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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船舶能量系统革命：电子化与环保指标升级推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汽车与航空已进行机械到电子化的革命，载具能量体系向电能为核心
切换 

电能作为一种载具能量体系，具有高经济性、低污染等比较优势，逐渐成
为动力系统发展新趋势，汽车与航空已进行机械到电子化革命。其中，汽
车由传统动力向混动或纯电动切换，可有效降低耗油率，提高操控性与舒适
性，且更易实现智能化。飞机由传统机械控制系统向电子化飞控，乃至综合
航电系统过渡，可有效简化驾驶操控、降低维护成本、实现更好的燃油效率。
此外，综合航电系统还可对飞机娱乐系统进行有效支撑，大大提升用户体验
及舒适度，民航 737、787 目前已成功实现应用，与传统飞机相比电子化系
统使用明显增加。 

类比汽车、航空产业，船舶动力电力化已开始在多类船只广泛应用，其主要
原因为舰船在升级舒适性、操控性、经济性时，将更多电子设备投入使用，
带动了电能需求的上升，引发了能量体系的变换。我们总结出舰船使用综合
电力推进系统相较于传统动力系统的五大优势。由燃料发电，电能高效驱
动船舶各大系统运转，综合电力驱动系统将成为船舶动力发展新趋势，相
关系统供应商有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环保指标持续升级，预示船舶能量系统革命趋势出现：综合电力推进
系统 

从行业发展来看，对于机械设备污染物排放的环保指标，往往会随着机械
设备性能的提升而不断趋严，汽车、航空业均已得到验证。从船舶行业具
体政策来看，国际海事组织（IMO）新标准于 2020 年强制生效，中国作为
IMO 成员国，“限硫”步伐明显提速。我们认为，近期趋严的船舶环保标准
在对企业提出更高技术要求的同时，也为对应行业带来了扩容机会。从价
格看，排放标准越高，满足其要求的产品越昂贵，动力系统的造价也会越高。 

从具体发展路径看，船舶行业将围绕传统动力升级/动力系统替代两大方向
进行产业扩容。一方面，对传统的蒸汽动力、燃气动力等进行系统升级，以
满足环保指标。另一方面，通过船舶综合电力系统进行动力切换，最终达到
排放要求。我们认为，后者相对于前者经济效益更高且无需根据环保指标
的变化重复更新，在长期看将成为船舶能量系统革命大趋势。 

 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市场集中度高，揭示头部企业享受千亿产业空间 

从市场格局来看，综合电力推进市场具有集中度高的特点。目前国际上供
应商以瑞典 ABB 集团、通用电气、西门子等为代表，占据全球 80%以上的
市场份额。中国船舶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国产企业也呈现高集中度特点，以
*ST 湘电、中国动力、中船重工第七一二研究所为主。 

目前国内 2018 年该市场规模仅为 18.90 亿元，处于行业发展初期。军用船
舶空间测算：经测算，2020-2030 年我国军舰平均每年造价 129.6 亿美元对
应 900.72 亿人民币，对应每年舰船动力系统总采购规模约为 180.14 亿元。
民用船舶空间测算：根据测算，民用市场综合电力推进产值或将具备约 35
倍增长空间，未来年产值增量约 669.7 亿元。 

 核心标的推荐： 
我们预计，军、民用舰船能量体系将因电子化革命与环保指标升级而向电能
体系转变，对于种大型船舶预计将以“混动“模式，以电能驱动但保留燃油
机。小型水面舰艇预计将开启纯电动时代。核心标的-*ST 湘电、中国动力 
 
短期中大型民用船因环保指标升级或将带动传统动力的小型升级换代。关注
-中国动力                      
风险提示：1. 船舶行业发展不及预期；2.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3. 汇
率波动风险；4. 订单按期交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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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汽车与航空已进行电子化革命，船舶跟随进行载具能量向电能
体系的切换 

