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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基建调周期持续推进；价值投资：利润与分红的结合 

 

核心组合：中国中车、三一重工、赢合科技、浙江鼎力、恒立液压、杰克股份、杰瑞股份、
百利科技、中环股份 

重点组合：华铁股份、新筑股份、日机密封、徐工机械、诺力股份、中金环境、克来机电、
建设机械、晶盛机电、华测检测、长川科技（电子团队覆盖）、锐科激光、埃斯顿、璞泰
来、伊之密、弘亚数控等 

关注标的：至纯科技、神州高铁、台海核电、应流股份等 

本周整体观点：12 月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 49.4%、16 年 7 月以来首次低于荣枯线，面对国

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我们认为未来投资重点主要为：1）基建或将成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

方式。获益板块主要为轨交和工程机械；2）重视价值投资，降低换手率、延长持股周期，

其中重要的信心来源为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的分红。 

本周专题：稳定分红促进长期投资价值 

要点：比较 363 家机械设备行业公司 17 年业绩与分红数据、并结合 wind 一致预测分析：
1）分红与业绩（EPS）有一定相关度；2）分红与否与企业类型（国企/民企）、现金流多
寡、大股东持股比例多少等相关性不高；3）按照总金额计算的分红集中度十分高：CR4=40%，
CR10=51%，CR50=76.8%；4）08 底年之前就已上市的 89 家公司整体经营和分红情况并不
占优，时间没有成为优势；5）参考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和“基建调周期”的背景下，国企
的分红或许也将加大幅度，安徽合力、大豪科技、上海机电、潍柴动力、柳工、日机密封
（集体企业），估值处于 8~23 倍 PE 的历史较低估值位置。其他重点情况详见正文。 

投资机会概述： 锂电设备：电池产能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同时存在，头部厂家扩产悄然而
至。1）电池企业是否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答案是肯定的。根据高工产研的统计，
2015-2018 年，动力锂电池市场整体的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到 2018 年预计仅为 28%左右。
2）过剩的主要是低端电池，相较于高端电池而言在能量密度（与车厂的补贴系数直接相关）、
一致性、稳定性等方面差距巨大，因而现阶段未被车厂选择的电池厂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
无效产能；3）有意思的是，高端电池产能利用率的情况目前来看也不是 100%，但其扩产
动力非常足。例如国内的 CATL、比亚迪、孚能，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84%、55%、48%，我
们统计得到，目前松下、LG、三星 SDI 的产能利用率分别约为 27%、36%、44%，电池在当
前阶段看来似乎并不是不够用。但各家仍有较大的产能规划、积极扩产；4）我们认为存在
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名义产能并不能反映实际产能；第二，高端产能与全球
动力锂电需求还是较为匹配的；第三点非常重要，源于汽车厂对于供应链管理的高度重视。
这表现为部分车厂与电池厂锁定了较为长期的供货协议，或者拟与电池厂成立合资厂，本
质上就是为了确保其供应链安全及后续对电池数据的主动权。这就让这些电池企业切实看
到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需求；5）我们对于 2018-2020 年在国内落地的电池产能预测
为：82.75、97.35、110.70GWH，同比增速-10.05%、17.64%、13.71%，明年有望迎来以龙
头为核心的产能扩张新高峰。 

工程机械：11 月挖机销量 15,877 台，YoY+14.9%，收到全国多地极端天气影响 12 月销量
预计 1.5 万台、同比增速预计 7%。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地方政府债券规模扩大和基建
投资实现逆周期调节的方向明确，未来 2~3 年开工量预计重组。由此预测 18~19 年挖机销
量均将超过 20 万台，国产四强市占率持续提升，资产负债表修复后利润释放加速，重点龙
头公司资产质量不断改善。重点推荐：三一重工、恒立液压、浙江鼎力、徐工机械、建设
机械，关注艾迪精密。  

油服设备：OPEC 及部分非 OPEC 国家周末达成减产协议，力度超市场预期，有利于稳定
油价，其中 OPEC 减产 80 万桶/天，非 OPEC 减产 40 万桶/天。国际油价短期波动对国内
资本开支几乎没有影响。在国家高度重视能源安全的前提下，三桶油将加大资本开支以增
加能源储备。继续重点推荐杰瑞股份，关注石化机械、海油工程、中海油服、港股安东油
田服务、华油能源。下游炼化项目推荐日机密封。 

风险提示：上游资源品/油价下跌，重点公司业绩不达预期，基建投资大幅下滑，重大政策
变化，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国内投资情绪，页岩气项目、基建项目投资落地不及预期等。 

-41%

-34%

-27%

-20%

-13%

-6%

1%

2018-01 2018-05 2018-09

机械设备 沪深300



 
 

行业报告 | 行业研究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 

 

 

内容目录 

1. 本周观点：基建为 Q1 重点议题，分红将成为价值投资所在.............................................. 3 

2. 本周专题：稳定分红促进长期投资价值 .................................................................................. 3 

2.1. 2017 年装备领域分红榜：业绩驱动明显，改善盈利能力是核心 ................................. 3 

2.2. 换个维度观察，时间并不是优势 .............................................................................................. 4 

2.3. 核心指标：以营利能力为基础，也考验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 4 

3. 本周子行业重要观点更新 ........................................................................................................... 6 

3.1. 锂电设备：电池产能结构性短缺，头部厂家新一轮扩产悄然而至 ............................. 6 

3.2. 工程机械：低温天气影响 12 月挖机销量或仅+5%，需求依旧旺盛 .......................... 10 

3.3. 油服装备：油价短期调整暂不影响国内资本开支稳增长计划 ..................................... 11 

4. 本周行情回顾 .............................................................................................................................. 13 

5. 一周行业要闻 .............................................................................................................................. 14 

5.1. 工程机械 .......................................................................................................................................... 14 

5.2. 新能源 ............................................................................................................................................... 14 

5.3. 电子、通信与半导体行业 .......................................................................................................... 15 

5.4.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 16 

5.5. 轨道交通 .......................................................................................................................................... 17 

 

 

 

  



 
 

行业报告 | 行业研究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3 

 

