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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行业 

行业研究 | 动态跟踪 

 

 
⚫ 两会政府报告提出建设新质生产力。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布置了工作任务，提出大

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 工业母机助力新质生产力。工作母机是制造机器和机械的机器，主要有车床、铣

床、刨床、钻床、镗床、磨床、制齿机等，下游广泛覆盖了半导体、新能源、汽

车、电子、船舶、模具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工作母机制造业为各类工业提

供各种机械设备，是构成现代工业的心脏，是机器制造业的主要生产品之一。工作

母机类制造业是整个工业体系的基石和摇篮，处于产业链核心环节，决定着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我们认为包括机床和注塑机在内的工业母

机作为工业的核心生产设备之一，其技术的提升将明显助推生产力的提升。 

⚫ 新质生产力热门领域人形机器人，看好国产厂商突围。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国两会特别节目《中国向新而行》走进相关公司，报

道人形机器人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热门领域。人形机器人具备 AI+高端制造双属性，

有望开拓高端制造新模式、新业态，提升我国科技和制造综合实力。长期来看，在

我国人口红利减退、劳动力成本上升、各行业加速推进人工替代的时代背景下，人

形机器人必定不会仅局限于一个特定领域，而是应用于制造业、社会服务、家庭服

务、养老等的众多场景，相比传统机器人具备对综合性任务的兼容度。 

 

 
建议关注：科德数控、华中数控、海天精工、纽威数控、创世纪、拓斯达、秦川机床、

国盛智科、豪迈科技、津上机床中国、海天国际、伊之密。三花智控、拓普集团、鸣志

电器、鼎智科技、绿的谐波、双环传动、中大力德、夏厦精密、奥普光电、禾川科技、

汇川技术、昊志机电、峰岹科技、儒竞科技、五洲新春、北特科技、恒立液压、贝斯

特、秦川机床、鼎智科技、禾川科技、新坐标、沃尔德、田中精机、华辰装备、浙海德

曼、思进智能、日发精机、柯力传感、昊志机电、东华测试、凌云股份、敏芯股份、康

斯特、芯动联科、华依科技、苏州固锝。 

 
 

风险提示 
政策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不及预期，人形机器人进展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地缘

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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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密集出台政策，鼓励设备更新改造：

——机械行业周报 

2024-03-02 

上海争取人形机器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落地，英伟达机器人最新成果值得期待：

——机械行业周报 

2024-02-24 

从中央一号文看机械装备：——机械行业

周报 

2024-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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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工作报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

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为核心标志。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布置了工作任务，提出（1）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2）推动产业链供应链

优化升级：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着力补齐短板、拉

长长板、锻造新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培育壮大

先进制造业集群，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

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打造更多有

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3）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工程，完

善产业生态，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等产业领先优势，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

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创建

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优化产业投资基金功能。加强重点行业统

筹布局和投资引导，防止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4）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制定

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数字产业集群。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

建设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深入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支持平台企业在促进创新、

增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适度

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我们要以广泛深刻的数字变革，赋能经

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2.工业母机助力新质生产力 

工作母机是制造机器和机械的机器，主要有车床、铣床、刨床、钻床、镗床、磨床、制齿机等，

下游广泛覆盖了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子、船舶、模具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工作母

机制造业为各类工业提供各种机械设备，是构成现代工业的心脏，是机器制造业的主要生产品之

一。工作母机类制造业是整个工业体系的基石和摇篮，处于产业链核心环节，决定着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我们认为包括机床和注塑机在内的工业母机作为工业的核心

