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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 

城轨迎来建设交付高峰 

本周主题研究：本周主题研究，我们对于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项目、

时间周期、市场需求做了非常详细的梳理。综合考虑 52 号文的实际影响，

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城轨新增里程分别为 728.46 公里、1410.28 公里

和 1599.06 公里。在不考虑更新需求的前提下，2019-2020 年新开通里程

对应地铁车辆需求分别为 9590、10874 辆，国内地铁车辆重新进入需求

高峰。我们认为，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已经度过今年初至今年三季度最低迷

的时期，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基建稳增长预期逐渐升温，我们认为

明年轨道交通相关上市公司的订单、业绩都会进入景气状态，建议重点关

注中国中车、众合科技、今创集团等。 

本周核心观点：11 月国内挖机销量同比仅增 9.8%，10 月份的异常值已

经被证伪，挖机销量增速下行趋势得到验证，且我们认为下行趋势尚未结

束，投资机会仍需等待；油气方面，尽管国际油价继续低位震荡，OPEC

和俄罗斯在减产方面达成一致，预计减产 100-120 万桶/日，却仍然面临

伊朗、卡塔尔等国不参与减产的风险，但是供给面的预期改善有望带来油

价企稳，我们认为从国内来看资本开支受油价波动影响很小，依然看好相

关油服企业明年的增长，重点关注杰瑞股份、通源石油、石化机械等；伴

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对于基建预期特别是轨道交通建设预期

逐渐升温，我们认为从企业业绩的角度，轨交板块明年将具备相对优势，

建议重点关注中国中车、众合科技、今创集团等。 

一周市场回顾：本周机械板块上涨 2.42%，沪深 300 上涨 0.34%。年初

以来，机械板块下跌 29.22%，沪深 300 下跌 16.15%。本周机械板块涨

跌幅榜排名前五的个股分别是：森远股份（31.63%）、京城股份（21.54%）、

轴研科技（21.05%）、富瑞特装（19.83%）、冀东装备（19.59%）；

涨跌幅榜最后五位个股分别是：君禾股份（-16.49）、安控科技（-15.70%）、

电光科技（-8.98%）、赛象科技（-8.59%）、金太阳（-7.00%）。 

风险提示：贸易摩擦不确定性仍存，基建投资不达预期，制造业周期性下

滑风险。 

 
增持（维持） 

 

 行业走势 

 作者 
 
分析师   姚健 

执业证书编号：S0680518040002 

邮箱：yaojian@gszq.com 

分析师   罗政 

执业证书编号：S0680518060002 

邮箱：luozheng@gszq.com 

联系人   彭元立 

邮箱：pengyuanli@gszq.com  

 相关研究 
 

1、《机械设备：宝马展之高空作业平台行业见闻》

2018-12-02 

2、《机械设备：城轨信号系统市场格局梳理及订单预

测》2018-11-25 

3、《机械设备：关注致密油气开发带来的增量市场》

2018-11-18 
 

  

   
 

 

 

 

 

 

 

 



 2018 年 12 月 09 日 

P.2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内容目录 

一、国内在建地铁梳理及车辆预测 ............................................................................................................... 3 

1.1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已开通运营 140 条地铁、磁悬浮或 APM 线路 ...................................................... 3 

1.2 地铁通车高峰将至，2019-2020 年车辆需求有望破万 .......................................................................... 5 

1.2.1 地铁修建周期及车辆采购周期 ................................................................................................. 6 

1.2.2 通车进度或受 52 号文的影响有所推迟 ...................................................................................... 6 

二、行业重大事项 ...................................................................................................................................... 7 

三、上市公司跟踪 ...................................................................................................................................... 8 

四、本周重点推荐 ...................................................................................................................................... 9 

五、一周市场回顾 .................................................................................................................................... 10 

六、风险提示 ........................................................................................................................................... 12 

 

图表目录 

图表 1：第一阶段（1971-2000 年）我国开通运营的地铁线路 ......................................................................... 3 

图表 2：第二阶段（2002-2008 年）我国开通运营的地铁线路 ......................................................................... 3 

图表 3：第三阶段（2009-2017 年）我国开通运营的地铁线路 ......................................................................... 4 