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全电动力）是以电力为核心，通过电力网络为载具的推进、通信、导
航等子系统提供电能，最终实现载具能源统一供应、分配和管理的动力形式。相较于传统
动力，以电能作为载具能量体系，具有高经济性、低污染等比较优势，逐渐成为动力系统
发展新趋势，汽车与航空已进行机械到电子化的革命。 

1.1. 汽车已进入混动与全电动时代：节能环保与智能化 

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2020 年中国智能汽车行业市场分析：发展战略正式实施，汽车电
子企业率先受益》称，“汽车电子占整车成本的比例正在持续升高。有数据显示，预计 2020

年汽车电子占整车成本的比重提升至 34%左右，2030 年将接近 50%。” 

汽车由传统动力向混动或纯电动切换，可有效降低耗油率，提高操控性与舒适性，且更易
实现智能化，这一变化也成为趋势。据第一电动网相关报道，混动车与纯电动车为代表的
新能源汽车相较于传统动力汽车，具备三大比较优势：1.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获取电力，
有效实现节能环保；2.由于相对化石燃料，能源使用成本低廉，综合使用成本更低；3.具
有更高的驱动效率，且电动化平台下更易实现智能化得到更佳的舒适性。 

图 1：混动车与纯电动车 

 

资料来源：ACKO，天风证券研究所 

可以看到，混动汽车与纯电动汽车均具备更低的排放，区别为混动汽车具备内燃机和发电
机、电动机，由内燃机先进行热能向电能的转化，行驶的动能是来自于电能的转化，本文
船舶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原理与此类似，也分为“混动”与纯电动两类。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披露，2019 年全球电动车销量约 220 万辆，同比增长 10%，市场份
额由 2.1%提升至 2.5%，预计 2025 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 1188 万辆，行业正处于快速发
展期，发展前景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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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特斯拉纯电动车主要产品——“Model 3”  图 3：2019-2025 年全球电动车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特斯拉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飞机进入电子化时代，能量体系向电能系统进化 

飞机由传统机械控制系统向电子化飞控，乃至综合航电系统过渡，可有效简化驾驶操控，
降低维护成本，经济性凸显。据央视新闻报道，我国新一代主战机型歼-20 已成功列装综
合航电系统，其高信息化集中度可有效降低飞行员脑力与体力劳动，实现飞行员由“操作
者”到“决策者”的转变。此外，综合航电系统还可对飞机娱乐系统进行有效支撑，大大
提升用户体验及舒适度，民航 737、787 目前已成功实现应用。 

我们以目前双通道民用飞机的明星型号——波音 787 为例，787 具备相对传统飞机更复杂
的电气系统结构，发电机数量从 3 个提升至 6 个。波音官网称，787 飞机在功能设计上使
用了更多的电子化系统，这样的设计优点包括： 

 更好的燃油效率 

 降低维护成本，减少维护任务 

 更少的阻力和噪音 

 相比前代飞机，更高效的电能收集与使用 

因此我们可以从波音公司的新款民航客机看到航空工业的发展方向，即电子化系统代替机
械化系统的电子化时代。 

图 4：波音 787 飞机航空电子结构与传统飞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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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oeing，天风证券研究所 

1.3. 类比汽车与航空业，船舶也进入到电能能量体系 

据中国动力 2019 年报显示，目前全电动力已开始广泛应用在海洋考察船、试验船、打捞
船等各类船舶。类比汽车、航空产业，结合中国产业信息网相关数据，我们总结出舰船使
用电能作为核心能量体系，其所使用的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相较于传统能量系统的五大优势： 

 优势一：综合电力推进系统控制灵活，舰船使用后机动性将大幅提升 

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可使用多台原动机，在不同电力需求下维持较高的推进效率。电力推进
所采用的电动机在 5%-100%额定功率范围内均具有较高的效率（约 95%），而内燃机只有在
85%-90%额定功率范围内能达到最高效率。 

 优势二：采用综合电力推进能够降低舰船噪声和振动，满足舰船对于隐蔽性和舒适性

的要求 

 优势三：采用综合电力推进能够节省舰船内部空间，有利于扩大舱容 

机械推进系统的大型主机及其轴系占据了巨大的空间，其刚性的连接制约了全船的布置，
传统船舶的轴系长度往往占到船长的 40%左右。反观采用电力推进的船舶将取消传动轴系、
减速齿轮箱的使用，有效简化动力系统的结构，提高舰船总体布局的灵活性。 