1. 本周观点：基建为 Q1 重点议题，分红将成为价值投资所在 

2018 年已结束，收关时数据并不乐观：11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8%，12 月
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 49.4%、自 2016 年 7 月以来首次低于荣枯线。在困难挑战面前，我们
认为未来投资重点主要为：。 

1）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基建或将成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方式。12 月下旬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较大幅度增加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扩大地方专项债券的形式将有效化解前期市场担忧的“无米下炊”
的局面。获益板块主要为：轨交和工程机械，推荐中国中车、三一重工和恒立液压等。 

2）产业结构调整仍将持续，高端制造业将是长远之计。详情参考我们较早前报告《基建
托底几成定局；制造业：哪国能承接中国巨大产能转移？》。 

3）未来二级市场应更加重视价值投资，降低换手率、延长持股周期。其中重要的信心来
源应当为上市公司的持续、稳定分红。 

2. 本周专题：稳定分红促进长期投资价值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寻找具有持续成长性和二级市场长期投资价值成未来有望
成为共识。其中，上市公司持续、稳定的分红，或将成为投资人长期持股的动力。 

2.1. 2017 年装备领域分红榜：业绩驱动明显，改善盈利能力是核心 

我们通过比较 363 家机械设备行业公司的 2017 年业绩与分红数据，发现几个特点：1）分
红与业绩（EPS）有一定相关度，其中每股分红前 100 名的企业中进入 EPS 100 强的有 71

家、EPS 100 强中分红亦进入前 100 名的有 73 家；2）分红与否与企业类型（国企、民企）
的相关性不高；3）分红与否与现金流多寡、大股东持股比例多少无明显关联性。 

同时，分红集中度十分高，按照总金额累计：CR4=40.1%，CR10=51.4%，CR20=61.1%，
CR50=76.8%，CR100=87.8%。分红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仅四家，分别为中国中车、潍柴动
力（汽车团队覆盖）、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 

 
表 1：2017 年机械行业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分红情况统计 

企业类型 
每股现金分红

（元） 
EPS 

年度现金分红

占净利润比例 

每股现金流净额

（千万元） 
大股东持股比例 

第 1 名 1.0000 2.17 865.8% 5.5374 69.3% 

第 50 名 0.7071 0.25 56.3% 0.6860 48.3% 

第 100 名 0.4584 0.15 37.1% 0.1970 39.0% 

第 182 名（中位数） 0.2345 0.05 24.1% 0.0160 30.6% 

第 250 名 0.1106 0.02 13.9% -0.1192 24.1% 

第 300 名 0.0418 0 0% -0.3304 18.7%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每列数据均为独立排序结果，不同列数据相互之间没有联系 

 
表 2：2017 年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分红和业绩的表现上占比基本匹配 

企业类型 样本（家） 
EPS Top100 中数量

（家） 

EPS Top 100 中

数量占比 

每股分红 Top100

中数量（家） 

每股分红 Top 100

中数量占比 

中央国有企业 30 2 6.67% 2 6.67% 

地方国有企业 36 6 16.67% 6 16.67% 

民营企业 114 33 28.95% 32 28.07% 

个人 157 55 35.03% 51 32.48% 

合计 337 96 87.32% 91 83.89%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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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现金分红与盈利能力的集中度对比 

 净利润金额占比 现金分红金额占比 

No. 1 18.3% 16.5% 

CR4 35.6% 40.1% 

CR10 45.9% 51.4% 

CR20 55.7% 61.1% 

CR30 63.1% 68.1% 

CR50 75.4% 76.8%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换个维度观察，时间并不是优势 

我们通过 200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就已经上市的 89 家公司经营情况和历史分红进行对比，
发现其中几个阶段特点：2011 年之前盈利能力、分红等指标领先于收入增长，该时间段内
分红与盈利基本匹配；2012 年开始到 2016 年收入缓慢增长但利润逐步细化，直到 2017

年实现了两个指标的同时逆转；分红数据与收入增速相关性更高，而非利润，或有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或管理层希望通过分红维持市值处于较高位置。 

 
图 1：2008 年以来 89 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分红情况（以 2008 年各项数据=100 为初始）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2.3. 核心指标：以营利能力为基础，也考验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将参考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盈利能力或将出现大幅衰退，因此
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和现金创造能力的公司或将脱颖而出，且在“基建调周期”的背景下，
国企的分红或许也将加大幅度。 

采用 wind 一致预测的 2018 年净利润数据和分红比例，并筛掉大部分净利润少于 1 亿元、
利润增速低于 20%、每股分红低于 0.2 元的公司，由此初步预测机械行业重点公司的分红
数据如下。其中，地方国企分别为：安徽合力、大豪科技、上海机电、潍柴动力、柳工、
日机密封（集体企业），估值处于 8~23 倍 PE 的历史较低估值位置。 

由于民营企业当前融资能力仍然有限，减税措施落地需要时间，因此我们认为民营企业、
私营企业的分红意愿可能减弱，“持币过冬”的想法可能在经济全面好转、自身远期盈利
能力与现金流将明显提高等背景下才会得到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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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重点公司的盈利预测与分红预测（单位：万元（利润、分红金额）、元（EPS、每股分红）） 

