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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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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智能互联 有质增长

清洁能源
• 清洁能源收入同比增长，核心产品保持市场地位领先

• 乡村微管网业务示范稳步推进

• 船舶油改气业务在内河、内江实现战略示范性突破

• 氢能业务围绕“制储运+场景应用”的关键装备、核心工艺及示范应用推进全面布局

• 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 标准罐箱与特种罐箱订单持续增长

• 连续多年罐箱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 中集安瑞环科A股创业板上市申请获受理

化工环境（中集安瑞环科）

• 全球投资恢复，斩获多地订单，在建项目

进展良好

• 获逾亿元白酒订单，交付亚洲最大威士忌

工厂

液态食品
收入及核心利润大幅增长

ROE大幅提升至11.4%

财务状况稳健，整体资产运行效率明显提升

经营性现金流4.3亿元

董事会建议派发股息0.21港元/股，股息派发率40%

收入净利大幅增长财务状况保持稳健



产品聚焦数一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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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LPG及其他气体领域 氢能领域

• 液氢罐车和球罐的研发取得重大进展

• 液氢固定罐企标通过国家容标委低温分会符合性审查

• 完成了超高压103MPa储氢容器和30MPa长管运氢气瓶的研发

2021年研发投入超过5.25亿人民币（2020：约3.59亿人民币)，对销售比例达2.85%（2020： 2.92%）。全年新增专利权130项，

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2项。

• 完成乡村“LPG 微管网” 分布式能源关键储运装备的研制

• 完成液氦罐箱样罐制造和型式试验，实现了国内首台大型液

氦储运装备的先进制造

• 完成冷能利用试验原型设计和制造，并有序完成预定试验

液氦罐箱 液氢储罐



科技创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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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口气，是指油气开采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未能联网外输的天然气。依托公司

的液化模块、储存运输装备和客户资源等，我们提供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够

有效回收利用零散井口气、使原本没有经济效益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千口井示范项目，让孤井里长出金子

船舶配套保障
加注站

LNG供应
船舶制造/改造

LNG动力包

船舶改造

先进管理安全技术保障

船员培训

中集物流首批投资运营20艘LNG动力水泥罐船，中集安瑞科负责提供船舶

LNG动力包、安保系统和LNG加注管理。

西江水泥罐船改造示范项目

气油氢综
合加注站

水陆两用
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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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5 7,002 
9,716 

3,386 2,027 

3,7943,077 
2,728 

3,420 13,743 
12,290 

18,424 

2019 2020 2021

17.1% 17.0%
14.7%

毛利率

三大业务稳步增长，收入大幅增长

7

单位：百万元

中集安瑞科收入同比增长约49.9%

清洁能源

化工环境

液体食品
其他

中国

49.4%海外

50.6%

中集安瑞科分板块业务收入占比

中集安瑞科分地区收入占比

（2020：48.3%）
（2020：51.7%）

（2020：57.0%）

（2020：16.5%）

（2020：22.2%）

公司整体2021年资本性支出：986.9百万元

其他

*所有财务数据货币为人民币

（2020：4.3%）
18.6%

8.1%

52.7%

20.6%

13.5%
8.0%

11.4%
ROE



股东应占净利同比增长52.4%

净资产收益率（ROE）

13.5%

8.0%

11.4%

2019 2020 2021

948

588

949

2019 2020 2021

净利及盈利能力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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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

• 三大业务收入表现良好，核心净利润和股东应占净利润同比稳步增长；ROE同比上升，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 核心净利润：为本公司净利润剔除股票激励计划费用摊销及CB相关财务费用

单位：%

911

580

884

2019 2020 2021

单位：百万元

核心净利润同比增长61.4%

基本每股盈利（EPS）同比增长52.6%

0.46

0.29

0.45

2019 2020 2021

单位：元



冠军产品：

• LNG罐箱、中小型LNG储罐、LNG船用罐、 LNG气瓶、 LNG运输车、液化气体运输车等大部分在2021年市场份额有明显增长。

• 板块销售前三大装备分别为低温储罐、 LPG车、LNG运输车。

17.3%
13.2% 12.3%

毛利率

6,815 7,002

9,716

2019 2020 2021

清洁能源板块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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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收入同比上涨约38.8%