图表 4：截至 2018 年 12 月 9 日我国所有在建地铁项目 .................................................................................. 5 

图表 5：新 52 号文和旧 81 号文对比 ............................................................................................................ 6 

图表 6：2010-2015 年地铁车辆密度 ............................................................................................................. 6 

图表 7：2019E-2021E 新增地铁车辆需求测算................................................................................................ 7 

图表 3：本周上市公司股东与高管减持 .......................................................................................................... 9 

图表 4：本周上市公司股东与高管增持 .......................................................................................................... 9 

图表 5：（2018/12/3-2018/12/7）一周市场涨幅情况：机械板块上涨 2.42% ................................................. 10 

图表 6：年初以来市场涨幅情况：机械板块下跌 29.22% ............................................................................... 11 

图表 7：本周个股涨幅前五名 ..................................................................................................................... 11 

图表 8：本周个股跌幅前五名 ..................................................................................................................... 11 

图表 9：截止 2018/12/7 市场与机械板块估值变化：PE ................................................................................ 12 

图表 10：截止 2018/12/7 市场与机械板块估值变化：PB .............................................................................. 12 

  

 

 

  



 2018 年 12 月 09 日 

P.3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一、城轨迎来建设交付高峰 

本文旨在呈现我们梳理得到的全国所有城市的在建地铁项目及其通车年份，为轨交装备

行业中城轨地铁板块提供准确的先行判断。 

 

主要结论：我们预计 2019-2021 年城轨新增里程分别为 728.46 公里、1410.28 公里和

1599.06 公里。不考虑更新需求，则 2019-2020 年新开通里程对应地铁车辆需求分别为

9590、10874 辆。 

1.1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已开通运营 140 条地铁、磁悬浮或 APM 线路 

我国地铁建设大致分为三个建设阶段。 

第一阶段：1971 年，我国最早的地铁——北京 1 号线通车。到 2000 年的三十年间只有

北上广三座城市陆续修建了 6 条地铁。 

 

图表 1：第一阶段（1971-2000 年）我国开通运营的地铁线路 

开通运营年份 1971 1984 1993 1997 1999 2000 

北京 1 2     

上海   1  2 3 

广州    1   

资料来源：地铁族，国盛证券研究所（备注：图表中数字代表 x 号线首次开通） 

 

第二阶段：2002-2008 年，为迎接奥运会及其他国际赛事或活动，各地修建了配套地铁

线路。拥有地铁的城市扩展至深圳、南京、重庆、天津等一、二线城市。 

 

图表 2：第二阶段（2002-2008 年）我国开通运营的地铁线路 

开通运营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北京 13 八通线    5 
10、8、机

场线 

上海 磁悬浮 5    4、6、8、9  

广州 2   3、4    

大连 3       

长春 3       

天津   9  1   

重庆   2     

深圳   1、4     

南京    1    

资料来源：地铁族，国盛证券研究所（备注：图表中数字代表 x 号线首次开通） 

 

第三阶段：2009 年至今，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公共交通的需求，各地开始大力建设地

铁线路。拥有地铁的城市扩展至成都、武汉、苏州、杭州等几乎所有省会及强二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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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第三阶段（2009-2017 年）我国开通运营的地铁线路 

开通运营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截至

2017年

底合计 

北京 4 

15、昌

平、房

山、亦庄 

9 6 14 7  16 
燕房、西

郊、S1 
21 

上海 7、11 10、13   12、16    17 16 

广州 5 8、APM   6 广佛线  7 

9、13、

知识城

线 

13 

大连       2、1  12 4 

长春   4      1 3 

天津    2、3    6  5 

重庆   1、3 6     5、10 6 

深圳   2、3、5     11、7、9  8 

南京  2    
10、S1、

S8 
3  

4、S3、

S9 
10 

武汉  1  2 4  3 6 8、21 7 

成都  1  2   4 3 10、7 6 

沈阳  1  2      2 

西安   2  1   3  3 

昆明    6 1 2   3 4 

苏州    1 2    4 3 

杭州    1  2 4   3 

哈尔滨     1    3 2 

郑州     1   2 城郊线 3 

长沙      2  
磁悬浮、

1 
 3 

宁波      1 2   2 

无锡      1、2    2 

青岛       3  2 2 

南昌       1  2 2 

福州        1  1 

东莞        2  1 

南宁        1 2 2 

合肥        1 2 2 

石家庄         1、3 2 

贵阳         1 1 

厦门         1 1 

资料来源：地铁族，国盛证券研究所（备注：图表中数字代表 x 号线首次开通）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已开通运营 140 条地铁、磁悬浮和 APM 线路，总里程近 4000 公