图 5：综合电力推进与传统机械推进空间占用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优势四：舰船采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能够降低燃料消耗、节省舰船运行成本 

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披露，机械推进下需燃油消耗量将达到 11293 吨/年，而该指标在
电力推进下则为 9397 吨，单年度可节省燃油 1896 吨。据美国海军数据披露，若驱逐舰采
用全电力推进，30 年全寿命期间将节省 16%以上的燃料费用。 

 优势五：舰船采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能有效满足快速增长的能量与载荷需求 

传统机械推进方式中，占总功率比重 80%的主机用于舰船动力推进，功率占比 20%的辅机
用于其他舰载设备用电，仅有小部分的能量用于武器和探测设备。该配比情况将无法满足
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等新概念高能武器的列装。未来武器电力需求预计将与推进电力需
求持平，高需求将为综合电力推进系统提供强力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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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未来舰载武器系统电力能量需求变化  图 7：未来军用舰船电力使用分配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具体产品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行综合电力系统研究，综
合电力推进已进入商用及军用阶段。世界上首艘采用中压交流综合电力系统的水面主战舰
艇英国 45 型驱逐舰，已于 2009 年 7 月正式服役。此外，英国 CVF 航母、美国 DDG1000

驱逐舰、法国“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等舰船均采用了中压交流综合电力系统。民用船舶
领域也实现了综合电力系统的应用，以中压交流和低压交流两种电制形式为主，如美
国‘亚特兰蒂斯’号科考船、‘海洋绿洲’号邮轮、荷兰‘蓝色马林鱼’号半潜船等。 

图 8：美军 DDG-1000 驱逐舰  图 9：法国西北风两栖舰 

 

 

 

资料来源：凤凰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凤凰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综上我们认为，舰船能量系统将向电能转换，由燃料发电，电能高效驱动船舶各大系统运
转，综合电力驱动系统将成为船舶动力发展新趋势，相关系统供应商有望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 

2. 环保指标持续升级，综合电力推进系统成为主要解决方案 

从行业发展来看，对于机械设备污染物排放的环保指标，往往会随着机械设备性能的提升
而不断趋严。以汽车行业为例，我国按照欧盟汽车排放标准体系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中国的
排放法规，逐步完成了从国一到国六的跨越。从指标数据来看，相对于之前的标准，机动
车国 V 标准以及即将到来的国 VI 标准对排放物的要求有了大幅提高。我们认为，新的环
保标准在对企业提出更高技术要求的同时，也为对应行业带来了扩容机会。从价格看，排
放标准越高，满足其要求的产品越昂贵，动力系统的造价也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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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国四至国六污染排放要求 

车型 污染物 国四 国五 国六 a 国六 b 

轻型汽车 

NOx（mg/km） 80 60 60 35 

PM（mg/km） 25 4.5 4.5 3 

CO（mg/km） 1000 1000 700 500 

HC（mg/km） 100 100 100 50 

PN（个/km） - - 6.0*1011 6.0*1011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面对逐渐趋严的环保排放指标，机械制造行业往往会采取动力系统升级或替代两大发展路
径。仍以汽车行业为例，一方面，传统柴油车与汽油车可通过提高发动机内净化技术，或
加装尾气后处理装置来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另一方面，通过使用更加清洁高效的电动汽
车进行传统动力替代，也可有效解决环保排放问题。 

图 10：传统汽车行业尾气治理技术路线  图 11：制造行业在环保指标趋严环境下的发展路径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类比汽车行业，船舶动力有望受环保指标政策驱动，进行系统升级与
替代，产业扩能可期。从具体政策来看，据央视网相关报道披露，国际海事组织（IMO）
于 2016 年 10 月决定进一步降低全球航行船舶硫排放限额，全球船用燃料油的硫排放上限
将由 3.5%降低至 0.5%。目前该标准已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强制生效。 