生产设备之一，其技术的提升将明显助推生产力的提升。 

行业需求修复中：2023年中国金切机床累计产量同比增长 6.4%，23 年下半年以来增速呈逐月改

善趋势，金属成型机床累计产量同比下降 14.2%，自 23年 9月以来降幅逐月收窄。企业盈利韧性

强，23 年机床工具行业收入同比下降 10.3%，其中金属切削机床收入下降 7.2%，行业利润总额

下降 35.8%，其中金属切削机床利润下降 13.4%。 

国产化率机会空间较大。目前我国高端机床的国产化率依然较低，而主轴、数控机床、丝杠导轨、

刀具等上游关键零部件也仍依赖进口，存在较大国产替代空间。其中高档数控系统通常由控制单

元、驱动单元、电机单元、传感单元构成完整的闭环控制系统，技术较为复杂，直接影响高端数

控机床的精度、动态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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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机床下游应用占比情况  图 2：机床主要成本构成 

 

 

 

数据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出口有望带来较大空间。目前国内主要机床厂商海外营收占比较低，而海外毛利率一般也高于国

内业务，我们认为出口新市场的快速发展有望为企业带来较大营收和盈利成长空间。 

建议关注：科德数控(688305，未评级)、华中数控(300161，未评级)、海天精工(601882，增持)、

纽威数控(688697，未评级)、创世纪(300083，未评级)、拓斯达(300607，买入)、秦川机床

(000837，未评级)、国盛智科(688558，未评级)、豪迈科技(002595，未评级)、津上机床中国

(01651，未评级)、海天国际(01882，未评级)、伊之密(300415，买入)。 

 

 

3.新质生产力热门领域人形机器人，看好国产厂商突
围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国两会特别节目《中国向新而行》走进相

关公司，报道人形机器人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热门领域。人形机器人具备 AI+高端制造双属性，有

望开拓高端制造新模式、新业态，提升我国科技和制造综合实力。长期来看，在我国人口红利减

退、劳动力成本上升、各行业加速推进人工替代的时代背景下，人形机器人必定不会仅局限于一

个特定领域，而是应用于制造业、社会服务、家庭服务、养老等的众多场景，相比传统机器人具

备对综合性任务的兼容度。 

图 3：人形机器人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门领域 

 
数据来源：央视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2023年国内蓝图开启，人形机器人有望成为颠覆性产品。2023年 11月 2日，工信部印发《人形

汽车 航空航天 模具 工程机械 其他 结构件 数控系统 传动系统 驱动系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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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人形机器人集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材料等先进技

术，有望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后的颠覆性产品，将深刻变革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重塑全球产业发展格局。国内顶层设计明确发展目标，2025 年实现整机批量生产，2027 年要形

成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海外看，特斯拉人形机器人进展迅速，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迭代，完成了开发平台建

造、Optimus 产品亮相以及电机扭矩控制、环境探测与记忆、双手复杂任务等能力的实现。

2021年首届特斯拉AI DAY上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首次公布特斯拉机器人Tesla Optimus概念图。

2022年特斯拉 AI DAY上特斯拉公布了 Optimus原型机的首秀，实现了自主行走、转身、挥手等

动作。 2023年 5月的股东大会提到特斯拉自研超算 Dojo为 Optimus提供算力支持，可加快训练

速度并降低训练成本，加快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截至 2023 年 8 月，至少有五个特斯拉

Optimus 机器人原型已经建成并能够行走，使用的电机、控制器和电子设备均由特斯拉设计和制

造。马斯克预计 Optimus将大规模量产至“百万”量级，预计其单台成本或将低于 2万美元。 

图 4：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发展历程图 

 

数据来源：特斯拉公司官网， 前瞻产业研究院，东方证券研究所 

 

