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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数据解读 
 

行情一览 

 指数行情：上周国金机器人指数下跌 4.13%，国金机器人核心 20 指数下跌
8.31%；年初至今国金机器人指数上涨 18.07%，国金机器人核心 20 指数上
涨 9.07%。 

 成交量/额：上周国金机器人指数成交量 23.52 亿股（环比 2.59%），成交额
247.29 亿元（环比 6.56%）；国金机器人核心 20 指数成交量 6.98 亿股（环
比-9.56%），成交额 70.77 亿元（环比-7.61%）。 

 核心 20 个股表现：上周上涨个股 1 只，下跌个股 19 只。其中科大智能涨幅
最高，达到 2.20%；博实股份年初至今涨幅最高，达到 53.21%。 

行业点评 

 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订单、产量、销售均在下滑。2019 年一季度日本工
业机器人订单量 41075 台，订单额 1560.17 亿日元，分别同比减少
35.4%、28.7%；产量 42185 台，产值 1625.02 亿日元，分别同比减少
24.4%、11.6%；销售额 1676.06 亿日元，同比减少 11.3%。 

 内销稳健增长，出口加速下滑。2019Q1，日本工业机器人内销 582.39 亿日
元，同比 4.29%。2018 年 Q2 开始，内销增速从两位数降至个位数；出口
1093.67 亿日元，同比-17.86%，自 2018 年 Q3 以来连续 3 季度出口下滑，
并呈现加速态势；2019 一季度内销占比 34.74%，连续四季度占比提高。 

 对中国出口大幅下滑是下滑主因。2019Q1 日本对中国、美国、韩国、台
湾、德国出口工业机器人金额分别为 360.22、226.04、65.06、48.92、
100.25 亿日元，分别同比-34.25%、-8.71%、-6.35%、-2.72%、-24.28%。
对中国出口大幅下滑是下滑主因。另外，持续增长的对德国出口 2019Q1 也
大幅下滑 24.28%，对美国、韩国、台湾出口的下滑有所收窄。 

 分下游内销及出口。物流运输、焊接、装配是日本工业机器人下游应用占比
前三，2019 年 Q1 占比分别为 28.8%、22.6%、17.9%。其中内销和出口结
构占比类似； 2019Q1，仅有涂装领域同比增长为正，主要是因为内销增速
达到 70.1%，其余下游应用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分内销出口来看，内销方
面注塑、涂装、装配、码垛、物流、洁净室领域均正增长。出口方面所有下
游均有不同程度下滑。 

投资建议 

 博实股份（石化化工自动化领导者）、克来机电（汽车电子自动化龙头）、埃
斯顿（最像发那科的国产机器人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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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点评：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数据解读 

 2019Q1 订单、产量、销售均在下滑  

2019 年一季度日本工业机器人订单量 41075 台，订单额 1560.17 亿日元，
分别同比减少 35.4%、28.7%；产量 42185 台，产值 1625.02 亿日元，分
别同比减少 24.4%、11.6%；销售额 1676.06 亿日元，同比减少 11.3%。 

图表 1：日本工业机器人 2019 一季度整体产业数据 

 
订单量

（台）  

订单额（亿

日元）  
产量（台）  

产值（亿日

元）  

销售额

（亿日

元）  

2018 一季度 63551 2188.45 55807 1837.84 1889.93 

2019 一季度 41075 1560.17 42185 1625.02 1676.06 

同比 -35.4% -28.7% -24.4% -11.6% -11.3%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2016-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订单额及产值  图表 3：2016-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销售额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内销稳健增长，出口加速下滑  

2019 年一季度，日本工业机器人内销额 582.39 亿日元，同比增长 4.29%。
2018 年 Q2 开始，内销增速从两位数降至个位数；出口额 1093.67 亿日元，
同比下滑 17.86%，自 2018 年 Q3 以来连续 3 季度出口下滑，并呈现加速
态势；2019 一季度内销占比 34.74%，连续四季度占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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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2016-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内销及出口额  图表 5：日本工业机器人连续三季度内销占比提高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对中国出口大幅下滑是出口下滑主因 