公司代
码 

公司简称 
全年净利润
一致预测 

一致预测的
净利润增速 

一致预测
对应 PE 

一致预测
EPS 

上一年度现
金分红比例 

按照上一年度比
例分红金额 

预测对应
每股分红 

300512 中亚股份 22,104.0  15.70% 14.66  0.796  50.00% 31,238.6  1.157  

603666 亿嘉和 19,530.4  48.28% 23.04  2.937  30.00% 5,859.1  0.835  

600761 安徽合力 55,716.4  40.92% 11.62  0.777  90.73% 52,154.8  0.705  

603757 大元泵业 26,208.3  46.06% 8.42  2.234  30.36% 7,956.1  0.678  

603025 大豪科技 54,550.0  37.57% 18.84  0.592  50.00% 62,477.1  0.678  

002801 微光股份 13,014.0  20.98% 19.21  1.101  55.01% 7,159.0  0.606  

002690 美亚光电 44,134.5  20.86% 32.59  0.652  92.69% 40,851.6  0.604  

603319 湘油泵 12,406.0  16.92% 13.20  1.597  32.95% 4,257.4  0.526  

600835 上海机电 149,100.0  7.46% 9.55  1.461  35.31% 52,752.5  0.516  

603611 诺力股份 21,907.0  36.64% 15.00  0.813  60.00% 13,076.6  0.488  

603337 杰克股份 48,103.0  44.00% 23.33  1.526  30.61% 14,284.5  0.467  

600031 三一重工 596,377.0  156.23% 10.91  0.688  66.80% 358,139.1  0.459  

000338 潍柴动力 769,293.2  14.38% 8.04  0.974  46.98% 365,894.4  0.458  

603076 乐惠国际 9,700.0  44.38% 18.79  1.302  33.27% 3,226.8  0.433  

603659 璞泰来 59,295.2  35.25% 34.75  1.409  30.04% 18,318.1  0.423  

603338 浙江鼎力 48,431.5  43.66% 28.80  1.642  24.99% 10,166.6  0.410  

300567 精测电子 27,264.8  63.55% 30.29  1.668  24.52% 6,691.0  0.409  

002595 豪迈科技 74,690.5  7.72% 17.14  0.910  44.39% 32,316.6  0.404  

002757 南兴装备 18,300.0  57.09% 20.40  1.293  30.79% 5,232.7  0.398  

000528 柳工 91,046.5  161.79% 9.75  0.749  52.27% 44,186.4  0.393  

300124 汇川技术 122,539.2  20.48% 27.35  0.767  47.10% 60,149.1  0.361  

603298 杭叉集团 55,805.0  18.23% 13.11  0.907  39.12% 21,951.0  0.355  

603960 克来机电 8,821.0  82.33% 42.58  0.664  52.14% 4,680.7  0.346  

002833 弘亚数控 32,056.8  37.53% 14.35  2.383  13.85% 4,465.9  0.330  

603686 龙马环卫 29,508.2  24.23% 11.00  1.080  30.47% 9,843.9  0.329  

603929 亚翔集成 21,103.0  64.44% 14.94  0.989  33.25% 7,017.2  0.329  

603203 快克股份 15,661.3  27.64% 19.81  1.061  30.53% 5,129.6  0.324  

601100 恒立液压 87,611.1  98.06% 19.94  0.858  36.29% 27,451.8  0.311  

000039 中集集团 276,072.9  13.98% 8.96  0.958  32.12% 91,861.6  0.308  

603638 艾迪精密 24,241.3  78.43% 26.01  0.957  31.50% 7,851.0  0.301  

300488 恒锋工具 10,486.0  15.49% 24.62  1.057  28.47% 3,158.5  0.301  

603619 中曼石油 25,096.8  -3.53% 24.74  0.952  30.42% 11,576.6  0.289  

300607 拓斯达 18,498.3  42.46% 21.68  1.507  18.90% 3,716.6  0.285  

300724 捷佳伟创 31,070.1  17.70% 29.33  0.934  30.00% 9,321.0  0.291  

002158 汉钟精机 23,506.0  25.35% 16.33  0.536  51.42% 14,625.8  0.276  

603283 赛腾股份 14,470.4  51.61% 19.95  0.891  30.10% 4,366.4  0.268  

002008 大族激光 195,833.1  27.95% 16.54  1.997  12.82% 27,305.9  0.256  

300532 今天国际 13,889.0  48.44% 20.04  0.499  49.58% 6,859.2  0.247  

300461 田中精机 12,950.3  518.05% 17.14  1.053  21.60% 2,834.0  0.227  

300572 安车检测 12,304.3  56.31% 42.65  1.021  21.27% 2,628.1  0.217  

002444 巨星科技 73,481.4  36.40% 13.87  0.698  30.00% 22,044.4  0.205  

300470 日机密封 18,125.9  49.97% 23.57  0.938  22.22% 3,999.7  0.208  

300415 伊之密 24,808.3  9.35% 10.55  0.697  28.23% 8,503.2  0.197  

300450 先导智能 83,842.3  66.09% 30.43  1.013  18.83% 16,813.5  0.191  

资料来源：Wind 数据及一致预期，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大多数盈利预测采用。中亚股份与大豪科技 17 年分红比例超过净利润、本表中预测假设为 50%；亿嘉和和捷佳伟创为 18 年上市新股、巨星科技 17 年未分红，

三家公司均假设为 30%比例分红；大元泵业和微光股份的最新一致预测数据缺失、采用较早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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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子行业重要观点更新 

3.1. 锂电设备：电池产能结构性短缺，头部厂家新一轮扩产悄然而至 

锂电池行业总体产能与销量对比，严重过剩。根据高工产研的统计，2015-2018 年，动力
锂电池市场整体的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到 2018 年预计仅为 28%左右。 

图 20：动力锂电整体产能利用率在走低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天风证券研究所 

产能利用率的低下，一方面与三元替代磷酸铁锂有关，另一方面主要是低端产能严重过剩。
市场存量中仍有较大量的磷酸铁锂产能，磷酸铁锂产线无法直接转向生产三元，即使要切
换也需要进行改造，涉及较多改造成本和几个月的改造时间。因而我们必须区分开磷酸铁
锂和三元产能。另一方面，电池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的差距进一步拉开、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以 CATL、比亚迪、孚能等为代表的高端产能利用率较高，低端产能利用率非常低。低端电
池相较于高端电池而言在能量密度（与车厂的补贴系数直接相关）、一致性、稳定性等方
面差距巨大，因而现阶段未被车厂选择的电池厂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无效产能。 

图 21：磷酸铁锂电池仍是现有动力锂电产能中占比最高的类型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天风证券研究所 

高端电池产能利用率的情况目前来看也不是百分之百，但其扩产动力非常足。例如国内的
CATL、比亚迪、孚能，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84%、55%、48%，我们统计得到，目前松下、
LG、三星 SDI 的产能利用率分别约为 44%、27%、36%，电池在当前阶段看来似乎并不是不
够用。但各家仍有较大的产能规划、积极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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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要动力锂电厂商的产能利用率情况（单位：GWh） 