建议关注相关标的：总成：三花智控(002050，买入)、拓普集团(601689，买入)；空心杯电机：

鸣志电器(603728，未评级)、鼎智科技(873593，未评级)；减速器：绿的谐波(688017，未评级)、

双环传动(002472，未评级)、中大力德(002896，未评级)、夏厦精密(001306，未评级)；编码器：

奥普光电(002338，未评级)、禾川科技(688320，未评级)、汇川技术(300124，未评级)、昊志机

电(300503，未评级)、峰岹科技(688279，未评级)、儒竞科技(301525，未评级)；丝杠和轴承：

五洲新春(603667，买入)、北特科技(603009，未评级)、恒立液压(601100，未评级)、贝斯特

(300580，未评级)、秦川机床(000837，未评级)、鼎智科技(873593，未评级)、禾川科技

(688320，未评级)、新坐标(603040，未评级)；配套高端设备：沃尔德(688028，未评级)、田中

精机(300461，未评级)、华辰装备(300809，未评级)、浙海德曼(688577，未评级)、思进智能

(003025，未评级)、日发精机(002520，未评级)；传感器：柯力传感(603662，未评级)、昊志机

电(300503，未评级)、东华测试(300354，未评级)、凌云股份(600480，未评级)、敏芯股份

(688286，未评级)、康斯特(300445，未评级)；IMU：芯动联科(688582，未评级)、华依科技

(688071，未评级)、苏州固锝(002079，未评级)等。 

 

风险提示：政策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不及预期，人形机器人进展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地

缘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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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证券研究报告中涉及符合上述条件的股票，向客户披露本公司持有该股票的情况如下： 

截止本报告发布之日，资产管理、私募业务仍持有伊之密（300415）、国盛智科(688558)股票达

到相关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 

提请客户在阅读和使用本研究报告时充分考虑以上披露信息。 

 

  



 
 
 

机械设备行业动态跟踪 —— 机械装备助力新质生产力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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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申明 

每位负责撰写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研究分析师在此作以下声明： 

分析师在本报告中对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发表的任何建议和观点均准确地反映了其个人对该证

券或发行人的看法和判断；分析师薪酬的任何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与其在本

研究报告中所表述的具体建议或观点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投资评级和相关定义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个月内行业或公司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为基准

（A 股市场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场基准为标普  500 指数）； 

公司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买入：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增持：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减持：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 —— 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股票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股

票的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 —— 根据监管制度及本公司相关规定，研究报告发布之时该投资对象可能与本公司

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情形；亦或是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股票的价值和价格分析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缺乏足够的研究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股

票给予投资评级等信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股票的投资评级、盈利

预测及目标价格等信息不再有效。 

行业投资评级的量化标准： 

看好：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5%之间波动； 

看淡：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在-5%以下。 

未评级：由于在报告发出之时该行业不在本公司研究覆盖范围内，分析师基于当时对该行业

的研究状况，未给予投资评级等相关信息。 

暂停评级：由于研究报告发布当时该行业的投资价值分析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缺乏足够的研

究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行业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行业给予投资评级

信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行业的投资评级信息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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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证券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由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制作及发布。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本报告的全体

接收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本报告被转发给他人。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且目前已公开的信息撰写，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客户也不应该认为该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同时，本公司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不同

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证券研究报告。本公司会适时更新我们的研

究，但可能会因某些规定而无法做到。除了一些定期出版的证券研究报告之外，绝大多数证券研究报告是在

分析师认为适当的时候不定期地发布。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

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

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

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 

 

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价格和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表现，未

来的回报也无法保证，投资者可能会损失本金。外汇汇率波动有可能对某些投资的价值或价格或来自这一投

资的收入产生不良影响。那些涉及期货、期权及其它衍生工具的交易，因其包括重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并不

适合所有投资者。 

 

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自主作

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

为无效。 

 

本报告主要以电子版形式分发，间或也会辅以印刷品形式分发，所有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

事先书面协议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发或公开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

将报告内容作为诉讼、仲裁、传媒所引用之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营利或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用途。 

 

经本公司事先书面协议授权刊载或转发的，被授权机构承担相关刊载或者转发责任。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

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提示客户及公众投资者慎重使用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的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慎重使用公众媒体刊载的证

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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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研究所 

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6楼 

电话： 021-63325888 

传真： 021-63326786 

网址： www.dfzq.com.cn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相关主管机关核准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据此开展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正在或将要与本研究报告所分析的企业发展业务关系。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对报告的客
观性产生影响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证券研究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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