国际海事组织（IMO）新标准于 2020 年强制生效，中国作为 IMO 成员国，“限硫”步伐
明显提速。据中国交通部发布的相关实施方案要求，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进入中国
沿海排放控制区的海船率先强制推行 0.5%的限硫标准，上海港则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提
前实施该排放控制措施。 

表 2：IMO 新标准及我国政策规划时间线 

时间 事件 

2016 年 10 月 IMO 决定降低全球船用燃料油的硫排放上限从 3.5%到 0.5% 

2018 年 10 月 上海港提前实施该排放控制措施 

2019 年 1 月 对进入中国沿海排放控制区的海船率先强制推行 0.5%的限硫标准 

2020 年 1 月 IMO 限硫新标准正式强制实施 

资料来源：央视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具体发展路径看，船舶行业将围绕传统动力升级/动力系统替代两大方向进行产业扩容。
一方面，对传统的蒸汽动力、燃气动力等进行系统升级，以满足环保指标。另一方面，通
过船舶综合电力系统进行动力切换，最终达到排放要求。我们认为，后者相对于前者经济
效益更高且无需根据环保指标的变化重复更新，在长期看将成为船舶能量系统革命大趋势。 

3. 综合电力推进市场集中度高，揭示头部企业享受千亿产业空间 

中国产业信息网指出，船舶动力系统是船舶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核心部分，主要由船舶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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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机、蒸汽轮机、燃气轮机等）、传动系统（轴系、齿轮箱、联轴节、离合器等）和
推进器（螺旋桨、全向推进器、侧向推进器等）组成。船舶动力系统的价值约占全船设备
总成本的 35％，约占船舶总价的 20％，我们预计新型的全电动力价格占比将有所提高。 

图 12：船舶动力系统占全船造价 20%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市场格局来看，综合电力推进市场具有集中度高的特点。目前国际上供应商以瑞典 ABB

集团、通用电气、西门子等为代表，占据全球 80%以上的市场份额，2018 年全球船舶综合
电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近 80 亿元。 

图 13：目前全球舰船综合电力推进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新思界，天风证券研究所 

中国船舶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国产企业也呈现高集中度特点，以*ST 湘电、中国动力、中船
重工第七一二研究所为主。根据观研天下数据，我国 2018 年全电动力市场规模仅为 18.897

亿元，因此从产业规模比较来看，与欧美主要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从应用领域来看，根据新思界数据，截至 2018 年，豪华游轮、破冰船、海工船新建船舶
几乎全部采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但依然 95%以上仍以柴油动力为主，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目前处于起步替换阶段。 

3.1. 军用舰船：美国航母作战群完备，我国 10 艘航母及配套舰队空间大 

目前美国已建立了完备的航母作战群。根据财经国家新闻网、Naval Technology，Defense 

News 报道，美国航母作战群组成：1 艘航母、2 艘巡洋舰、4 艘导弹驱逐舰、2 艘护卫舰、
2 艘攻击型核潜艇、2 艘后勤支援舰艇，总造价约为 324 亿美元。根据 CCTV-4 中文国际
频道报道，我国 2049年前将建造 10艘航母，目前我国已造航母型号为 002，后续 2020-2049

年将建造 8 艘航母，若对标美航母作战群水面舰艇价格，则造价为 2592 亿美元，平均每
年 129.6 亿美元对应 900.72 亿人民币（按照 6.95 中美汇率计算）。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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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美国福特级航母作战群配置情况 

 数量 单价/亿美元 总价/亿美元 

航母 1 150 150 

巡洋舰 2 20 40 

导弹驱逐舰 4 17 68 

护卫舰 2 8 16 

攻击型核潜艇 2 20 40 

后勤支援舰艇 2 5 10 

总计（亿美元） 324 

资料来源：财经国家新闻网，Naval Technology，Defense News，天风证券研究所 

美英军用舰船多采用电力系统，我国望跟随转型。央广网 2016 年报道，英国 45 型、美军
DDG-1000 驱逐舰与法国西北风两栖舰均采用中压交流综合电力系统均采用了中压交流综
合电力系统。按照 20%船舶动力系统造价占比计算，则未来我国航母作战群军用舰船动力
系统总采购规模约为 180.14 亿元，若我国也建造非航母作战配套舰艇，则此为军用电力综
合推进系统采购额的保守估计。 

