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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张娟娟

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

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国家大基金三期”）于5月24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3440亿元，经

营范围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

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以私募基金从事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企业管理咨询。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此前

已成立过两期，注册资本分别为 987.2
亿元和 2041.5 亿元。国家大基金前两

期主要的投资方向集中在设备和材料

领域，为我国芯片产业的初期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股权结构上，国家大基金三期的股

东包括财政部、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

市鲲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等19家公司。

其中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

行、邮储银行、中国银行及建设银行（六

大国有行）合计拟出资人民币 1140 亿

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及建

设银行均拟出资 215亿元，多家银行表

示预计自基金注册成立之日起 10年内

实缴到位。

国家大基金长期持有股
市场表现优异

自参与 A 股市场投资以来，国家

大基金充分发挥“耐心资本”带头示范

职能。

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截至2024
年一季末，国家大基金（一期、二期）共出

现在 31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

按照历年年末统计（2024年按一季度末

统计），8家公司获国家大基金持股超过

5年，三安光电获国家大基金持股长达

10年，长川科技、通富微电、国科微获国

家大基金持股长达7年。

获国家大基金持股长达 5年以上公

司整体表现优异，持股周期内平均涨幅

超过 150%，北方华创自 2019 年被持股

以来，截至 2024年一季度末（2019年初

至 2024年一季度末，其余类同）股价累

计涨幅超7倍。

国家大基金持股
17家公司市值超10亿元

据数据宝统计，31家公司中，国家大

基金平均持流通股比例为 9.47%，德邦

科技、江波龙等 4家公司获持股比例超

过 20%。另外，北方华创、通富微电、沪

硅产业及燕东微 4家公司获国家大基金

一期、二期同时持有。

从股东排序来看，国家大基金大多

属于公司前五大流通股东，10家公司第

一大流通股东为国家大基金，包括沪硅

产业、安路科技、长电科技等。

从持股市值来看（截至 2024 年一

季度末），上述 31家公司中获国家大基

金持股市值超 10 亿元的公司有 17 家，

长电科技、中芯国际、通富微电位居前

3名，持股市值分别为 66.64亿元、55.65
亿元及 43.03 亿元，其中通富微电获机

构预测 2024 年净利润增幅超 400%。

国家大基金持股市值接近 15亿元的思

特威-W 获机构预测 2024 年净利润增

幅接近 20倍。

存储芯片或成为国家
大基金三期重点投资方向

国家大基金三期投资方向有哪些？

华金证券近期研报表示，随着AI应
用需求持续释放，“先进存力”建设势在

必行，存储芯片或成为国家大基金三期

的重点投资对象。当前国内存储原厂扩

产项目正有序推进，稼动率亦稳步提升，

在国家大基金三期的政策加速催化下，

存储产业链相关的设备、材料等厂商迎

来黄金发展机遇。

目前，A股市场上存储芯片概念股

共计 70余只，哪些公司可能成为国家大

基金三期的潜在标的？

通过对历史持仓分析发现，国家大

基金（一期、二期）的持股公司中，百亿元

市值公司占比八成，研发投入较高，2021
年至 2023年平均研发强度超过 15%；业

绩增长潜力较大。

据此，按照条件：一是最新市值超过

百 亿 元 ；二 是 2023 年 研 发 强 度 超 过

15%；三是机构预测 2024年和 2025年净

利润增幅持续超过 15%且 2023 年实现

盈利。7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中有8家

满足上述 3个条件，包括北京君正、成都

华微、复旦微电等。

8家公司2021年至2023年研发强度

持续超过 10%，复旦微电 2023年研发强

度超过 30%，公司存储芯片产品线可提

供多种接口、各型封装、全面容量、高性

价比的非挥发存储器产品，整体市场份

额居国内前列。

全志科技2022年至2023年研发强度

持续超过25%，机构预测公司2024年净利

润增幅有望超过600%，2025年有望超过

90%，公司在2022年年报中披露，其存储

芯片业务营收约2088万元。

兆易创新获机构预测 2024 年净利

润增幅超过 550%，2025 年有望超过

45%，当前市值超过500亿元。

国家大基金持有8家公司股票超5年

（本版专题数据由证券时报中心数据库提供 彭春霞/制图）

证券时报记者 匡继雄

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 促进煤炭高质

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

全面推进建设煤矿智能化发展，加快推

进生产煤矿智能化改造。根据《通知》要

求，到 2025年底前，大型煤矿要建成单

个或多个系统智能化，具备条件的实现

采掘系统的智能化。

近年来煤矿智能化
相关政策频出

2020年 2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煤矿智能化是煤炭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术支撑，到 2025
年，大型煤矿和灾害严重煤矿基本实现