单位：百万元

中国

70.6%

海外

29.4%

清洁能源分地区收入占比

清洁能源业务收入拆分及占比

工程业务收入占比

单位：百万元

（2020：27.5%）

（2020：72.5%）

2021年氢能业务收入为174.5百万元 1,885 

2,695 
2,094 

327 

3,015 

4,709 

1,680 

312 

储存 运输 场景应用 加工处理及其他

2020 2021

31.0%

48.5%

17.3%
4.7% 3.2%

26.9%
38.5%

29.9%

工程服务

32.4%

装备销售

67.6%
（2020：80.6%）

（2020：19.4%）



16.6% 18.0%
14.4%

毛利率

化工环境板块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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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产品：连续17年保持全球市占率第一*，年内罐箱销量增长，行业地位进一步巩固。

• 随着全球贸易和精细化工行业的逐步复苏，标准罐箱及特种罐箱销量均录得大幅增长。

• 自主研发的高效脱氮反应器首台套成功落地应用，为环保装备及配套服务业务拓展奠定基础。

化工环境收入同比上升约87.2%

单位：百万元
中国

10.6%

海外

89.4%

化工环境分地区收入占比

标准罐箱,53.7%
特种罐箱,37.8%

其他,5.7% 后市场服务,2.8%

化工环境业务收入拆分

*根据 ITCO2021报告数据

（2020：48.1%）（2020：39.3%）

（2020：3.7%）（2020：8.9%）

3,386

2,027

3,793

2019 2020 2021

（2020：78.1%）

（2020：21.9%）



19.0%
28.4% 24.9%

毛利率

液态食品板块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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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益于液态食品设备需求的增长和前期多元的业务布局，收入稳步增长。

冠军产品：

啤酒交钥匙工程—全球前三

液态食品收入同比上升25.4%

单位：百万元

啤酒,81.5%

非啤酒,18.5%

液态食品业务收入拆分

中国

10.9%

海外

89.1%

液态食品分地区收入占比

（2020：76.9%）

（2020：23.1%）

3,077
2,728

3,420

2019 2020 2021

（2020：90.8%）

（2020：9.2%）



• 适当增加战略性钢材备货应对钢材价格上涨，同时存货周转天数改善了40天。

• 整体应收周转持续优化，同比降低23天。

• 整体现金周转天数为82天，同比改善43天。

经营性指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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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日 应收账款周转日 应付账款周转日

同比优化20天同比优化40天

136

76
87

96

53
67

2020 2021

同比优化23天



13.6%

21.7%杠杆比率

1,013

1,847

2,561

3,173

2020 2021

带息负债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53.5%
55.3%资产负债率

长期稳健的资产负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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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结构稳健

单位：百万元 单位：百万元

杠杆比率总体平稳

8,603

10,525

16,075

19,025

2020 2021

总负债 总资产

• 期内公司发行约1,235百万元可换股债券，若剔除该部分影响，公

司2021带息负债降至612百万元，杠杆比率降至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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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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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宏观形势回顾

15

疫情反复，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

碳达峰目标及中国经济恢复，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受油价带动及供应端影响，2021年LNG价格创新高，且错峰波动

单位：元单位：例

数据来源：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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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价格回顾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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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不锈钢价格整体呈现冲高回落走势，主要因宏观面维持宽松政策，加之全球经济逐渐复苏，不锈钢出口需求得到大幅释放，同时

原料端亦受到国内能耗双控以及海外进口放缓的影响，支撑不锈钢价格走高。不过随后由于海外需求减弱，叠加国内限电政策放松，供

需偏松令不锈钢价格承压回落。展望2022年，上半年，镍矿供应季节性紧张，印尼镍铁回国量放缓，南非疫情导致铬铁供应减少，且国

内产能退坡，将导致原料供应偏紧局面持续；短期内不锈钢价格或高位运行。

2021年至今不锈钢市场价格趋势 2021年至今镍市场价格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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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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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