图 14：未来我国航母作战群军用舰船综合电力推进系统投入预估 

 

资料来源：财经国家新闻网，Naval Technology，Defense News，CCTV-4 中文国际频道，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民用船舶：全球民船供给端结构不断优化，动力系统产值占据重要位置 

我国船舶行业工业总产值近 3500 亿元，2019 年船舶行业经济效应实现增长。我国船舶行
业工业总产值近 3500 亿元，2019 年船舶行业经济效应实现增长。中国船舶工业协会数据
显示，2019年 1-11月船舶行业 80家重点监测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3443亿元，同比+3.1%；
80 家重点监测企业实现主营收入 2596 亿元，同比+2.2%，利润总额 21.3 亿元，同比+23.8%。
未来我国船舶行业有望向高端船舶制造发展，在全球现有供给侧改革下实现经济效应增长。 

船舶动力系统是船舶行业的技术核心，电推动力系统具备诸多优势，将有望替代柴油动力
系统。若按照动力系统占比 20%计算，我国每年船舶动力系统产值在 688.6 亿元。目前我
国综合电力推进系统产值约 18.9 亿元，仅占全国船舶动力系统总产值的 2.7%；我们认为，
未来船舶动力将有望从传统机械柴油机全面切换至综合电力推进动力系统，民用市场综合
电力推进产值或将具备约 35 倍增长空间，未来年产值增量约 669.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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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018 年我国舰船综合电力推进系统产值，及其与柴油动力系统产值的对比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4. 核心标的推荐 

我们预计，军、民用舰船能量体系将因电子化革命与环保指标升级而向电能体系转变，将
出现如汽车（小载具）、飞机（大载具）两类替换类型，对应中大型船舶、小型水面舰艇，
我们认为小型水面舰艇将可能出现纯电动系统，而对于中大型船舶则预计以“混动“的综
合电力推进系统完成热能向电能的转化，再进行设备和船舶行驶的驱动。 

对于传统动力，短期中大型民用船因环保指标升级或将带动传统动力的小型升级换代。 

4.1. *ST 湘电：风电剥离聚焦主业，舰船综合电推业务有望加速排产 

公司是国内传统民口军工配套企业，电力推进、电磁技术和特种电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处
于领先地位。2019 年公司军民用技术领域均获得较大突破，重点科研项目成效显著：某国
防重点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综合电力技术成功应用于“海电运维 801”号 600

吨自升式海上风电大部件更换运维船，开创了综合电力技术民用化的先河。 

2020 年 2 月 19 日公司发布重组预案，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资委对公司持股比例从 33.54%

上升至 45.57%；同日公司发布预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湘电风能 100%股权，转让完成后，将
有利于减少湘电风能对公司业绩的不利影响。 

图 16：2016A-2020Q1 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速  图 17：公司主营业务营业收入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公司合作海军工程大学，舰船全电推产业化布局稳步推进。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通过定
增，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湘电集团军工相关资产，并投资建设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系
列化研究和产业化项目。2017 年公司联合湘电集团等出资 22.8 亿元成立子公司湖南湘电
动力，布局未来舰船综合电力系统等军民融合发展业务。湘电动力将引进湖南军民融合装
备技术创新中心作为公司股东，增强综合电力系统等军品业务发展动力。为抢占军工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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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以湘电动力为平台，重点抓好关于湖南军工地位和湘电未来发展重大军工项目的研
制任务，做优做强军工板块。 

我们预计，基于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技术优势及舰船对电力用量的快速上涨需求，湘电动
力的船用全电系统及电力推进系统或将进入高速发展轨道。此外，公司电磁发射与电磁装
备也将在未来对公司业务发展做出支撑。 

