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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行业基本状况 
上市公司数 319 

行业总市值(百万元) 1713178 

行业流通市值(百万元) 1255539 
 

[Table_QuotePic] 
机械行业-市场走势对比 

 
公司持有该股票比例  

[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1 《半导体设备行业深度：迎来历史性机

遇！重点推荐北方华创、长川科技、晶盛

机电》2017.11.9 

2《半导体封测设备：从龙头 ASMP 看行

业景气向上》2018.8.1 

3.《北方华创（002371.SZ）深度：半导

体设备龙头：迎战略机遇期！》2018.12.2 

4．《长川科技（300604.SZ）深度：国内

半导体检测设备龙头，受益集成电路行业

爆发》2018.8.10 

5 《晶盛机电（300316.SZ）深度：国内

晶体硅生长设备龙头，受益光伏行业复苏、

半导体行业爆发》2017.11.12 

 
 

[Table_Finance]  重点公司基本状况 
简称 股价 

(元) 

EPS PE PEG 评级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北方华创 43.63 0.27 0.54 0.73 0.98 159 81 60 45 1.72 买入 

长川科技 33.77 0.34 0.54 0.81 1.10 100 63 42 31 0.98 增持 

晶盛机电 10.98 0.30 0.52 0.66 0.77 36 21 17 14 0.52 增持 

捷佳伟创 30.02 0.79 0.95 1.14 1.42 38 32 26 21 1.18 增持 

备注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事件：2018 年 3 季度，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为 39.8 亿美元，首次
超越韩国，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市场。 

据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SEMI）2018年 12月 5日报道，今年三季度韩
国半导体设备出货规模为 34.5 亿美元，环比减少 29%，同比减少 31%。2018
年一季度，韩国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创历史新高，达到 62.6亿美元，此后出
现下滑，这是韩国自 2016年一季度（16.8 亿美元）以后设备出货规模首次出
现下滑。三季度中国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为 39.8 亿美元，环比增长 5%，同比
增长 106%，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市场。 

 全球半导体需求下滑，半导体设备需求承压。但中国大陆市场规模逆势扩大，
保守预测我们估计 2018 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出货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60%。 

1）全球半导体需求增速下滑，中国大陆仍保持 20%以上的月度同比增长。据
SEMI，2018年 9、10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同比增长 13.8%、12.7%（去年同期
22.2%、21.8%），但中国大陆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2018年 9、10月同比
增速为 26.3%、23.3%。 

2）半导体设备产业存在周期性，目前全球设备需求承压。全球半导体设备的
出货规模 2018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分别为 17.0、1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
18.6%，二季度环比下滑 1.5%。 

3）2018 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市场持续扩张，全年保守估计半导体设备出
货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60%。前三季度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出货规模分别为 26.
4、37.9、39.8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31.3%、51.0%和 106.2%。 

 主流晶圆厂建设及设备采购稳步推进，关键产线迎来产能爬坡、订单大规模
释放阶段，国产化率有望取得突破。 

半导体设备国产化取得进展，部分国产核心设备已经打入高端生产线。目前
新建生产线国产化率为 13%-15%，长江存储设备订单公示名单中国内设备厂商
有北方华创、中微半导体、盛美半导体、睿励科仪、沈阳拓荆等。 

目前关键产线长江存储一期、合肥长鑫、华力微电子、紫光南京一期、中芯
上海等多个项目都是产能爬坡的关键阶段，2019-2020年是订单释放的关键时
期。 

 投资建议：我国半导体设备自给率低，“纲要规划+大基金”助力半导体，进
口替代空间广阔；重点推荐行业龙头：北方华创、长川科技、晶盛机电。 

中长期看，我们认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转移趋势不变、国内设备企业的国
产替代趋势不变。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纲要推进设备材料端 2020年打入国际采
购供应链。国产设备处于突破拐点，核心企业有望充分受益： 

1）核心设备领域，国内外差距大。有格局、重研发的企业将更快获得主流下
游客户认可，如北方华创（产品线布局完善，研发投入比重大、2018Q3 研发
投入占营收比重 50%，有望成为中国的 AMAT（美国应用材料））； 

2）技术难度相对较低领域，国产化突破较快，2018-2020 年或将实现业绩突
破，如长川科技（测试设备龙头）、晶盛机电（硅片设备）。 

 风险提示：行业波动风险，产业化不达预期风险，全球贸易格局变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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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股票评级 

买入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5%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间 

减持 预期未来 6~12个月内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备注：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12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

中 A 股市场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

让标的）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市场以标普 500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另有说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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