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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1] 
■ 工程机械产品包罗万象，应用场景丰富，房地产和基建是行业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工程机械是装备制造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工程机械广泛应用于房

地产、基建，以及以机场、港口、桥梁为代表的重大项目。在上一轮工程机

械周期 1996-2015 年间，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与工程机械销售额的变动呈

现极高的联动效应，是工程机械需求的核心驱动力。 

■ 市场回归理性，未来十年景气度有支撑。经过工程机械上一轮完整周期的洗

礼，严格的信用销售政策（首付比例 20%-30%以上）和健康的经营现金流体

现了主机企业对市场周期的敬畏，中国工程机械市场回归理性。中国工程机

械市场近年来的亮眼表现主要由城镇化建设拉动，预计 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

将达到 75%，未来十年中国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投资有足够的体量和增速支撑

本土工程机械市场总体保持一定的景气度。 

■ 中国市场格局：国产品牌强势崛起，行业向头部集中。，中国工程机械市场已

由国产品牌占据主导地位，如国产挖掘机品牌市场份额目前已达 60%以上。

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格局的另一特点表现为头部集中，强者恒强。挖掘机 CR4

已提升至 60%；汽车起重机 CR3 已达 90%以上，弱势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

被压缩，展望未来工业互联网时代，工程机械各细分领域排名前两名公司对

于下游客户数据护城河的构建将进一步压缩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 

■ 全球格局：中企出海竞争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突破成长天花

板的不二选择。展望 2030年，届时中国国内市场中，无论国产品牌的市场占

有率，亦或工程机械市场的需求规模都将趋近于天花板。从全球工程机械市

场需求看，全球工程机械市场的核心驱动将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复制海

外巨头“本土化—海外布局—全球化”的发展路径，出海竞争新兴市场，已

经成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必然选择。 

■ 业务建议与风险提示。（招商银行各部如需报告原文，请参照文末联系方式联

络研究院） 

 
[Table_Author1] 

王宝权 

行业研究员 

 ：0755-83161565 

：wangbaoquan@cmbchina.com 

 

杨荣成 

行业研究员 

 ：0755-82901273 

：yangrongcheng@cmbchina.com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Table_Yemei1] 行业研究•深度报告 

 

1/3 

目 录 
1. 工程机械行业概况 ................................................................................ 1 

1.1 产品包罗万象，应用场景丰富 ................................................................... 1 

1.2 市场需求：房地产和基建是核心驱动力 ........................................................... 3 

1.3 市场规模：新兴市场增速更高，中国市场贡献率最大 ............................................... 3 

2. 中国市场：市场回归理性，景气度具备坚实基础 ...................................................... 5 

2.1 回顾：市场终归理性，城镇化建设推动中国市场走出低谷 ........................................... 5 

2.2 展望：未来十年景气度有支撑 ................................................................... 7 

2.3 需求结构：环保趋严加速更新，新农村建设是新驱动 ............................................... 8 

3 市场格局：国产崛起，头部集中，海外拓土 .......................................................... 10 

3.1 中国品牌格局：国产品牌，乘势崛起 ............................................................ 10 

3.2 中国公司格局：头部集中，强者恒强 ............................................................ 13 

3.3 全球格局：中国企业出海 ...................................................................... 14 

4. 业务建议与风险提示 ............................................................................. 17 

4.1 业务建议 .................................................................................... 17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Table_Yemei1] 行业研究•深度报告 

 

2/3 

图目录 
图 1：工程机械产品包罗万象，挖掘机械、混凝土机械和起重机械是其中主要大类 ............................................................. 1 

图 2：工程机械的主要下游应用领域 ............................................................................................................................................................... 1 

图 3：挖掘机、起重机、混凝土机械是工程机械的主要大类 .............................................................................................................. 2 

图 4：挖掘机用途最为广泛 ................................................................................................................................................................................... 2 

图 5：工程机械下游应用占比 .............................................................................................................................................................................. 3 

图 6：挖掘机下游应用占比 ................................................................................................................................................................................... 3 

图 7：房地产和基建是工程机械需求的核心驱动力 .................................................................................................................................. 3 

图 8：全球主要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2019 年） ........................................................................................................................ 4 

图 9：2006-2018 年全球工程机械销售额（亿美元） ............................................................................................................................... 4 

图 10：全球工程机械市场分布情况 .................................................................................................................................................................. 5 

图 11：全球主要地区工程机械市场增速 ........................................................................................................................................................ 5 

图 12：中国工程机械市场销售额 ...................................................................................................................................................................... 6 

图 13：头部企业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营业总收入（%） .......................................................................................................................... 7 

图 14：日本工程机械国内出货金额与公共需求和房地产投资 ............................................................................................................ 7 

图 15：日本城市化建设与公共需求和房地产投资 .................................................................................................................................... 8 

图 16：中国城镇化率仅为 60% ........................................................................................................................................................................... 8 