• “十四五” 期间，国内天然气供需将保持较快增长，利好公司相关制储运+

应用装备及工程业务；

• 全球船舶排放走向低硫化趋势；水上油改气市场广阔，机遇期即将来临；

• 3月2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

明确了氢能在能源转型中的重要战略定位。

成为清洁能源、化工环境及液态食品领域的行业领先的科技型企业

罐箱多式联运、化工园区

产业集群化趋势发展，为

罐箱及后市场服务带来新

的增长点；

中国的环保政策逐步趋严，

环保装备前景明确。

化工环境（中集安瑞环科）

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仍

然有啤酒业务增长机会；

酒精气泡水在北美市场迅

速增长；

中国白酒酿造设备自动化

升级改造。

液态食品



坚持主航道，发展新领域，打造行业领先的一体化综合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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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能源更清洁，使环境可持续，为生活添美好！

啤酒业务

非啤酒业务

化工装备

环保业务

化工环境（中集安瑞环科） 液态食品清洁能源

能源装备与工程业务

创新业务

现有业务

关键装备

综合一体化智慧解决方案

主航道

水上清洁能源业务

氢能业务

核心工艺 综合服务

产品聚焦 数一数二 科技创新 解决方案 组织重塑 卓越运营 智能互联 价值再造



113.2 

69.9 

14.1 
29.2 

148.8 

79.8 

26.1 
42.9 

中集安瑞科 清洁能源 中集安瑞环科 液态食品

去年同期 截至2021年12月底

在手订单充足，化工环境业务迅速

19

+31.4%

+14.2%

+85.1%
+46.9%

142.0 

87.8 

26.5 27.7 

213.2 

113.8 

51.1 48.3 

中集安瑞科 清洁能源 中集安瑞环科 液态食品

去年同期累计新签 2021年12月底累计新签

新签订单

在手订单

单位：亿元

单位：亿元

+50.1%

+29.6%

+92.8% +74.4%

清洁能源分类
12月底在手订单（单位：亿元）

本期 去年同期 同比

储存 42.0 28.3 48%

运输 27.4 25.3 8%

终端应用 6.2 8.3 -25%

加工处理及其他 4.3 8.1 -47%

清洁能源合计 79.8 69.9 14%

陆上清洁能源业务（包含氢能）新签订单88.4亿元，同比增长25%。水上清洁能源业务（SOE+船舶油改气）新签订单25.4亿元，同比

增长51%。12月新签订单较前期大幅上升，主要是海气中心新签12亿（4条液化气船），食品中心新签订单约18亿。

清洁能源分类
12月底新签订单累计（单位：亿元）

本期 去年同期 同比

储存 48.4 28.7 69%

运输 41.6 26.4 57%

终端应用 14.4 20.8 -31%

加工处理及其他 9.4 11.8 -21%

清洁能源合计 113.8 87.8 30%

新签订单：2021年签订的所有订单累计值；在手订单：2021年12月31日截点的存量订单



➢ 氢能新签订单2.3亿元，在手订单1.3亿元，主要来源于管束运输车、加氢站、车载瓶及供氢系统等。

2021年氢能订单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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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订单

9,565

1,705 1,305
93

储运 加氢站 车载瓶及系统 其他
76%

13%

10% 1%

在手订单按产品划分

储运

加氢站

车载瓶及系统

其他

新签订单

17,076

2,937 3,080
109

储运 加氢站 车载瓶及系统 其他

74%

13%

13%

新签订单按产品划分

储运

加氢站

车载瓶及系统

其他

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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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
天然气、氢能两轨并行助力双碳目标



天然气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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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高碳

替代存量煤炭、石油的主体能源

以单位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数量来算,煤炭的

碳排放是石油的1.29 倍，是天然气的1.69 倍

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首选伙伴

在发电领域，气代煤不仅能提高能源转换效率，

而且环保优势突出、调峰能力强

培育氢能产业链的优先支撑
天然气制氢是碳排放最低的化石能源制氢工艺，

且氢与天然气可在一定比例范围内混合输送

天然气拓展领域

替代煤炭

支撑
新能源

“双碳”目标下，中国天然气利用需要由过去的替代煤炭为主转为支撑新能源规模化发展与替代高碳高污染并重，预计2022年天然气

消费增速为8.5%，工业燃料、城市燃气、发电都将保持较快增长。

3,240

3,726
4,041

4,480

5.6%

12.7%

8.5%

10.9%

-14.0%

-9.0%

-4.0%

1.0%

6.0%

11.0%

16.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2020 2021 2022E 2023E

消费量 同比增速%

2022-2023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预测

单位：亿方

数据来源： wind、 发改委、 气库、 来佰特



天然气为重点的陆上+水上清洁能源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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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清洁能源产业链