2019 年一季度日本对中国、美国、韩国、台湾、德国出口工业机器人金额
分别为 360.22、226.04、65.06、48.92、100.25 亿日元，分别同比 -
34.25%、-8.71%、-6.35%、-2.72%、-24.28%。对中国出口大幅下滑超
1/3 是日本工业机器人出口下滑、销售额下滑主因。另外，持续增长的对德
国出口 2019 年一季度也大幅下滑 24.28%，对美国、韩国、台湾出口的下
滑有所收窄。 

图表 6：2016-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出口（亿日元）  图表 7：2017-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分下游内销及出口情况 

下游占比：物流运输、焊接、装配是日本工业机器人下游应用占比前三，
2019 年 Q1 占比分别为 28.8%、22.6%、17.9%。其中内销和出口结构占
比类似。 

下游增长情况：2019 年一季度，仅有涂装领域同比增长为正，主要是因为
内销增速达到 70.1%，其余下游应用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分内销出口来
看，内销方面注塑、涂装、装配、码垛、物流、洁净室领域均正增长。出
口方面所有下游均有不同程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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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分下游内销及出口（台） 

  
注塑 焊接 涂装 机械加工 电子封装 装配 码垛 

物流运

输 
洁净室 

其他用

途 

2018Q1 

内销  976 3,143 167 799 405 1,810 291 2,618 1,671 1,065 

出口  1,397 9,655 491 3,158 2,881 10,005 471 11,321 3,492 995 

总销售  2,373 12,798 658 3,957 3,286 11,815 762 13,939 5,163 2,060 

2019Q1 

内销  1,071 2,804 284 752 353 2,030 322 2,916 1,769 792 

出口  1,142 6,802 392 1,066 2,388 5,582 404 9,358 1,420 916 

总销售  2,213 9,606 676 1,818 2,741 7,612 726 12,274 3,189 1,708 

同比  

内销  9.7% -10.8% 70.1% -5.9% -12.8% 12.2% 10.7% 11.4% 5.9% -25.6% 

出口  -18.3% -29.5% -20.2% -66.2% -17.1% -44.2% -14.2% -17.3% -59.3% -7.9% 

总销售  -6.7% -24.9% 2.7% -54.1% -16.6% -35.6% -4.7% -11.9% -38.2% -17.1%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9：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下游应用结构  图表 10：2019Q1 日本工业机器人分下游增长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日本机器人工业协会，国金证券研究所 

行情一览 

 指数行情：上周国金机器人指数下跌 4.13%，国金机器人核心 20 指数下
跌 8.31%；年初至今国金机器人指数上涨 18.07%，国金机器人核心 20 指
数上涨 9.07%。 

 成交量/额：上周国金机器人指数成交量 23.52 亿股（环比 2.59%），成交
额 247.29 亿元（环比 6.56%）；国金机器人核心 20 指数成交量 6.98 亿股
（环比-9.56%），成交额 70.77 亿元（环比-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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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上周指数行情  图表 12：年初至今指数行情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3：国金机器人指数  图表 14：国金机器人核心 20 指数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国金机器人指数成交额（百万元）  图表 16：国金机器人核心 20 指数成交额（百万元）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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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国金机器人指数成交量（百万股）  图表 18：国金机器人核心 20 指数成交量（百万股）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核心 20 个股表现：上周上涨个股 1 只，下跌个股 19 只。其中科大智能涨
幅最高，达到 2.20%；博实股份年初至今涨幅最高，达到 53.21%。 