公司 2017 年出货量 2018 年 1-10 月出货量 1-10 月 YOY 1-10 月市占率 2017 年产能 2018 年产能 产能利用率 

宁德时代 10.50 14.31 167% 41% 16.00 25.00 84% 

比亚迪 5.65 8.23 189% 24% 16.00 20.00 55% 

沃特玛 2.41 0.00  0% 21.00 21.00 0% 

国轩高科 2.03 1.66 76% 5% 10.00 14.00 17% 

北京国能 0.78 0.48 120% 1% 10.00 13.00 5% 

比克 1.73 1.05 43% 3% 8.00 10.00 14% 

孚能科技 1.14 1.50 67% 4% 2.50 5.00 48% 

天津力神 1.10 1.28 259% 4% 7.50 9.50 18% 

智航 0.74 0.32 -1% 1% 1.50 1.50 25% 

亿纬锂能 0.77 0.74 292% 2% 7.00 9.00 11% 

万向 0.41 0.45 47% 1% 4.00 4.00 14% 

中航锂电 0.48 0.28 146% 1% 4.80 8.00 5% 

珠海银隆 0.57 0.23 -15% 1% 4.00 13.00 3% 

微宏动力 0.36 0.19 59% 1% 4.00 8.00 4% 

江苏春兰清洁 0.00 0.08 218% 0% 0.50 1.00 12% 

哈光宇 0.00 0.35 205% 1% 2.00 3.00 17% 

多氟多 0.25 0.12 -36% 0% 1.50 2.00 8% 

天劲新能源 0.48 0.32 -43% 1% 4.00 7.00 7% 

东莞迈科 0.00 0.09 -56% 0% 1.50 1.50 7% 

国安盟固利  1.21 -22% 3% 4.00 6.00 29% 

远东福斯特 0.27 0.19 143% 1% 3.00 4.00 6%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2：国外知名厂商产能与利用率（单位：GWh）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天风证券研究所 

我们总结了高端产能利用率看似不高、但仍在大幅扩张的主要原因：1）名义产能并不能反
映实际产能。因为我们统计的都是年底产能，而产能爬坡的时间可能是半年、一年、甚至
更久，取决于电池厂自身的工艺成熟度。2）高端产能与全球动力锂电需求还是较为匹配的。
我们选择 CATL+比亚迪+孚能+亿纬锂能作为国内高端产能，松下+三星 SDI+LG+SKI 作为国
外高端产能，计算得到的 2020 年产能预计达到 352GWh，而当年需求为 240GWh，需求/

产能比例为 68%。考虑到产能释放的时滞，我们认为该数据意味着需求和产能基本匹配。 

产能利用率低的第三个原因也非常重要：车企对于供应链的管理需要。电池对于新能源车
的重要性不亚于发动机之于传统燃油车，而汽车行业高度重视供应链管理。在传统燃油车
时代，发动机自给率就不断提高，国内车厂 1991 年汽油车发动机自配率仅为 31%，到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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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高到了 65%。因此，部分车厂与电池厂锁定了较为长期的供货协议，或者选择与电池企
业合资建厂，本质上就是为了确保其供应链安全（质和量的把控、以及技术发展持续力）。
这就让这些电池企业切实看到了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需求，也因此愿意投资储备更多产
能、以备新客户的需求增长。 

图 23：高端产能与动力电池需求展望（GWH）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公司公告，真锂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我们在本年度六月的行业深度研究报告《下半年新能源方向与扩产节奏怎么看？》中提到，
2019 年有望开启新一轮由龙头主导的扩产高峰，现在看来对于行业判断没有错，但扩产招
标的时点提前了。进入到 8 月份以来，LG、CATL 等已经开始了实质招标，万向、孚能接连
宣布超大投资规划，SKI 也宣布将在常州扩展 7.5GWH 左右，LG 在宣布南京基地远期扩产
计划后数码锂电率先招标，而三星 SDI 日前也重启了其西安和天津的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 

表 6：2019 年开始，以龙头和车厂自配锂电池厂为主的扩产力量（单位：GWh） 

 2017 年年底产能 2018 年预计产能 2019 年预计产能 2020 年预计产能 

高端产能（全球） 91 143 245 352 

动力电池需求（全球） 69 109 164 240 

CATL 16 25 44 68 

LG（国内） 2.7 5 20 30 

三星 SDI（国内） 2 2 2 6 

松下（国内）  2 3 5 

SKI（国内）    7.5 

LG（国外） 16.8 30 42 54 

三星 SDI（国外） 5.7 8.85 16.4 20 

松下（国外） 22.5 31 46 47 

SKI（国外）  4.7 10 16.5 

比亚迪 16 20 26 45 

国轩高科 10 14 17 20 

北京国能 10 13 13 13 

天津力神 7.5 9.5 11.5 11.5 

孚能科技 2.5 5 25 40 

亿纬锂能 7 9 11 13 

广西卓能 8 8 8 8 

深圳比克 8 10 12 15 

力信能源 4 8 8 8 

广州鹏辉 3.7 5.5 5.5 5.5 

波士顿 5.5 5.5 5.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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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年底产能 2018 年预计产能 2019 年预计产能 2020 年预计产能 

猛狮科技 4 6 6 6 

中航锂电 4.8 8 12 14.5 

万向 123 4 4 8 8 

江苏海四达 2.6 3 4 4 

珠海银隆 4 13 13 13 

骆驼集团 1 2 2 2 

微宏动力 4 8 8 8 

妙盛动力 4 4 4 4 

江苏春兰 0.5 1 1 1 

国安盟固利 4 6 6 6 

广东天劲 4 7 7 7 

山东威能 1 1 1.35 1.35 

欣旺达 0 2 4 6 

上海德朗能 2 3 3 3 

杭州南都 1.2 2 3.5 3.5 

山东恒宇 3.5 3.5 3.5 3.5 

远东福斯特 3 4 8 12 

浙江天能 3 8 8 8 

苏州星恒 1 2 3 3 

光宇 2 3 4.5 4.5 

湖州天丰 0.5 0.5 0.5 0.5 

浙江佳贝思 2 2 2 2 

上海卡耐 1.5 1.75 1.75 1.75 

江苏智航 1.5 1.5 2.5 2.5 

苏州宇量 1.5 1.5 1.5 1.5 

多氟多 1.5 2 2 2 

东莞迈科 1.5 1.5 1.5 1.5 

芜湖天弋 1 4 6 6 

天津捷威 1.5 3.5 3.5 3.5 

吉利衡远 1 1 1.5 3 

河南新太行 1 1 1 1 

塔菲尔 0 1.5 4 6 

新进入者-重庆金康（上市公司小康股份的子公

司，确有很大的投资规划和在建工程） 

   5.2 

车企电池厂：湖北锂诺   2 6 

中聚能源（五龙电动车） 1 1 1 1 

沃特玛 21 21 21 21 

合计 193 275.75 373.1 483.8 

新增 92 82.75 97.35 110.7 

YOY 80.39% -10.05% 17.64% 13.71%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公司公告，真锂研究天风证券研究所整理 