陆上清洁能源产业链

▲ 中小型气体能源运输船（LEG/LPG/LNG） ▲船舶油改气(船用罐和动力系统)(内河、沿海）▲ 海上油气处理模块

▲液化工厂/井口撬装设备

▲陆上井口气处理与加工

▲清洁能源运输装备

▲LNG调峰储存装备与工程

▲交通用清洁能源装备

▲工商业LNG小型燃料罐

上 游（生产加工） 中 游（运输） 下 游（终端应用）

中 游（运输存储） 下 游（终端应用）

▲LNG加注船及水/岸加注

上 游（生产加工）

▲甲醇制氢加氢示范项目

▲焦炉气制氢示范项目

▲加氢站、移动加氢子站车

▲三型、四型车载储氢瓶

中 游（运输存储） 下 游（终端应用）上 游（生产加工）

▲其他清洁能源储存装备与工程

▲氢气管束运输车

▲液氢储罐

氢能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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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市场 运输市场 终端应用设备

2022年核心产品市场规模滚动预测 ~525亿元

单位：亿元

2022年中集安瑞科覆盖的核心装备市场规模约525亿元（2021年382亿元） :

o 储存设备市场规模约214亿元，包含城燃储气调峰项目储罐需求， LNG接收站及液化工厂等

o 运输设备市场规模约260亿元，其中中小型液化气船（≤4万立液化气船）市场规模约231亿元

o 终端应用设备市场规模约52亿元，国六标准全面实施后，LNG重卡渗透率有望提升，持续看好该市场发展

数据来源：内部预测的市场规模按照市场销量预测，市场规模金额则以细分产品当年的平均单价来核算，按季度滚动修订。

核心产品2022年市场规模滚动预测

24

备注：随着全球经济恢复，国际海运贸易逐步回归正轨，航运业节能减排进程加速，2022年全球中小型液化气船（≤4万立液化气船）订单大幅上涨，市场规模迅速增加。

中小型液化气船
2022 年 市 场 规
模约为231亿元



（陆上）储存：2021年城燃调峰建设活跃 LNG储罐、LPG球罐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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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中集安瑞科承建的10,000立方

米新疆沙雅LNG全容罐开车成功。该项目是

目前沙雅地区产能最大LNG生产项目，承担

沙雅县及周边县市5%的用气量和政府三天天

然气的应急储气。

◼于柬埔寨的6,000m³ LPG球罐场站工程项目

已顺利竣工并投入使用，该项目的顺利竣工

为我们继续开拓柬埔寨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2021年，城燃LNG调峰储备能力达到15.67亿方，与2020年相比提升2.4亿方但仍远达不到国家要求。分省份来看，全国仅有上海和内

蒙、甘肃城市燃气企业完成了调峰指标。2021年中集安瑞科签单项目2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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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 2023E 2024E

未来三年LNG储罐市场规模（350立以上）

单位：亿元

（陆上）储存展望：调峰储备与LNG接收站扩建持续利好LNG储罐需求

26

未来调峰储备项目多集中在2022-2023年投产。

目前国内在建项目14个，储量较大的主要集中在辽宁、山东、

吉林等地，预计新增储气能力22.74万水立方，冬季最大可

调峰用气量约1.36亿方。

01

根据统计未来5年中国计划新投产29个接收站，扩建11座LNG接收站。

主要投产年份主要集中在2023年，年内新增产能预期达到 5,975万吨/

年，占未来5年内总新增产能的39%。02 2,350

5,975

1,900

4,380

600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2026E

2022-2026年LNG接收站新增产能

单位：万吨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着力加强储备。新增50亿立方米以上储气设施，推动全国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达到3亿千瓦以上，引导重

点能源生产企业和能源大用户加强社会责任储备。

数据来源：莱伯特

数据来源：市场公开信息，中集安瑞科战略发展部



2021（陆上）运输：LNG、LPG贸易活跃运输设备需求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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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批量交付20台LNG运输车，用