图表 19：核心 20 个股表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 
收盘价  

市盈率

（TTM）  

年初至今涨

跌幅（%） 

300222.SZ 科大智能 2.20 14.86 29.38 -4.13 

300532.SZ 今天国际 -0.14 14.48 126.10 44.22 

603283.SH 赛腾股份 -0.22 18.08 21.39 1.92 

300607.SZ 拓斯达 -0.61 34.20 25.24 11.22 

002472.SZ 双环传动 -2.01 5.85 22.41 2.45 

000584.SZ 哈工智能 -2.36 7.44 42.90 18.47 

600835.SH 上海机电 -2.75 15.57 12.60 7.01 

002559.SZ 亚威股份 -3.72 9.07 29.54 38.05 

300276.SZ 三丰智能 -3.76 12.04 25.19 16.78 

300278.SZ 华昌达 -3.90 6.40 -129.18 12.08 

002698.SZ 博实股份 -4.89 13.62 37.23 53.21 

002380.SZ 科远股份 -5.01 14.40 29.99 36.75 

300024.SZ 机器人 -5.06 15.38 52.63 16.34 

603203.SH 快克股份 -5.12 21.68 20.99 10.61 

002896.SZ 中大力德 -6.06 27.45 29.47 -11.85 

002747.SZ 埃斯顿 -6.82 8.74 71.53 2.70 

002611.SZ 东方精工 -7.66 4.22 -2.01 12.53 

002527.SZ 新时达 -7.87 5.74 -13.75 7.09 

603960.SH 克来机电 -8.13 25.76 60.89 20.89 

300097.SZ 智云股份 -11.41 10.40 60.02 -6.89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重要公告 

 克来机电(603960.SH)：收到政府补助&减持计划 

政府补助：2019 年 1 月 1 日至 5 月 14 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共收到人民币
664.40 万元政府补助，当期直接计入营业外收入为 224.05 万元，当期直
接计入其他收益为 29.18 万元，列入公司 2019 年 1 月至公告日收益。此
外，与收益相关的递延收益在本期转入其他收益为 411.17 万元，因此，
2018 年 1 至公告日公司合计确认的当期政府补助收益为 664.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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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计划：公司监事李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99,3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871,412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06%。李杰先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分别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 7.48 万股，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的 25%；李南先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6 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分别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 26.23 万股，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的 14.02%. 

 钱江摩托 (000913.SZ)：转让钱江机器人股份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董事会决议将所持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 39%
股权转让给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3,728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机器人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变更为爱仕达公司占 90%，
哈尔滨博强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强公司”）占 10%。 

 中大力德(002896.SZ)：股东联创永溢继续股份减持计划 

截至 5 月 14 日，公司股东杭州联创永溢前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减
持前，联创永溢持有公司股份 4,90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2513%），
此次减持公司股份 457,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7175%），减持后，联
创永溢持有公司股份 4,442,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5338%）。 

联创永溢拟继续减持公司股份，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00,000 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800,000 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600,000 股，减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其中，集中竞价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
交易日之后的 3 个月内实施，大宗交易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
后的 3 个月内实施。 

 博实股份(002698.SZ)：子公司签订 4.26 亿元重大合同 

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博奥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近日与盛虹炼化（连云港）
有限公司签订废酸再生装置专有设备合同及专利许可与工程设计协议（不
包含催化剂），合同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42,579,408 元，交货时间 2020 年 5
月 30 日。 

 汇川技术(300124.SZ)：获得政府补助 4668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累计获得各项政府
补助资金共计 46,686,911.74 元，均与收益相关，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4.00%。获得的政府补助中，增值税即征
即退政府补助资金为 30,572,837.76 元，政府科研项目补助资金及其它政
府补助资金为 16,114,073.98 元。 

 上海沪工(603131.SH)：更换董事会秘书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曹陈辞职，新聘任刘睿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刘睿 2006
年 6 月至 2007 年 6 月任上海银广企担保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7 年 6 月
至 2008 年 5 月任福建省南方车业有限公司担保部经理；2008 年 6 月加入
上海沪工，历任公司总经理秘书、国内销售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南京熊猫(600775.SH)：董事长辞职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收到董事长徐国飞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徐国飞先生因工作调整，
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相关职务，
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行业要闻 

 Geek+获评全球 Top50 机器人公司 斩获 RBR50 榜单 

2019 年 5 月 15 日，全球权威机器人研究咨询机构《机器人商业评论》
（Robotic Business Review）公布了 2019 年度 RBR50 榜单。此榜单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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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 2019 年《机器人商业评论》认为最值得关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50
家机器人上市和非上市企业。中国有两家企业上榜，分别是极智嘉
（Geek+）和大疆创新（DJI）。值得一提的是，Geek+首次入围 RBR50 榜
单，这也是中国 AI物流机器人企业的首次入榜。（来源：Geek+） 