本轮电池厂的扩产高峰特征至少有两点：1）龙头扩产的量都非常大，主要是电池厂基于客
户长期需求的判断。例如 LG 对于 2020 年之前的扩产规划是 23 条线共计 32GWH，三星 SDI

对于西安及天津基地的扩产规划都在百亿以上的资金规模，CATL 本年度 8 月份开始的扩产
多达 20 条线以上。是 CATL 到 2017 年末仅为 16GWH 左右的产能，而在 2019 年之前预计
累计要扩出 28~30GWH 左右。2）扩产主体发生较大变化。动力锂电领域逐渐由混战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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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寡头的战国时代，国内大量电池厂的扩产量增速呈现收敛状态。在我们的统计样本中，
2017-2018 年扩产的厂商数分别为 32、21 个，而到 2019 年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为 18 个。扩
产主体中有龙头，也有一些新兴力量，包括：a）二线中技术较为领先或者具备很强资金实
力的新兴力量，如孚能、万向、欣旺达等，b）车厂“嫡系”电池厂及合资电池厂，如吉利
衡远、湖南锂诺、重庆金康等，以及吉利、广汽、东风等有意愿与电池厂合资建厂。 

 
图 24：汽油汽车发动机自给率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工程机械：低温天气影响 12 月挖机销量或仅+5%，需求依旧旺盛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的 11 月挖掘机销量数据：总销量 15,877 台，YoY+14.9%；
1-11 月 187,393 台，YoY+48.4%。5 

（1） 分市场销售情况：11 月国内 14,150 台、YoY+9.8%，出口（含港澳）1,727 台，YoY 

+84.3%；1-11 月国内累计 169,921 台，YoY+30.1%，出口（含港澳）17,472 台，YoY+106.5%。 

（2） 国内市场分机型销售数据：11 月大/中/小挖销量分别为 2,023 台/3,070 台/9,057 台，
同比增速分别为 3.1%/-6.2%/18.4%；1-11 月大/中/小挖累计销量分别为 25,570 台/44,432 台
/99,919 台，同比增速分别为 49.5%/54.2%/38.9%。 

（3）集中度数据（含进口、出口）：11 月行业 CR4=55.6%、CR8=79.4%、国产 CR4=52.2%；
1~11 月行业 CR4=55.4%、CR8=78.4%、国产 CR4=44.1%。1~11 月国产、日系、欧美和韩
系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51.9%、13.9%、15.9%和 10.6%，国产单月市占率已达 61.6%、未
来份额有望持续提升，三一、卡特彼勒和徐工占据国内市场前三位。 

未来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主要原因是龙头穿越周期后，品质、渠道、售后和研发等多
方面能力优势巩固，发动机、液压件等核心部件供应商将在供应量和价格上向龙头主机厂
倾斜，保供优势+成本优势明显。 

在较早前的行业需求预测中，我们结合 2008~2017 年的月度销量数据变化预测了行业需求
有望超 1.6 万台、同比增速超 14%。但由于 12 月下旬全国多地出现大幅降温等极端天气，
未来“基建投资实现逆周期调节”的主基调强化且环保执法有所放松、大部分工地不再盲
目“抢进度”，因此需求或将出现放缓，但总销量仍有望接近 1.5 万台、同比增速接近 5%。 

表 3：主流挖掘机厂家销量（含出口）与市占率变化（单位：台） 

 CR4 CR8 合计 三一 徐挖 柳工 临工 斗山 现代 小松 日立 卡特 沃尔沃 

12 月销量（E）   15,000           

12 月增速（E）   7%           

11 月销量 8,824 12,631 15,877 3,863 1,727 1,388 1,311 1,149 388 847 478 1,846 500 

11 月市占率 55.6% 79.4%  24.3% 10.9% 8.7% 8.3% 7.2% 2.4% 5.3% 3.0% 11.6% 3.1% 

1~11 月销量 103,796 146,841 187,393 43,036 21,417 13,154 12,095 14,684 6,782 9,574 8,222 24,659 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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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月市占率 55.4% 78.4%  23.0% 11.4% 7.0% 6.5% 7.8% 3.6% 5.1% 4.4% 13.2% 3.2% 

2017 年市占率 53.05% 76.35%  22.21% 9.89% 5.83% 5.00% 7.75% 2.86% 6.73% 5.74% 13.20% 3.44% 

2016 年市占率 48.31% 70.36%  19.99% 7.50% 5.03% 3.77% 6.61% 1.74% 7.02% 6.23% 14.21% 2.66%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工程机械商贸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重点推荐：三一重工、恒立液压、浙江鼎力、徐工机械；关注：艾迪精密、柳工。 

推荐理由：需求持续高位、集中度提升，龙头收入高增长。资产负债表修复，行业龙头业
绩释放加速。需求的时空错配，不同品类工程机械需求高增长接力。高空作业平台作为新
兴产品快速增长，同时美国制造业复苏明显，对高空作业平台的需求明显提升。 

3.3. 油服装备：油价短期调整暂不影响国内资本开支稳增长计划 

近期油价经历了从 80 美元/桶高位急速调整到 60 美元/桶的过程，基本抹去全年涨幅，短
期对于市场情绪造成了较大影响，加之前期油服板块涨幅较大，最近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 

12 月 9 日，包括俄罗斯等非 OPEC 国家在内的主要产油国最终达成减产 120 万桶/天的协
议，大于市场预期。在总减产幅度中，OPEC 预计减产 80 万桶/天，非 OPEC 预计减产 40