图 17：挖掘机内销数量（台） ........................................................................................................................................................................... 9 

图 18：挖掘机农村需求占比持续提升 .......................................................................................................................................................... 10 

图 19：中国五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 ............................................................................................................................................................... 10 

图 20：近 20 年中外挖掘机品牌市占率 ....................................................................................................................................................... 11 

图 21：主要工程机械品类国内市场份额三甲 ........................................................................................................................................... 12 

图 22：国产品牌凭借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在产品力上与国外品牌处于同一水平 ................................................................. 12 

图 23：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挖掘机 CR4 市场份额 ..................................................................................................................................... 14 

图 24：三一重工挖掘机市占率持续提升 ..................................................................................................................................................... 14 

图 25：城镇化建设后期对工程机械需求的拉动边际递减 .................................................................................................................. 15 

图 26：2003 年日本工程机械出口规模超过本土市场 ........................................................................................................................... 15 

图 27：中国挖掘机出口量（台）增长迅速 ................................................................................................................................................ 16 

图 28：中国龙头企业出口规模较小（2019） ........................................................................................................................................... 16 

图 29：中国龙头企业全球市占率较低（2018） ...................................................................................................................................... 16 

图 30：相较于美国、日本，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处于全球化初期 .................................................................................................... 17 

表目录 
表 1：2012 年部分品牌销售政策 ........................................................................................................................................................................ 6 

表 2：2019 年全球工程机械前 20 强中有 4 家中国企业 ....................................................................................................................... 11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Table_Yemei1] 行业研究•深度报告 

 

3/3 

表 3：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发动机、液压件、底盘）主要供应商 ............................................................................................ 13 

表 4：工程机械企业在中国的服务资源（中国企业有更强的服务能力） ................................................................................... 13 

  

 



  

 

[Table_Yemei1] 行业研究•深度报告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1/18 

1. 工程机械行业概况 

1.1 产品包罗万象，应用场景丰富 

工程机械是装备制造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多种不同类型的设备组成，

包括挖掘机械、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铲土运输机械、压实机械、桩工机械

和路面机械等。各类工程机械广泛应用于房地产、基建，以及以机场、港口、

桥梁为代表的重大项目。 

图 1：工程机械产品包罗万象，挖掘机械、混凝土机械和起重机械是其中主要大类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协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2：工程机械的主要下游应用领域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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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械、混凝土机械和起重机械是工程机械的主要大类。挖掘机械用途

最为广泛，其主要作修建地基、挖渠等泥土移除用途。挖掘机下游需求来自房

地产、水利、铁路公路、建筑和采矿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混凝土机械主要

包括：混凝土泵车、混凝土拖泵、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和混凝土搅拌站等。混凝

土机械主要用于房地产和大型建筑项目铁路、公路、地铁、水电站、冶金建筑

工程等。起重机械主要包括移动式起重机和塔式起重机，其中移动式起重机又

可以细分为随车起重机、汽车起重机、越野轮胎起重机、全路面起重机和履带

式起重机。移动式起重机主要可用于房地产、道路建设、水利发电、工业建设

等行业，而塔式起重机主要应用于高层建筑。 

 

图 3：挖掘机、起重机、混凝土机械是工程机械的主要大类 

 
资料来源：三一重工、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4：挖掘机用途最为广泛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挖掘机 起重机 混凝土泵车 混凝土搅拌车



  

 

[Table_Yemei1] 行业研究•深度报告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3/18 

1.2 市场需求：房地产和基建是核心驱动力 

尽管应用场景十分丰富，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始终是工程机械最重要的

应用领域。以中国大陆为例，在工程机械下游需求中，房地产和基建（主要包

括公路、铁路和水利水电）占比分别在 45%和 20%左右，两者对挖掘机的下

游需求贡献合计高达75%。作为工程机械最大的两个需求领域，在上一轮工程

机械周期 1996-2015年间，两者投资增速与工程机械销售额的变动呈现极高的

联动效应，可以说房地产和基建是工程机械需求的核心驱动力。 

 

图 5：工程机械下游应用占比（%）  图 6：挖掘机下游应用占比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工业年鉴、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工业年鉴，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7：房地产和基建是工程机械需求的核心驱动力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1.3 市场规模：新兴市场增速更高，中国市场贡献率最大 

房地产与基建投资主要由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所拉动，差异化的城镇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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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等。新兴市场包括社会及商业活动出现

快速增长、城镇化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

哥、南非、巴林及印度尼西亚等。在新兴市场，对工程机械的需求一般由政府

对公共基建的新开支所推动，而在发达国家对工程机械的需求一般由维护及复

修现有基建设施所推动。 

图 8：全球主要国家的城镇化率水平（%）（2019 年）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根据英国工程机械咨询公司 Off-Highway Research 统计，2018 年全球工