里。地铁运营线路数量前五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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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铁通车高峰将至，2019-2020 年车辆需求有望破万 

我们逐一梳理了国内所有城市的在建地铁项目，在建项目的标准是截至 2018 年 12 月 9 日

已开工未通车的项目，不包括获批复未开建项目或规划项目。 

经梳理，预计 2019-2021 年城轨新增里程分别为 728.46 公里、2014.69 公里和 994.65 公里。 

图表 4：截至 2018 年 12 月 9 日我国所有在建地铁项目 

城市 

2019 2020 2021 合计 

通车线路

数量 

通车里程

(公里) 

通车线

路数量 

通车里程

(公里) 

通车线路

数量 

通车里程(公

里) 
通车线路数量 

通车里程

(公里) 

北京 5 98.2 6 102.1 5 143.6 16 343.9 

常州 1 34.24 1 19.7   2 53.94 

成都   8 289.055   8 289.06 

大连       0 0 

东莞   1 16.4   1 16.4 

福州 1 30.62   2 65.1 3 95.72 

广州 2 77.7 2 76.14   4 153.84 

贵阳   1 27.6 1 40.7 2 68.3 

哈尔滨   2 60.92   2 60.92 

杭州 2 4.8 3 37.6 5 153.7 10 196.1 

合肥 1 37.7 2 76.3 1 4.54 4 118.54 

呼和浩

特 
  2 51.4   2 51.4 

济南 1 26.4 1 19 1 35.2 3 80.6 

昆明   4 89.58   4 89.58 

兰州 1 26 1 32   2 58 

洛阳   1 22.97 1 18.3 2 41.27 

南昌   2 31.5 2 42.3 4 73.8 

南京   2 12.1 3 107.7 5 119.8 

南宁 1 26.6 2 27.9 1 20.6 4 75.1 

南通       0 0 

宁波 1 16.72 3 72.09   4 88.81 

青岛 1 17.3 3 151.9   4 169.2 

厦门 1 26 2 81.5 1 44.5 4 152 

上海   4 123.37   4 123.37 

绍兴     1 30.3 1 30.3 

深圳 3 20 8 122.39   11 142.39 

沈阳 2 56.21 1 34.11   3 90.32 

苏州 1 45.2   1 44.1 2 89.3 

太原   1 23.65   1 23.65 

天津     3 76.3 3 76.3 

乌鲁木

齐 
1 19.35   2 41.8 3 61.15 

无锡   2 33.69 1 24.6 3 58.29 

武汉 2 17.05 3 87.47 3 43.55 8 148.07 

西安 1 6.1 3 65.37 1 25.16 5 96.63 

徐州 1 21.9 2 42.5   3 64.4 

长春       0 0 

长沙 1 36.4 1 22.5   2 58.9 

郑州 3 75.02 3 119.58   6 194.6 

重庆 1 8.95 2 42.3 1 32.6 4 83.85 

合计 34 728.46 79 2014.69 36 994.65 149 3737.80 

资料来源：搜狐，网易，本地宝，发改委，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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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地铁修建周期及车辆采购周期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一般分为决策（前期工作）、设计、施工、验收、试运营、正式运营

六个阶段。线网规划和设计环节属于前期工程，项目获批后正式进入建设阶段，从开工

建设到完全通车一般需要 3 到 5 年的时间，其中土建工程的建设时间为 2 至 3 年。土建

完成后，还需要经过设备单体调试、系统联调、车站装修，信号系统总联调等步骤。 

 

