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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11 月 12 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闭
幕，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

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

资本市场随即率先做出反应，其中

军工板块、网络安全等题材受到指引性

政策的提振。截至 11月 18日，军工板
块 5 日累计涨幅高达 12.42%，网络安
全概念也整体上涨 12.69%。业内人士
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显著利好

国防、信息安全、安防等多个板块；随着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民参军”进程将提

速，而军工企业并购重组将迎来新一轮

高峰。

促涨军工、信息安全等
多个板块

据报道，1997年，时任总书记江泽
民访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中国就

有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想。

专家预计，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

成为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

政协之后的中国第 5大国家机构，而国
家安全委员会将可能成为总管军队、公

安、外交、情报领域的强有力机构。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变

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

防、军事和外交，已经扩展至经济、金

融、能源、信息、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

特别是网络安全，今年美国国家安

全局被爆出“棱镜门”事件———监听至

少 35 个国家领导人的电话和电子通
信，并监控成百上千万人的电话通话。

前期发改委实施的国家信息安全专项

工作提出将重点支持金融信息安全领

域、云计算与大数据信息安全领域、信

息安全分级保护领域、工业控制信息安

全四大领域。

近年来，以 UTM为代表的融合性产
品、防范内网泄密的审计工具以及移动

产业安全等子行业增长迅速,而随着越来
越多的服务和数据向云端转移,以云为主
题的安全产品将引领行业新的发展。

对此，信达证券计算机行业分析师

边铁城表示，计算机行业中网络安全企

业成为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的直

接受益者。由于网络安全相关企业的客

户群主要来源于政府机关、军队以及国

有大中型企业，因此，国家重视程度的

提高将直接转化为资金投入额的扩大

从而增厚企业利润，未来产品国产化的

替换将提速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普遍

预期未来网络安全市场的年增长率将

突破 20%。
银河证券研究部机械军工行业首

席分析师邱世梁称，从基本面看，国防

装备、信息安全设备、安防设备采购力

度将超出市场预期，从而提升行业增

速、成长周期。

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也将

加快国防资产证券化的进程，外生增长

也将提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本身

是这些板块上涨的重要催化剂。

“民参军”进程
有望大幅度提速

全会公报同时还指出深化军队体

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

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决

定》中亦明确提到，推动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

“这意味着广大民营企业的‘民参

军’进程有望加快。”业内人士表示。

军工领域一直被视为民营企业投

资的禁区。近年来，随着《陆军及通用装

备型号研制竞争择优实施办法》等制度

出台，民企“参军”案例也越来越多。

“相比传统军工企业，民营企业船

小好调头、管理成本低、技术更新快。引

入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竞争，不仅可提升

装备质量、降低研发费用、缩短科研周

期，还能助推军工企业加快技术升级

……”参与过军品研发的刘源翔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据刘源翔介绍，杭州有一家民营企

业，在与多家传统军工企业竞争某型红

外热像仪研制任务中胜出，大大缩短装

备研制周期，为装备关键技术持续升级

注入了新的活力。相比军工企业，这家

民营企业的产品报价要低 10%—20%，
每年可节约一大笔国防经费。

“不仅省钱，该民营企业在这一领

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运用到武器装

备后，能大大提升作战性能，这是军工

企业所看重的。”刘源翔表示。

据了解，目前已有 400余家民营企
业获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准生证”，

1000余项民用技术应用于装备研发，民
营企业参与装备采购竞争的范围，也逐

渐由元器件、零部件向整机、主机延伸。

但目前核心军品的采购并没有放开。

“从长远看，对外围协作配套军品

进行社会化采购是必然趋势。比如，产

品填补现有军品空白，产品能对现有军

品形成有效补充的企业。包括军用红外

热成像仪、军用轻型装甲车、军用服装、

合成孔径雷达等。”平安证券相关分析

师表示。

“国安”行业：产业链重构进行时
本报记者 王莹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未来“民参军”进程将提速

除了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国防装备的采购、生产；国

防生产企业可引入社会、民营资本；另外，国防资产通

过资产证券化上市，引入社会资本。“未来军工集团并

购重组将迎来高峰。”邱世梁称。

据了解，十大军工集团从 2008年起已陆续开展重
组整合。2008年，一航和二航合并成中航工业，拉开了
军工行业大重组时代的序幕。

随后，兵器工业集团、航天科工分别进行了重大资

产重组；航天科技集团更是明确在 2010年开展并积极
推进了卫星领域和电子领域的整合并开展相关资产的

重组和上市工作。

随后两年，军工企业的上市（证券化）进程有所停

滞，直至 2013年的再度大规模重启。2013年 1月，航
空动力因重大资产重组再度停牌。“至此，军工重组的

时间窗口再度开启。”邱世梁称，2013年以来，中国重
工、航空动力、哈飞都启动了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其中

中国重工启动了核心军品的总装资产注入。据了解，

中国重工于 6月 17日发布公司有重大事项涉及军工
重大装备总装业务的公告，有分析指出，中国重工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极有可能注入为海军航母编队提供

建造以及后续配套服务的资产。中国重工高管曾对机

构人士表示，接下来停牌重组的 A 股上市公司将超
过 10 家，2013—2014 年军工板块将迎来资本市场的
春天。

有数据显示，目前十大军工集团总资产在 2.3万
亿元以上，其 73家上市公司的总资产为 7000亿元左
右，资产证券化水平仅为 30%。

而光大证券研报显示，国外军工公司的资产证券

化率多处于 70%—80%的水平，而中国军工集团的资
产证券化率大多低于 40%。因此，中国军工上市公司的
市值增长空间才刚刚打开。

“军工资产证券化能否顺利推进，关键看两条，一

是动力，二是政策。”业内人士表示，各军工集团均拥有

大量未注入上市公司的优质资产，这意味着未来其资

产证券化大有可为。

“未来并购重组更多的是借助证券市场，通过整体

上市进行。大规模的资产注入将同时带来外延的高增

长，行业增速有望保持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邱世梁

称。

10家军工上市公司
近期或重组
本报记者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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