 AI 芯片初创公司 Hailo 发布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 

以色列计算机芯片制造商 Hailo Technologies 试图利用一款针对深度学习
工作负载定制的新型处理器来破解人工智能世界。 

专注于汽车行业的 Hailo 公司表示，该芯片能够让设备在网络运行“复杂”
的深度学习应用，而以前这些应用智能托管在云数据中心。 

Hailo 表示，这个比 1 便士还小的处理器是从零开始设计的，采用了重新设
计的内存、控制和计算架构组件，此外还附带了一个软件开发工具包，让
开发者可以开发针对硬件定制的应用。 

Hailo 首席执行官 Orr Danon 表示：“我们迫切需要一种类似的架构来取代
过去的处理器，使深度学习能够在边缘运行设备。” 

Hailo 特别强调了该芯片的性能，特别是功效。Hailo 引用了 ResNet-50 基
准测试的初步结果，该测试将 Hailo-8TM 芯片与 Nvidia Xavier AGX 进行
了比较，后者也是针对人工智能工作负载设计的。Hailo 表示，根据测试结
果显示，Hailo-8 在执行相同任务时的功耗几乎减少了 20 倍。（来源：至顶
网） 

 获近亿元 A轮融资 新石器打造城市末端低速物流自动驾驶配送 

近日，物流无人车公司新石器完成来自云启资本和耀途资本的近亿元 A 轮
融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扩大研发团队、以及无人车量产。2018 年 4 月，
新石器曾获得车和家和元禾原点的天使轮融资。 

新石器成立于 2009 年，2017 年底，新石器团队加入互联网和主机厂人员，
自此公司调整了战略方向，开始拓展物流领域低速无人车技术。于是在
2018 年初，新石器、百度、车和家三者就无人驾驶微型物流配送车达成合
作意向。新石器是在百度 MicroCar-无人作业小车解决方案基础上，开发出
了 L4 级无人驾驶微型物流车，触及最后五公里的智能行驶策略，专为低速
自动驾驶物流配送打造，2018 年内，初步实现小规模的城市末端物流自动
驾驶配送。（来源：猎云网） 

 全球首例！瑞典无人驾驶电动卡车获准上路运货 

据路透社报道，一辆无人驾驶的电动卡车周三开始在瑞典的一条公共道路
上运送货物，据开发商 Einride 和物流客户 DB Schenker 称，这是全球首
例。 

瑞典初创公司 Einride 的 CEO 罗伯特·法尔克（Robert Falck）表示，该
公司正与主要供应商谈判合作，以帮助实现量产和交付订单，不排除未来
与大型卡车制造商的联盟。这位前沃尔沃公司高管表示：“这个公共道路许
可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朝着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化方向迈出的一步。”
（来源：AI 行者） 

 波士顿动力 Atlas 机器人 get 新技能 

波士顿动力的 Atlas 机器人又带来了“新表演”，最近，美国人类与机器认
知研究所（IHMC）对外公布一段 Atlas“过独木桥”的视频，这也意味着
Atlas 成功完成了高难度的行走实验。视频中可以看到，Atlas 面对摇晃不
停的砖块，小心翼翼地成功通过。遇到由砖块堆叠而成的狭窄独木桥，也
能自如地穿行其中。（来源：镁客网） 

 科钛机器人获数千万 Pre-A轮融资 

近日，智能仓储物流机器人公司科钛机器人宣布获得来自珪璋创投的数千
万 Pre-A轮融资，创始人林志赟表示，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 AGV核心控制
器和产品的推广与生产。科钛机器人成立于 2016 年 3 月，曾于 2017 年完
成 1400 万种子+天使轮融资。（来源：猎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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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下游自动化需求不达预期：汽车、3C 行业自动化需求存在不达预期风险； 

 行业竞争加剧：2012 年之后成立的大批本体、集成企业经过发展初具规模，
加剧行业竞争；同时外资巨头深化布局、降价策略，压缩国产生存空间。 

 国产进口替代不达预期：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利好国产机器人进口替
代进程，但也存在替代不达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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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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