建设规划由国务院审批后，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即开始车辆选型和确定技术条

件。随后，车辆生产厂商开始参与设计和制造。在施工阶段完成洞通、轨通和电通后，

进行车通测试。随后，车辆逐步到位，经过工程验收后开始试运营。正常情况下，车辆

在正式通车前一年以内到位。这意味着，2020 年地铁通车高峰期的订单将主要在明年得

到执行。 

 
1.2.2 通车进度或受 52 号文的影响有所推迟 

201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

简称 52 号文。52 号文提高了新建地铁的标准，将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由 100 亿元以

上提高到 300 亿元以上；地区生产总值由 1000 亿元以上提高到 3000 亿元以上；市区常

住人口在 300 万人以上，将“城区人口”改为“市区常住人口”。 

 

图表 5：新 52 号文和旧 81 号文对比 

项目 原 81 号文规定（2003 年） 新 52 号文规定（2018 年） 

财政预算收入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 100 亿元以上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应在 300亿元以上 

GDP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000 亿元以上 地区生产总值在 3000 亿元以上 

人口 城区人口在 300 万人以上 市区常住人口在 300 万人以上 

客流规模 规划线路的客流规模达到单向高峰小时 3 万人以上 -- 

资料来源：《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国盛证券研究所 

 

在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各地的地铁建设确实受到了 52 号文的影响，具体表现在：1、发

改委审批各地新一轮《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放缓；2、各地主动调减了报批的新一轮《轨

道交通建设规划》；3、未开建的规划线路推迟开工；4、在建项目放缓。考虑到国内去

杠杆的大背景和地方财政紧缩的现状，我们认为，原定 2019 年通车的项目受影响较小，

但原定 2020 年通车的部分项目有可能推迟。经过逐一分析各条线路的建设情况，我们

大致推测原定 2020 年通车的项目中有 30%存在延期开通的可能性，我们假设这部分项

目推迟到 2021 年开通。那么，我们最终预计 2019-2021 年城轨新增里程分别为 728.46

公里、1410.28 公里和 1599.06 公里。 

由历年运营车辆和运营里程可以计算得到运营车辆密度，2015 年为 6.8 辆/公里。 

 

图表 6：2010-2015 年地铁车辆密度 

 地铁运营里程(公里) 地铁运营车辆(辆) 地铁密度 

2010 1167.35 7437 6.37 

2011 1401 8947 6.39 

2012 1726 11225 6.50 

2013 2073 12971 6.26 

2014 2361 15696 6.65 

2015 2658 18098 6.81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度统计分析报告》，国盛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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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更新需求，则 2019-2020 年对应地铁车辆需求分别为 9590、10874 辆。 

 

图表 7：2019E-2021E 新增地铁车辆需求测算 

 新开通里程(公里) 地铁车辆密度(辆/公里) 新增地铁车辆需求(辆) 

2019E 728.46 6.8 4954 

2020E 1410.28 6.8 9590 

2021E 1599.06 6.8 10874 

资料来源：国盛证券研究所整理 

 

二、行业重大事项 

工程机械：11 月份挖掘机械销量同增 9.8% 

（1）：11 月份国内挖掘机械销量同增 9.8%（新闻来源：CCMA 挖掘机械分会）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2018 年 1—11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87393 台，同比涨幅 48.4%。国内市

场销量（统计范畴不含港澳台）169921 台，同比涨幅 44.2%。出口销量 17351 台，同

比涨幅 106.6%。2018年11月，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15877台，同比涨幅 14.9%。

国内市场销量（统计范畴不含港澳台）14150 台，同比涨幅 9.8%。出口销量 1717 台，

同比涨幅 86.2%。 

 

轨交设备：我国首家高铁技术实验室在成都揭牌 

（1）国内首个高铁安全运营空间信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揭牌（新闻来源：e

车轨道交通资讯） 

12 月 4 日，国内首个高速铁路安全运营空间信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在成都市

新都高新技术企业社区揭牌。“国地工程实验室”是由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的“高速铁

路安全运营领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国家创新平台。“国地工程实验室”的落地，将为

新都突破装备市场固化格式、走出缺乏核心技术的困境，创造良好的条件。 

 

锂电设备：新型纳米线催化剂应用潜力巨大 

（1）新型纳米线催化剂有望大幅降低燃料电池价格（新闻来源：OFweek 锂电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曾杰教授课题组与湖南大学黄宏文教授