智能化；到 2035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

智能化，构建多产业链、多系统集成的煤

矿智能化系统，建成智能感知、智能决

策、自动执行的煤矿智能化体系。

2021年6月，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印发《煤矿智能化建设指南

（2021年版）》，对煤矿智能化建设的总体

要求、总体设计、建设内容、保障措施等

方面予以明确。

2023年3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

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

干意见》提出，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带动

煤炭安全高效生产；推动煤矿构建覆盖

业务全生命周期的“预警、监测、响应”动

态防御体系。

2023年 4月，国家能源局组织召开

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强调

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保障煤炭安

全稳定供应的关键举措，是实现煤炭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4年 4月，国家矿山安监局等七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矿山智

能化建设 促进矿山安全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到 2026年，全国煤矿智能化产

能占比不低于 60%，智能化工作面数量

占比不低于 30%，智能化工作面常态化

运行率不低于80%，煤矿、非煤矿山危险

繁重岗位作业智能装备或机器人替代率

分别不低于30%、20%。

有业内人士指出，煤矿是安全生产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性是煤矿生产的核心痛

点。我国煤矿数量众多，地质赋存和开采

技术条件各异，生产工艺条件复杂，灾害

类型多，事故危害大，安全管理难度大，事

故隐患具有特殊性，因而对生产无人化、

少人化存在着更为强烈的诉求。

煤矿智能化发展提速

得益于政策支持以及技术创新的双

重推动作用，我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目前

正加速进行，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23煤

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指出，“十四五”以

来，我国建成了一批多种类型、不同模式

的智能化煤矿，智能化采掘工作面由400
多个增加到 1600个左右；煤炭数字产业

营业收入、利润、研发投入等主要指标均

保持了 30%左右的增长态势，相关发明

专利数量年均增长超 25%；在 5G应用、

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等领域，

我国煤炭工业处于行业第一方阵；以共

享中心为代表的煤炭企业生产经营数字

化管理系统普遍推广应用。

民生证券指出，我国煤矿智能化市

场空间广阔，在 2026年智能化渗透率达

到50%的假设下，预计2024年至2026年

煤矿智能化改造市场规模分别为 429亿

元、492亿元、894亿元，3年合计市场规

模达1815亿元。

多家A股公司
透露布局进展

A股市场上，多家公司今年以来通过

互动平台透露了其布局进展情况。

山东矿机智能化综合采煤系统及其

电液控制系统依托公司主机制造优势，

实现智能化煤矿一站式交钥匙的配套能

力。公司股价近期表现强势，已连续 4
个月保持上涨，股价自 2月低点以来最

高涨幅超80%。

北路智控深耕于智能矿山领域，拥

有智能矿山通信系统、智能矿山监控系

统、智能矿山集控系统、智能矿山装备配

套和其他等 5类产品，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产品体系。

云鼎科技长期深耕煤矿智能化领

域。目前公司已开展无人机在露天矿作

业场景、井工矿形变监测和雨水倒灌等

场景相关应用可行性分析。

创力集团是国内高端煤矿装备制造

企业，产品覆盖智能化采煤机、掘进装

备、乳化液泵站、喷雾泵站、带式输送机

等设备。公司生产的5G智能采煤机、5G
智能掘进设备已在国家能源集团、晋能

控股等合作客户中投入使用。

机构扎堆看好这些公司

据证券时报·数据宝统计，煤矿智

能化概念股中，中控技术、汇川技术和

中科曙光等 11 家公司获得 5 家以上机

构积极型（含买入、增持、强烈推荐等）

评级且机构一致预测今年净利润增速

有望超20%。

中控技术机构关注度最高，获 37家

机构一致预测今年净利润增长率达

20.14%。公司去年 11月与山西寿阳段

王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智慧管

控系统项目，实现了井工煤矿智慧管控

一体化系统项目的突破。

汇川技术机构关注度位居次席，获

25家机构一致预测今年净利润增长率达

20.25%。早前，汇川技术与中国煤科常

州研究院开启战略合作，聚焦煤矿行业

的技术创新与应用。

煤矿智能化发展提速 未来3年市场空间超18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