，加大力度、加快

进度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向上市公司集中。
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任珠峰表示，后续，

江西省将加快推进有关稀土资源整合，确保年
底前取得实实在在成果。

央企专业化整合
动作频频

因重组而“生”的中国稀土集团在成立9
个月之际，于深化专业化整合方面又出新动
作，即与江铜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合作
备忘录。

中国稀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敖宏表
示，此次中国稀土集团与江铜集团开展战略合
作，是双方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快稀土

资源整合、推动稀土产业专业化集约化管理的
具体实践，也是国务院国资委、江西省委省政
府推动地方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促
进地方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双
方将共建国有稀土资产整合的样板，打造央地
国企合作的典范。

回溯中国稀土集团的成立及其内部深
化改革的多项措施，“专业化整合”特征尤为
明显。

2021年12月23日，国资委发布消息称，经
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这
是我国首个以稀土作为第一主业的新央企。
彼时，中国稀土集团由中国铝业集团、中国五
矿集团、赣州稀土集团三家稀土公司以及中国
钢研科技集团、有研科技集团两家稀土科技研

发型企业等组建而成。
从集团内部看，今年以来，除了五矿稀土

加速融入中国稀土集团外，7月1日，中国稀土
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江西赣州成立。对
此，中国稀土集团表示，这是中国稀土集团加
快贸易资产实质性深入整合，推动产业协同，
业务聚合增效，实现聚合效应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不仅是中国稀土集团，在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整个央企层面的专业
化整合速度同样加快。

如8月25日，中央企业检验检测资源专业化
整合暨中国中检股权多元化改革签约仪式在京
举行。此举旨在推动中国中检与通用技术集团
所属检验检测企业实施专业化整合，并同步开
展中国中检股权多元化改革。 (下转A2版)

“中国稀土”将重装亮相A股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稀土产业集中度，深化专业化整合，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本报记者 邢 萌

今年，发行GDR（全球存托凭证）成为A股
公司融资新途径，瑞士则成为主流目的地“之
一”。近日，赴瑞士上市大军中悄然出现新面
孔，来自创业板、科创板的新锐势力崭露头角。

9月21日，乐普医疗发行GDR正式在瑞交
所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瑞士上市的创业板
公司。无独有偶，科创板公司杭可科技日前
宣布拟赴瑞交所上市，有望成为科创板首例。

“创业板、科创板公司首单GDR相关案
例相继出现，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
度的又一次提升，我国赴海外资本市场融资
的上市公司结构进一步完善。”中信证券首
席经济学家明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

计在首批“双创”板块公司赴瑞士GDR上市
的带动下，会有更多的创业板、科创板公司
选择前往瑞交所。

瑞交所A股公司增至5家

时隔近两个月，瑞交所再度“纳新”，迎
来了第5家中国企业——乐普医疗。乐普医
疗发行GDR募资2.24亿美元，主要用于建设
境外研发中心及推进全球产品研发计划等
业务。

今年7月28日，科达制造、杉杉股份、格
林美、国轩高科等4家A股主板公司发行的
GDR在瑞交所正式上市，瑞交所由此迎来首
批中国企业。该4家公司合计募资15.58亿美

元，加上乐普医疗，5家瑞交所上市企业募资
总额达17.82亿美元。

记者注意到，乐普医疗是首家登陆瑞交
所的创业板公司。另一家创业板公司欣旺
达在加速推进赴瑞士上市进程，目前GDR申
请事宜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复。

另外，科创板公司首次出现在赴瑞士上
市大军中。9月19日，杭可科技公告称，公司
筹划发行GDR并在瑞交所上市议案获董事
会审议通过。

明明分析称，创业板、科创板上市公
司整体研发实力较强，容易受到海外投资
者青睐，且部分公司境外业务占比较高，
海外融资也有助于相关公司在当地深入
开展业务。 (下转A2版)

首家创业板公司成功登陆瑞交所
“双创”板块企业或加速赴瑞士上市

本报讯 9月21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月-8月
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
国发电装机容量约24.7亿千瓦，同比增长8.0%。
其中，风电装机容量约3.4亿千瓦，同比增长
16.6%；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约3.5亿千瓦，同比
增长27.2%。

数据显示，1月份-8月份，全国发电设备累
计平均利用2499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67小
时。其中，火电2930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64小
时；核电4995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224小时；风
电1460小时，比上年同期减少40小时。

数据显示，1月份-8月份，全国主要发电企
业 电 源 工 程 完 成 投 资 3209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7%。其中，太阳能发电1025亿元，同比增长
323.8%。电网工程完成投资2667亿元，同比增
长10.7%。 （包兴安）

国家能源局：

前8个月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同比增长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