作陕西省第十四届全运会的专用保供车辆。

LNG运输车

全球油品市场复苏使炼油企业开工率提升，

带动LPG运输车销量录得可喜增长，同比

增幅达97%。

LPG运输车

受益于年内LNG贸易活跃，LNG罐箱销量

录得稳定增长。2021年4月25日，提供

205台45英尺LNG罐箱，助力完成LNG罐

箱海外进口专船试运营。

LNG罐箱



（陆上）展望：LPG需求稳定增长带动储运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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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烷脱氢等深加工带动LPG需求

2021年国内LPG表观消费量合计值预估为

7,047万吨，同比增速为11.9%

LPG燃料需求提升

2021年下半年LPG燃烧经济性因LNG价格

高企而提升，带动LPG储运需求提升。

LPG微管网市场广阔

LPG微管网适用于尚未覆盖天然气管网的村

庄以及乡镇，减少了农村用户的接气成本。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南方14省乡

村户数达1.03亿户，乡镇市场广阔。

5,390 5,587 
6,063 6,319 

7,047 

8.2%

3.7%

8.5%

4.2%

11.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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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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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12.0%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中国LPG表观消费量

单位：亿方

LPG燃烧经济性

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供气方式 管道 钢瓶

爆炸范围 5%-15% 1.5%-9.5%

热值
(千卡/千克)

4,280 4,945

2021均价
(元/吨)

4,970 4,617

数据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LPG微管网带泵车



（水上）运输展望：LNG已成为船用燃料主流趋势

◼ 近几年LNG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及LNG二三程转运、江海联运、东南亚岛屿国家的LNG市场发展求，小型LNG船的需求较好；

◼ LNG燃料船市场的发展带动加注设施增长，LNG加注船或带加注功能的运输船将是未来3-5年的市场热点；

艘
百万吨艘

LNG动力船队规模预计在2022年后加速增长

29
数据来源：克拉克森



LNG动力罐船
新建/改造

动力
系统

燃供
系统

安保
系统

长江中上游水域

长江中下游水域

京杭运河水域

珠三角水域

西江干线水域

各重点湖/海水域

• LNG动力船舶新建、改造

• LNG加注站建设运营

• LNG供应

LNG加注站

LNG动力罐船

（水上）：LNG动力船舶新建与改造整体解决方案

30

船联
网

气化珠江船舶油改气项目

目前公司已获得112艘船舶油改气订单，订单金额超4亿人民币

2022年3月顺利完成两艘油改

气船舶的改造



LNG动力船及LNG加注站新建数量

年份 LNG动力船投产数量 LNG船舶加注站投产数量

2020-2021年LNG动力船设备需求快速增长

300艘+在建

数据来源：中集安瑞科战略发展部、市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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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终端应用展望：国内LNG动力船市场快速发展，船舶油改气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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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氢能关键装备市场展望

32

• 示范城市群推动氢燃料电池产业

快速发展，尤其是商用车领域，

正在迎来大发展趋势。多个重要

技术环节均已拥有自主化技术，

未来，技术攻关将不断加速。

• 随着技术的进步、政策支持力度

的提升以及加氢网络体系建设的

加快，预计2022年，我国交通领

域氢燃料电池应用将明显提速，

应用场景也将由以车为主转向汽

车、船舶等多领域同步发展。

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将达
2万辆

• 近年来，我国加氢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加快，2021年，中国已建成

加氢站约255座，投运约183座*。

• 未来，我国将统筹布局加氢站，

推进加氢网站体系建设，其中，

现有加油加气站改建、扩建加氢

站将成为重要方式，站内制氢、

储氢、加氢一体化模式也将加快

探索。

• 2022年，预计加氢站投运数量或

将达到300座。

加氢站投运数量或将达到
300座

• 在中国、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推动

下，电解槽的销量将翻两番。清

洁氢气在工业领域中的使用量将

超过汽车领域用量的数倍。

•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对2022年清

洁氢气发展的预测，中国将成为

最 大 市 场 。 全球 电 解槽 厂 商 在

2021年交付了458MW的产品，

而 2022 年 出 货 量 将 达 到 1.8-

2.5GW。在国有企业需求的推动

下，中国在其中占比将达到62%-

66%。

电解槽需求暴增，有望达
到1.5GW

•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开展

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推

进可再生能源制氢产业化发展，

打 造 规 模 化 的绿 氢 生产 基 地 。

2021年，国内多地布局“风光储

氢一体化”项目，可再生能源制

氢与上游风电、光伏发电的协同

发展进入探索和示范阶段。

• 预计2022年，可再生能源制氢示

范项目将加速落地，国内制氢可

再生能源规模将达到约2GW，绿

氢产量可达5万吨/年。

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有望
达到5万吨/年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氢能分会 , 中国氢能联盟 CHA