万桶/天，其中俄罗斯预计减产 23 万桶/天。这一减产对于稳定油价有着重要的左右，预计
油价阶段性底部已经形成。 

同时，国内资本开支并不会由于国际油价短期波动而有所影响。叠加国内减少能源对外依
存度的大方针，预计能源投资依旧是未来几年的重中之重。 

国内市场方面，2018 年三桶油资本支出规划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根据各家公司的公告，
2018 年中海油、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资本开支分别为 750 亿元、2258 亿元和 1170 亿元，同
比增速分别为 50%、4.44%和 17.71%，三桶油 2018 年合计资本开支为 4178 亿元，同比增加
14.28%，已经超过 2015 年水平，向 2014 年水平靠拢。当前油公司资本开支处于历史高位，
有力带动油服公司业绩进一步好转。 

图 25：三桶油资本支出及规划（亿元）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下，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是重要发展方向。2000 年以来，我国油气对
外依存度快速攀升，2017 年国内原油产量 1.92 亿吨，进口量 4.19 亿吨，进口依存度 69%；
天然气产量 1487 亿立方米，进口量 920 亿立方米，进口依存度 39%。尤其在中美贸易摩
擦可能加剧的背景下，大力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降低进口依
存度迫在眉睫，而非常规油气作为天然气资源的重要补充，有望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页岩气发展规划（2016-2020）》，力争在 2020 年实现页岩气
产量 300 亿立方米，在 2030 年实现页岩气产量 800-1000 亿立方米，远低于我国页岩气
可采资源量。《规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努力推进涪陵、长宁、威远、昭通和富顺-永
川 5 个页岩气重点建产区的产能建设，对宜汉-巫溪、荆门、川南、川东南、美姑-五指山
和延安六个评价突破区加强开发评价和井组试验，适时启动规模开发，力争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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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十三五期间页岩气重点建产区情况 

产区名称 地理位置 
开采权

归属 
埋层 

地质资源量

（亿立方米） 

涪陵勘探开发区 位于重庆市东部 中石化 埋层小于 4000 米面积 600 平方千米 4767 

长宁勘探开发区 
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部，包括水富-叙永和

沐川-宜宾两个区块 
中石油 

埋深小于 4000 米有利区面积 4450 平

方千米 
1.9 万 

威远勘探开发区 
位于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包括内江-犍为、安岳-

潼南、大足-自贡、璧山-合江和泸县-长宁 5 个区块 
中石油 

埋深小于 4000 米有利区面积 8500 平

方千米 
3.9 万 

昭通勘探开发区 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地区 中石油 四个有利区面积 1430 平方千米 4965 

富顺-永川勘探开

发区 
四川省境内 中石油 初步落实有利区面积约 1000 平方千 5000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页岩气发展规划（2016-2020）》，天风证券研究所 

目前国内具备页岩气独立勘测开发能力的企业仅有中石油和中石化。据财新网报道，中石
油“十三五”期间页岩气的生产主要布局在长宁、威远、昭通三个区块，2018-2020 年计
划新建约 720 口页岩气井，到 2020 年累计投产井数超过 820 口；2019 年和 2020 年页岩
气产量计划分别达产到 118 亿方和 131 亿方，建成 150 亿方的产能。今年，中石油计划在
四川页岩气田生产约 56 亿立方米页岩气，建成产能规模达 66 亿方，这一产量目标比去年
30.6 亿方的产量接近翻倍，同时中石油 2018 年计划在四川地区打井 330 余口，而截至 2017

年底中石油集团累计投产约 210 口井，今年一年的钻井数是存量的 1.5 倍。 

图 26：中石油四川页岩气开采计划（亿立方米）  图 27：中石油十三五期间累计打井数量规划（口） 

 

 

 

资料来源：财新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财新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中石化是国内页岩气开采的另一主力，涪陵页岩气田 2017 年销量达 60 亿立方米。根据
中石化官网，截至 2017 年底，涪陵页岩气田累计建成产能 100 亿方，累计产销气量均突
破 160 亿立方米，2017 年产量达 60.04 亿立方米，日销气量最高达 1670 万立方米，可满
足 3340 万户居民的生活用气需求，预计 2020 年涪陵页岩气田产量有望达 130 亿立方米。 

综上，中石油和中石化在 2017 年实现页岩气产量 90 亿方，预计 2020 年可达 260 亿方，
与“十三五规划”的 300 亿方有约为 40 亿方的缺口，该部分缺口有望由部分民企满足。 

图 28：涪陵页岩气田累计产能规划（单位：亿立方米）  图 29：预计 2020 年国内页岩气产量为 260 亿方（单位：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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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石化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财新网等，天风证券研究所 

 

与此同时，近几年中石油和中石化资本开支稳步增加，有力支撑国内页岩气开发加速。根
据我们的统计，2018 年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资本开支规划合计为 3428 亿元，同比增加 8.61%，
上半年资本开支完成额为 983.05 亿元，同比增加 25.56%，其中用于勘探和开发的资本开支
合计为 2161 亿元，同比增加 12%。 

重点推荐杰瑞股份，关注中曼石油、海油工程、石化机械。 

4. 本周行情回顾 

12 月 24~28 日（共 5 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下降 0.6%，机械行业指数下降 2.0%。 

图 31：12 月 24~28 日（共 5 个交易日）各行业及沪深 300 表现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2：12 月 24~28 日（共 5 个交易日）机械行业细分子板块表现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33：12 月 24~28 日（共 5 个交易日）机械涨幅前十企业  图 34：12 月 24~28 日（共 5 个交易日）机械跌幅前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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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5. 一周行业要闻 

5.1. 工程机械 

连拿五届中国专利奖，铁建重工自主创新再创佳绩！（来源：慧聪工程机械网） 

12 月 25 日，由中国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主办的第二十届中国专
利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出席大会并讲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
干事弗朗西斯·高锐向大会发来视频祝贺。 

会上，铁建重工《一种环形切削成拱预支护隧道施工成套设备》（ZL201210068725.5）发
明专利摘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这是铁建重工继第十六届以来连续第五次摘获该奖项，
彰显了铁建重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专利运用能力。 