4.2. 中国动力：破净值揭示低估，电子化+节能环保趋势预示公司多板块进
入快速放量期 

公司为中船重工集团旗下动力上市平台，2016 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注入中船重工集团
旗下多家动力研究所及核心制造资产。目前，公司已形成燃气动力、蒸汽动力、化学动力、
全电动力、柴油机动力、海洋核动力和热气机动力七大动力板块，产品广泛应用于船舶、
汽车、通讯等多个军民领域。 

图 18：2016A-2020Q1 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速  图 19：公司主营业务营业收入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军品方面，公司在舰船用燃气轮机、蒸汽轮机、特种电池、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大功率柴
油机、热气机、传动装置等业务长期与军方合作，调距桨、应急发电机组等设备已经实现
国产首艘航母列装，是海军舰船动力及传动装置的主要供应商。我们认为，基于军品行业
先入优势的特点，公司相关业务将持续受益于其海军武器装备和船海装备全产业链优势，
其军用动力配套业务龙头地位有望持续稳固，产品放量可期。 

表 4：公司军舰产品配套情况 

舰船相关部件及系统 公司产品情况 

调距桨等系列装备 
武汉船机为首艘国产航母提供配套 

螺旋桨轴等系列装备 

应急发电机组设备 河柴重工为首艘国产航母提供配套 

主传动齿轮箱 重齿公司为首艘国产航母提供配套 

动力电池、电力推进装置 长海电推为我军舰船提供相应配套 

主推进柴油机 陕柴重工为海军驱逐舰、护卫舰、水面战斗舰船提供配套 

燃气/蒸汽轮机 广瀚动力为我军舰船提供配套 

新型动力系统及传动装置、作动器 齐耀重工为我军舰船提供配套 

资料来源：中国动力 2019 年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民品方面，公司电力推进产品有望受益于动力系统切换大势。公司在全电动力领域深耕多
年，研制装备在尖端领域已经实现广泛应用。民用领域方面，子公司长海电推目前已推出
国内首艘纯电池动力客船“君旅号”，现已形成新能源产业链的多元化和多方位布局。我
们认为，随着电推动力系统对柴油动力系统替代过程的逐步推进，公司全电产品有望进入
快速放量期。 

此外，公司在核电成套设备供应、核电设计、辐射监测方面均具备比较优势，其中国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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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厂房辐射监测系统（KRT 系统）市场占有率目前已达到 60%。2019 年，公司重点布
局中核化工设计院，累计取得 6 个研发项目，5 个工程项目合同共计约 7000 万元。产品
端，公司爆破阀于 5 月获得鉴定样机和核 1 级取证，8 月陆丰核电研制供货合同成功生
效。此外，公司开展海阳核电站 1.2 号机组爆破阀现场维修服务工作，并成功获得海阳核
电站 2 号机组爆破阀爆破单元更换服务合同。我们认为，伴随三年“零核准”结束，公司
核电工程项目有望全面复苏，核电产品或实现快速放量。 

图 20：公司核电主要产品——“KRT 系统”  图 21：公司核电主要产品——“爆破阀” 

 

 

 

资料来源：中国动力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动力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目前公司每股市场价格已低于每股净资产价格，揭示股价低估状态。公司作为
中船重工集团旗下动力上市平台，未来将充分受益于新型船舰动力及核动力拐点上行趋势，
叠加 IMO 新标准对传统动力系统的增速需求，公司业务有望实现快速发展。 

5. 风险提示 

5.1. 行业风险 

民用船舶配套业务与全球航运业密切相关，航运业受宏观经济、航运市场形势及国际原油
价格等多方影响，航运业的波动会对企业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5.2. 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受宏观经济及供需情况变化影响，船舶企业生产经营所需主要原材料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
波动，会对企业业绩产生影响。 

5.3. 汇率波动风险 

船舶行业部分出口业务多以外币结算，如汇率波动较大，可能使业绩产生波动。 

5.4. 订单按期交付风险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航运业部分企业出现停工情况，对订单交付或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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