合作，研制出一种兼具优异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阴极催化剂。这

种催化剂在氧气气氛下循环使用 10000 次后，只有 12．8％的质量活性性能损失，而目

前商用的碳负载型的铂纳米催化剂在氧气气氛下循环使用 10000 次后，质量活性性能损

失达到 73．7％。新型催化剂在质量活性和催化稳定性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展现出很

好的应用潜力。 

 

半导体设备：中国超越韩国成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市场 

（1）中国超越韩国成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市场（新闻来源：se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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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消息，今年三季度韩国半导体设备出货规模为 34.5 亿（1 美元约

合 6.87 元人民币）美元，环比减少 29%，同比减少 31%。中国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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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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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服：布伦原油价格续跌，国内首个石油天然气管线钢技术中心揭牌 

（1）布伦原油价格下跌，美国石油钻井数比上周减少 10 座（新闻来源：国际石油网） 

截止 12 月 6 日，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为 59.44 美元/桶，较本周初 61.53 美元/桶的价

格，下跌 2.09 美元/桶；据贝克休斯统计数据，12 月 7 日当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比

上周减少 10 座至 877 座。 

 

（2）国内首个石油天然气管线钢技术中心揭牌（新闻来源：国际石油网） 

河钢邯钢与中国石油和石化工程研究会共同成立的国内首个石油天然气管线钢技术中心

揭牌，旨在进一步提升管线钢技术研发水平，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介质长距离和复杂

环境输送提供安全、高效的钢铁材料解决方案，为国家能源通道建设作出更大贡献。该

公司产品先后用于西气东输二线、西气东输三线、陕京四线、中亚 C 线等国内外重点管

道工程，质量及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前三名。今年前 11 个月，河钢邯钢累计产销管线

钢近 20 万吨。 

 

3C 自动化：七大上市 LED 屏厂商最新数据出炉，市场潜力可期 

（1）七大上市 LED 屏厂商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总额出炉（新闻来源：OFweek 显示网） 

2018 年 LED 屏在各大领域再创佳绩，行业领先 LED 屏上市企业仍旧占据主导位臵。利

亚德、雷曼股份、艾比森、洲明科技、华灿光电、联建光电、奥拓电子七大上市企业收

获满满，前三季度营收总额再上新台阶。各企业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总额都实现一定的增

长，其中艾比森、洲明科技、奥拓电子 2018 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总额同期增长率更

是超过 50%。这意味着，在过去的 1-9 月里，LED 屏市场的需求无疑是不断增加的。可

以预见的是，2018 年整个 LED 屏行业又将是丰收的一年，LED 屏的市场潜力仍然可期。 

 

智能制造：三星与 KOTSA 合作，为自动驾驶车辆建基础设施 

（1）三星与 KOTSA 合作，为自动驾驶车辆建 5G V2X 测试区（新闻来源：OFweek

机器人网） 

12 月 6 日，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与韩国交通安全公团（KOTSA）签署谅解备忘录，合作研

发下一代电信技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自动驾驶创新。通过此次合作，双方将在韩国

自动驾驶技术测试场 K-City 建立 4G 长期演进技术（LTE）、5G 和车到一切（V2X）电

信网络和相关的 IT 基础设施。这一方案将为各个行业服务，将面向各种规模的专业人士

和企业。该试验场最终将成为自动驾驶和网联汽车的研发中心，引领未来 5G 行业的发

展。 

 

能源产业链：OPEC 达成减产协议，国际原油价格回升 

（1）减产协议达成，欧佩克+减产幅度为 120 万桶/日（新闻来源：中国能源网） 

欧佩克发布的公报显示：将在 2018 年 10 月份的基础上减产石油 80 万桶/日，2019 年 1

月份生效，持续 6 个月；下一次欧佩克会议将于 2019 年 4 月份在维也纳举行；委内瑞

拉将获得欧佩克轮值主席国一年任期。阿联酋能源部长表示，非欧佩国家将会减产 40

万桶/日；这将意味着，欧佩克+将从 1 月份减产 120 万桶/日。 

 

三、上市公司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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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  
 