《一种环形切削成拱预支护隧道施工成套设备》专利技术是铁建重工自主研发的原创性技
术，该技术产品“中心轴式隧道预切槽设备”是国内首创的针对软弱围岩地质条件下隧道
施工的特殊设备，在隧道开挖前利用其自带的特制链刀和灌堵装置可在先行切槽的同时进
行混凝土灌注，从而形成一道连续的混凝土拱壳保护后期的掌子面机械开挖。该技术产品
采用先支护后开挖的先进施工技术，攻克了软弱围岩中隧道施工的技术难题，有效地解决
了城市地区隧道施工所遇到的安全、减震、防噪声、控制地面沉陷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5.2. 新能源 

1）9 亿美元大单！三星 SDI 与 BMZ 集团谈判供应电动车锂离子电池（来源：真锂研究） 

据国外新闻和行业消息人士在 12 月 25 日的报道，三星 SDI 公司与总部位于德国的跨国电
池系统供应商 BMZ 集团（BMZ Group）建立了电动汽车电池伙伴关系后，于本月初与 BMZ

集团进行了谈判。 

据当地新闻报道，BMZ 集团在未来 5 年内将向三星 SDI 订购价值约 10 亿美元的电动汽车
电池。三星 SDI 公司的一名高管表示：“我们与 BMZ 集团的合作已久，我们目前正在就电
池供应进行谈判。目前，该交易的规模尚未确定。” 

BMZ 集团计划明年将把电动汽车电池系统产量翻倍，以供应给欧洲主要汽车制造商。该公
司正投资 1.3 亿欧元投资一个 4GWh 电池生产线，预计于 2020 年建成。 

2）瞄准 A00 级电动车市场 欧拉 R1 能救急长城新能源短板吗？（来源：真锂研究） 

当 A00 级车在主流车企产品布局中的地位逐渐下滑，12 月 26 日，长城旗下新能源汽车品
牌欧拉，却上市了一款 A00 级电动车欧拉 R1。新车共推出六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区
间 11.48-13.78 万元，补贴后售价区间 5.98-7.78 万元，并为用户提供 3 年或 12 万公里质
保服务，8 年或 15 万公里三电核心部件质保服务。 

2018 年，不论是新能源产品布局，还是新出行业务，传统车企和新造车企业的“新四化”
激战已经开启。产品层面，车企因战略差异切入的细分市场不尽相同；共享出行领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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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有 9家车企陆续宣布布局网约车等按需出行业务，例如东风汽车、
宝马、上汽集团等等。除了争抢共享出行业务，对于长城汽车来说，更迫在眉睫的压力在
于，能否通过押注 A00 级电动车市场实现“后来者居上”，仍待市场检验。 

3）零跑汽车首款量产车型 S01 将于 1 月 3 日正式上市 车界“华为”要来了（来源：OFweek 

新能源汽车网） 

2019 年 1 月 3 日， 零跑汽车将于北京水立方举行品牌发布会，同时，其首款量产车型 S01

将正式上市并公布官方售价。零跑 S01 是零跑汽车推出的首款量产车型，定位“10 万元级
智能纯电动 Coupe”，百公里加速 6．9 秒，最大续航 460 公里。 

作为国内新造车势力中独树一帜的“IT 人造车”，零跑汽车敢于创新更尊重制造，始终将
“自研”与“自造”看做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之道。成立三年以来，零跑汽车已成功自主
研发三大整车平台及“三电”系统、智能网联系统、自动驾驶系统三大核心技术；此外，
位于金华新能源汽车小镇的零跑汽车智能制造基地也早已完成工厂结顶，正处于设备入厂
调试阶段，计划将于明年第一季度建设完成。 

5.3. 电子、通信与半导体行业 

1）中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 开始提供全球服务（来源：SE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在 12 月 27 日下午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宣布：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于今日开
始提供全球服务。这标志着北斗系统服务范围由区域扩展为全球，北斗系统正式迈入全球
时代。 

据介绍，北斗系统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
导航、授时服务。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北斗系统启动研制，按“三步走”发展战略，先有源后无源，先区
域后全球，先后建成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系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卫星导
航系统建设道路。 

2）泉州芯谷首个半导体设备项目落地（来源：SE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12 月 26 日，北京新毅东投资项目签约仪式在泉州芯谷南安分园区举行。 

据中国芯谷官微介绍，该项目未来 5 年内将投资 2 亿元人民币，投资建设半导体黄光设备
（包括光刻机、涂胶机、显影机）生产和研发基地，将有利于完善园区化合物半导体产业
链上下游，加快打造化合物半导体全产业链体系。该项目是园区首个落地的半导体设备项
目。 

中国芯谷官微报道显示，北京新毅东科技是一家从事半导体黄光设备（包括光刻机，涂胶
机，显影机）生产、研发及技术服务的科技公司，主要为中芯国际、三安光电、德豪润达、
彩虹蓝光、士兰集成、立昂微电子等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提供设备及服务，长期作为龙
头企业的核心设备提供商。 

3）夏普将拆分半导体业务成立独立子公司（来源：SEMI 大半导体产业网） 

据《日本经济新闻》12 月 27 日报道，夏普 12 月 26 日发布消息称将于 2019 年 4 月 1 日
拆分半导体业务成立独立子公司。对于将“8K”高精细影像技术和“物联网(IoT)”技术定位为增
长战略核心的夏普来说，半导体是最重要的领域之一。由于强化最尖端产品的开发能力成
为当务之急，计划通过将半导体业务拆分为子公司来提高灵活性，从而便于对母公司鸿海
精密工业集团等其他公司的经营资源加以利用。 

夏普计划将以福山事业所(广岛县福山市)为中心的“电子设备事业本部”从主体中拆分出去，
成为独立的业务子公司。福山事业所的约 1300名员工(截至 2018年 3月)将转移到新公司。
包括半导体和智能手机摄像头零部件等产品在内的“物联网电子设备”业务 2017 财年(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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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的销售额为 4915 亿日元，占总销售额的 2 成左右，营业利润为 51 亿日元。 

4）iPhone 11 或将采用索尼 3D 激光传感器（来源：OFweek 激光网） 

根据彭博社最新发布的一份新报告，iPhone 11 可能配备索尼将于 2019 年推出的下一代 3D

相机传感器。这意味着 iPhone 11 可以实现更快速的人脸识别，而且还支持创建 3D 模型，
这将会改善增强现实游戏的体验。 

索尼的 3D 传感器使用称为“飞行时间”的方法创建更精确的 3D 模型，这类似于自动驾驶
汽车中的激光雷达。具体原理是，它从传感器发出激光，并计算它们反弹的时间从而实时
扫描对象。值得一提的是，索尼的 3D 解决方案只需要前后一个摄像头。 