3月2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在国家层面确定氢能是用能终端实现绿

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氢能上升至国家能源战略地位。



中集安瑞科氢能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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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管理平台

安瑞科氢能源产业链

GPRS  云服务

液化工厂

电解水制氢

生物制氢

化石燃料制氢

航天领域

液氢槽车

液氢储配站

氢气加气
站

氢燃料电池热电联供高压氢气瓶组

叉车

轻卡

重卡

客车

轨道交通

船舶

氢气压缩机 氢气长管拖车

液氢罐箱

加氢机 车载供氢系统

未进入领域

相关或已涉足领域

技术研发或待进入方向



储运氢：冠军产品领先行业

34

为北京冬奥及冬残奥会提供了30多台氢气管束式集装箱、10多台50MPa储氢瓶组，以全系列、多品种

的氢能精品装备全力助力北京冬奥会的碳中和承诺

氢能业务发展历程超过15年，管束运输车及站用储氢瓶组领先行业

累计出口美国、加拿大、韩国加氢站用储氢容器300多组



加氢站：冠军产品助力冬奥示范工程领先行业

35

2021年7月，我们承建河北省

首个油气氢合建站顺利竣工，

将服务于雄安新区基础建设

2021年10月，携手大连化物

所合作推进液态阳光（甲醇）

制 氢 加 氢 示 范 项 目 ， 服 务

2022年北京冬奥会

2021年11月为蒙娜丽莎加氢

项目提供小型撬装专用加氢装

置助力国内首个氢能叉车应用

整体解决方案落地

2022年1月，交付70MPa撬

装全集成加氢装置，为2022

年北京冬奥会氢燃料电池汽车

提供绿色氢能

我们在广州、保定、诸城等多地提供加氢站、综合能源站整站EPC业务，是国内加氢站装备自有化程度最高的供应商。



氢能终端应用：多元化布局争取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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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承制的首批出口欧

洲30兆帕船用氢燃料大容积碳纤

维缠绕储运气瓶成功交付，该产

品在船舶交通用氢领域有广阔市

场前景

船用氢燃料气瓶

2021年11月，与松下电器签订谅

解备忘录，双方将携手研发氢电

综合应用端（热电联供）集成化

产品，持续助力国家“双碳"战略

目标的实施

楼宇热电联供

2021年4月，获得逾人民币1亿元

的车载供氢系统（氢能重卡示范

运营项目落地包括车载储氢瓶和

瓶组供氢系统）订单，稳步推进

氢能重卡示范运营项目落地。与

Hexagon Purus成立的合资公司

即将投建

三/四型车载供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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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环境
做强长板、积聚能量、延伸发展、打通新业务



2021年罐箱业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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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标准罐箱及特种罐箱订单均录得大幅增长，

盈利能力保持相对稳定，经营持续向好。罐箱

全球市场份额超50%，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

罐箱制造

世界领先

围绕物流枢纽或化工集聚区布局堆场服务网点，

与主业形成“制造+服务”双轮驱动的发展模

式，现已布局南通、嘉兴、连云港、荷兰堆场，

为全球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罐箱服务

全生命周期

为客户提供物联网智能终端，已成功开拓多家

国际知名租箱公司及运营商，并运用于新能源

电池电解液和芯片行业原料运输等新兴领域。

智能化

物联网

全球制造规模最大、品种系列最全、技术领先的全球化工物流装备制造商和全生命周期服务商



提质增效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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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解决方案

顺应行业智能化、信息化需求，结合物联网和大数据等底层技术，打造CIMC

SAFEWAY品牌，实现罐式集装箱的全生命周期监控、管理和服务一体化，为客户

的罐式集装箱运营管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数字化产线升级

完成了标准液体罐式集装箱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

未来，公司将积极推动“特种罐箱绿色柔性灯塔工厂项目”。

聚焦高纯度化学品用高端内衬罐箱需求缺口

与世界知名内衬加工厂商SUN FLUORO SYSTEM携手合作，为半导体制造行业

提供高纯半导体蚀刻液化学品的储运设备，拓展细分市场。

该分部的A股创业板分拆已获深交所受理，进一步巩固在化工罐箱全球的领导地位，提升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占比，同时也为环保领域进