无 

 

增发重组 
 
无 

 
股东与高管减持 
 

图表 8：本周上市公司股东与高管减持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总股本 

（亿股） 

变动股份 

（万股） 
变动比例 

参考市值（万

元） 

总市值 

（亿元） 
状态 

300185.SZ 通裕重工 32.68 4000.00 1.22% 6192.54 54.24 完成 

300349.SZ 金卡智能 4.29 4.5 0.01% —— 70.84 拟减持 

002837.SZ 英维克 2.15 215.00 1.00% —— 34.75 完成 

300445.SZ 康斯特 1.64 ≤66.00 ≤0.40% —— 17.29 拟减持 

300445.SZ 康斯特 1.64 234.70 1.43% 2238.17 17.29 完成 

300486.SZ 东杰智能 1.62 290.98 1.80% 1392.17 20.53 完成 

300210.SZ 森远股份 4.84 ≤2421.09 ≤5.00% —— 27.41 拟减持 

300193.SZ 佳士科技 5.07 1013.80 2.00% 7299.37 35.84 完成 

002426.SZ 胜利精密 34.42 2513.36 0.73% 6776.47 91.20 完成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股东与高管增持 
 
 
 

图表 9：本周上市公司股东与高管增持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总股本 

（亿股） 

变动股份 

（万股） 
变动比例 

参考市值（万

元） 

总市值 

（亿元） 
状态 

002689.SZ 远大智能 10.43 1043.32 1.00% 3577.32 36.93 完成 

300193.SZ 佳士科技 5.07 1013.80 2.00% 7299.37 35.84 完成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股权激励 
 
无 

 

限售解禁 
 
无 

 

四、本周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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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机密封、恒立液压、亿嘉和、锐科激光、杰瑞股份。 

五、一周市场回顾 

12 月 3 日~12 月 7 日，机械板块上涨 2.42%，沪深 300 上涨 0.34%。年初以来，

机械板块下跌 29.22%，沪深 300 下跌 16.15%。本周机械板块涨跌幅榜排名前五的

个股分别是：森远股份（31.63%）、京城股份（21.54%）、轴研科技（21.05%）、富

瑞特装（19.83%）、冀东装备（19.59%）；涨跌幅榜最后五位个股分别是：君禾股份

（-16.49）、安控科技（-15.70%）、电光科技（-8.98%）、赛象科技（-8.59%）、金

太阳（-7.00%）。 

 

12 月 7 日收盘，机械行业整体 PE（TTM）为 28.66 倍、PB（MRQ）1.9 倍，相对沪

深 300 溢价率分别为 169.94%、52.99%，相对创业板溢价率分别为-35.02%、

-36.41%。 

 

 

 

图表 10：（2018/12/3-2018/12/7）一周市场涨幅情况：机械板块上涨 2.42%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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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年初以来市场涨幅情况：机械板块下跌 29.22%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2：本周个股涨幅前五名 

涨幅排名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最新日收盘价

（元） 

近一周股价涨

跌幅 

年初至今股价

涨跌幅 

1 300210.SZ 森远股份 5.66 31.63% -5.44% 

2 600860.SH 京城股份 5.70 21.54% -17.03% 

3 002046.SZ 轴研科技 7.59 21.05% -18.35% 

4 300228.SZ 富瑞特装 5.62 19.83% -46.57% 

5 000856.SZ 冀东装备 16.42 19.59% -19.86%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3：本周个股跌幅前五名 

跌幅排名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最新日收盘价（元） 
近一周股价涨

跌幅 

年初至今股价

涨跌幅 

1 300606.SZ 金太阳 18.86 -7.00% -43.89% 

2 002337.SZ 赛象科技 3.83 -8.59% -28.61% 

3 002730.SZ 电光科技 6.99 -8.98% -45.98% 

4 300370.SZ 安控科技 2.90 -15.70% -24.04% 

5 603617.SH 君禾股份 17.98 -16.49% -23.96%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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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截止 2018/12/7 市场与机械板块估值变化：PE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截止 2018/12/7 市场与机械板块估值变化：PB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六、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贸易摩擦不确定性仍存，基建投资不达预期，制造业周期性下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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