虽然现在还不确定哪些公司会使用索尼的 3D 传感器技术，但彭博社认为，苹果公司就是
其中之一，因为这符合其对于智能手机增强现实的构想。彭博社报告还称索尼将在明年夏
季将传感器投入批量生产，以满足智能手机制造商的需求。 

5.4.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1）上海试点轨道智能巡检机器人（来源：OFweek 机器人网） 

12 月 28 日，从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获悉，经过半年多的探索，近日，一款轨道自动巡检机
器人在四平路下立交“亮相”，开始发挥功效。这是上海首台隧道（下立交）应用的智能
巡检机器人。 

这台智能巡检机器人体积小，悬挂在隧道侧墙上方，以 0-20Km/h 的可控速度运行，既节
省隧道空间，也不影响日常交通。它自带实时视频系统、3D 雷达感知系统、多种传感器
系统、自动抓拍系统、实时声光语音系统，能够实现全天候 24 小时巡检，实时掌握隧道
的运行情况和各类设施的运维情况。比如：隧道内发生超速行驶或意外突发情况，它会第
一时间报送预警信号，便于管理人员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事态，挽救伤亡和损失。隧道内设
施一旦超过正常监控取值，它会发送预警指令，提醒管理部门进行维修，避免病害进一步
扩展延伸。这些技术优势较好地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检的被动和不足。 

不仅如此，自动巡检机器人每天上传并智能分析巡检数据日志，生成统计分析和预警报告，
为设施管理和养护提供决策依据，实现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故障诊断和大数据病害趋势预测，
为智慧城市下立交管养作出了新的探索。 

2）运维即将进入 AI 时代 巡检机器人问世（来源：OFweek 机器人网） 

近几年，集自主巡检、智能监控、数据智能采集分析、状态报警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巡检
机器人在电力、大型厂矿、石油化工、城市管廊、银行、安防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尤其
是电力场所的运检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前不久，宁波首台变电站户内智能巡检机器人投运，它能沿着程序路线，挨个对变电设备
作扫描体检，远方的运维人员则凭借电脑终端中里面的即时交互画面，实时掌控判断户内
设备运行状态，分析排查故障隐患。据工作人员了解，该机器人装有旋转高清摄像头，微
光条件下可智能辨识变电站保护测控装置、液晶数显、空开位置和压板状态，通过无线信
号向远程后台传输各类数据以及发出报警，实现了 24 小时无阻碍自动化精细巡检。 

3）优必选联合首钢园 Atris 安巡士机器人进驻全球最大 AI 产业园（来源：OFweek 机器
人网） 

12 月 26 日，“中关村（首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产业园”启动仪式于北京首钢园正式举办。
北京冬奥组委、中关村管委会、石景山区政府领导、首钢集团领导，以及科技部、市新首
钢办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优必选、百度、IDG 中国等 200 多家人工智能行业代表莅
临现场参加仪式。 

此次签约，优必选将与首钢联合开展 AI 机器人运营示范、赛事活动应用、首钢集团业务应
用等各类项目。同时，双方还将共建 AI 机器人展示平台。首钢园与优必选优势互补，将共
同推进 AI 机器人的智慧应用场景与特色产业生态，促进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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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需求结合，将人工智能产业园打造为未来都市的缩影和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4）核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协同创新联盟成立（来源：OFweek 激光网） 

12 月 25 日，核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协同创新联盟（以下简称“核机器人联盟”）成立
大会在武汉成功召开。该联盟由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发起，
联合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等 35 家单位共同组建。 

机器人与智能装备是当前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核工业创新发展的风向标。
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高度重视核工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中国制造 2025》
《“十三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核工业发展规划》等一系列规划政策
的相继出台，为核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的协同发展和深度融合带来了重大的行业机遇。
由于核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涉及众多领域的前沿技术，需要集合优势资源，协作攻
关、协同创新成为必然选择。 

5.5. 轨道交通 

1）京哈高铁承沈段 新通高铁同步开通（来源：中国轨道交通网） 

12 月 29 日，北京至哈尔滨高铁承德至沈阳段（以下简称京哈高铁承沈段）开通运营，新
民至通辽高铁（以下简称新通高铁）同步开通，沿线河北省承德市和辽宁省阜新市、朝阳
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迈入高铁时代。 

京哈高铁承沈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一段。该线路
北端的哈尔滨至沈阳至大连高铁已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开通运营，南端的北京至承德段目
前正在建设。京哈高铁承沈段途经河北省承德市和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终至辽宁省沈
阳市，沿线设承德南、承德县北、平泉北、牛河梁、喀左、奈林皋、朝阳、北票、乌兰木
图、阜新、黑山北、新民北、沈阳西、沈阳 14 座车站，线路全长 506 公里，初期运营时
速 300 公里。 

2）打造西安地铁最强“智能大脑”（来源：中国轨道交通网） 

12 月 26 日，卡斯柯在西安的第一个轨道交通项目、被西安市民昵称为“蒂芙尼蓝线”的
西安地铁四号线搭载着卡斯柯 Urbalis888 信号系统正式开通运营。这是西安地铁线路中首
次配备“最强智能大脑”、实现“精准脑科诊疗”的智能线路，同时也是西安首条采用 4G 

LTE 综合承载技术的地铁线路。随着四号线的开通，西安地铁运营总里程一举突破 100 公
里。 

对于卡斯柯而言，西安地铁四号线的开通也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这是卡斯柯在西安的第
一个轨道交通项目。以此为起点，卡斯柯也正积极筹建西安分公司，作为开拓西部业务的
战略重镇。未来，卡斯柯将持续加大在西安的投入，吸纳更多本地人才，逐步完善工程设
计、项目运营、售后服务、市场等工作，更积极地响应和参与西安的轨道交通建设；另一
方面，卡斯柯也将以西安分公司为依托，将业务拓展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轨道交通、市域铁
路、有轨电车、高铁、城际等轨道交通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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