行新的探索提供良好的业务发展、员工激励和资本市场融资平台。



持续增长的石化行业将推动罐式集装箱市场的增长

40

01 02

罐式集装箱用于运输危险的石化产品，因为它们由不锈钢制成，并被各种类型的保护层包围，可抵抗石化产品的腐蚀作用。

根据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的报告，全球石化市场预计将从2020年的3,650.1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4,291.1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达17.6%。另一方面，中国化工园区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为罐箱和后市场服务发展带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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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中物联危化品分会，中金公司研究部数据来源于Research And Markets



2021年环境保护业务回顾及未来发展

41

年内自主研发的高效脱氮反应器首台套

成功落地应用，为环保装备及配套服务

业务拓展奠定基础

环保装备

以危废资源化利用为目标，无害化处置

为手段，提供危险废弃物的回收、处置

以及物流服务

危废处置

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利用一般

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新型生态功能性建

材产品，运用于建筑饰墙及工业降噪等

固废利用

依托长期积累的先进制造能力，打通环境保护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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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食品
全球布局、卓越运营、把握消费升级浪潮



2021液态食品业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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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业务进展良好

虽面对疫情等重重挑战，但是得益于

液态食品设备需求的增长和前期多元

的业务布局，顺利斩获全球多地订单，

承建的多个项目亦取得良好进展。

白酒业务取得突破

中国的白酒业务取得一定突破，获得1

亿元“水井坊项目”订单，为后续拓

展国内白酒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持续推进多元业务

承建巴克斯酒业（成都）有限公司伏

特加及威士忌生产建设项目在四川成

都邛崃市正式投产。



聚焦全球品牌优势打造多元化液态食品总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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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纵向巩固在啤酒酿造总包能力的领导地位，

横向拓展非啤酒业务的烈酒、白酒、含酒精气

泡水、果汁、乳制品、生物制药等其他液态食

品行业业务机会的发展战略，并积极寻找新的

并购机会以完善多品类总包工程能力。

啤酒业务 白酒业务

着力拓展非洲、拉丁美洲市场啤酒

机会，紧随消费升级趋势，积极拓

展亚太地区精酿啤酒市场。

其他非啤酒业务

专注头部白酒客户需求，寻找优质

资产收购以拓展千亿装备与工程总

包的市场机会，目标5年后市占率

达到30%。

培育多品类交钥匙工程能力，拓展

果汁、乳品、医药等其他非啤业务；

将酒精气泡水业务拓展至欧洲、大

洋洲和中国等。



全球液态食品装备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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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264

2021E 2026E

全球饮料加工装备市场规模 消费升级驱动中国精酿啤酒渗透提升

预计到2025年中国精酿啤酒消费量可达26亿升，渗透率为6.7%；

精酿啤酒零售市场规模可达1,040亿元，五年CAGR为26%；精酿

啤酒出厂市场规模可达385亿元，五年CAGR为33%。

亚太饮料加工装备市场发展机遇

《全球饮料加工装备市场的类型、饮料类型、运营模式和地

区》报告显示，预计到2026年，全球饮料加工装备市场规

模将达到264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5.3%。

特别是亚太市场（中国和印度）迎来饮料加工设备发展的重

大机遇，具有很高的新业务增长潜力。

单位：亿美元

来源：全球饮料加工装备市场的类型、饮料类型、运营模式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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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酒业协会、前瞻产业研究院、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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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 2030E

全球酒精气泡水市场规模

中国白酒行业生产设备升级浪潮全球预调酒新赛道增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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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生产过程中的酿造、灌装及后道包装仍处于较低的机械

化水平，人工替代及品质把控的需求促使白酒企业纷纷扩建

增产，开展智能化产线改造，预计到2025年整体白酒设备

市场投资规模可达到1,1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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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中国白酒设备市场规模预测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前瞻产业研究院、公司战略发展部整理分析

到2030年，全球酒精气泡水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573.4亿美

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9.9%。消费者对低酒精含量饮料的偏

好转变，预计将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关键因素。

来源：Research And Markets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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