程机械（产品范围：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挖掘装载机、履带式推土机、履带式

装载机、液压挖掘机、小型挖掘机、平地机、铲运机、非公路自卸车、越野叉

车、滑移-转向装载机、轮式装载机，下同）销售额高达 1100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5%。2017 年以来，全球工程机械市场的大幅增长与全球经济景气回暖关

系密切。全球 GDP 增速在 2016 年处于 3.2%的低谷，而在随后的两年回升到

3.7%-3.8%的水平。同期，全球投资占 GDP 的比重也增加了一个百分点。投

资回升带来了新增需求，而且环境法规升级进一步加快了更新需求。 

图 9：2006-2018 年全球工程机械销售额（亿美元） 

 
资料来源：英国工程机械咨询公司 Off-Highway Research、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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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全球工程机械市场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英国工程机械咨询公司 Off-Highway Research、招商银行研究院 

 

从 2018 年市场分布上看，北美仍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占比高达 31%，销

售额约为 340 亿美元，中国紧随其后，占比 23%达到 253 亿美元。从市场增

量来看，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增速最高的市场，分别为 38%和 29%。

中国凭借较大的市场规模和最高的增长速度成为增量市场贡献率最高的经济体，

高达 32%，大幅超过北美市场 25%的贡献率。 

 

图 11：全球主要地区工程机械市场增速 

 
资料来源：英国工程机械咨询公司 Off-Highway Research、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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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回顾：市场终归理性，城镇化建设推动中国市场走出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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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的市场贡献率使中国成为全球工程机械市场最重要引擎，2016年

新周期以来中国工程机械市场的理性回归，则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市场的重要地

位。2006-2011 年，中国工程机械市场经历了快速增长继而疯狂扩张的六年。

伴随城镇化进程，地产和基建拉动工程机械需求快速增长，继而推动行业产能

和信用疯狂扩张。一方面各大主机企业投放大量产能，另一方面增加信用销售

力度，首付比例降至 10%甚至零首付，行业需求被透支且有极大库存压力。

2012-2016 年，伴随坏账处理和资产整合，行业进入去库存周期，部分激进或

渠道体系脆弱的企业几乎丧失市场竞争力。 

表 1：2012 年部分品牌销售政策 

 
资料来源：广发证券、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12：中国工程机械市场销售额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协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2016年中国工程机械市场触底反弹，同比增长 5%。2019年行业规模达到

6681 亿元，较 2018 年增长 12%，巩固了 2016 年以来的增长趋势。经过工程

机械上一轮完整周期的洗礼，严格的信用销售政策（首付比例 20%-30%以上）

和健康的经营现金流体现了主机企业对市场周期的敬畏，中国工程机械市场回

归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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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头部企业经营性现金净流量/营业总收入（%）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中国工程机械市场近年来的亮眼表现主要是受到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和

房地产投资增速保持稳定规模，以及大型矿山生产需求回暖等因素的推动，并

且环保法规升级和监察力度加强也促使旧机更新速度加快。简而言之，中国工

程机械近年来的亮眼表现由城镇化建设所拉动。 

2.2 展望：未来十年景气度有支撑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 30%-75%的提升期，对工程机械需求的

释放能力最强，而后边际效应递减。以日本为例，1955-1979 年，日本城市化

率由 58%提升至 76%，在此期间日本的公共需求占其 GDP 比重快速提升、私

人住宅投资增速也维持在高位，公共需求和房地产投资年均复合增速接近16%，

由此带动日本工程机械国内出货金额年均复合增速高达 19%。1979-2000年，

日本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对公共需求和房地产投资带动效用边际递减，公共

需求和房地产投资年均复合增速降至 5%左右。 

图 14：日本工程机械国内出货金额与公共需求和房地产投资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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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日本城市化建设与公共需求和房地产投资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相较之下，中国城市化率在 2019年仅为 60%，约为日本 1955年水平。据

摩根士丹利于 2019 年 10 月发布的蓝皮书报告《中国城市化 2.0》预测，到

203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 75%。预计未来十年中国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投资

有足够的体量和增速支撑本土工程机械市场总体保持一定的景气度。 

 

图 16：中国城镇化率仅为 60%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2.3 需求结构：环保趋严加速更新，新农村建设是新驱动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
94
9

1
95
1

1
95
3

1
95
5

1
95
7

1
95
9

1
96
1

1
96
3

1
96
5

1
96
7

1
96
9

1
97
1

1
97
3

1
97
5

1
97
7

1
97
9

1
98
1

1
98
3

1
98
5

1
98
7

1
98
9

1
99
1

1
99
3

1
99
5

1
99
7

1
99
9

2
00
1

2
00
3

2
00
5

2
00
7

2
00
9

2
01
1

2
01
3

2
01
5

2
01
7

2
01
9

中国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口径，%）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
95
5

1
95
7

1
95
9

1
96
1

1
96
3

1
96
5

1
96
7

1
96
9

1
97
1

1
97
3

1
97
5

1
97
7

1
97
9

1
98
1

1
98
3

1
98
5

1
98
7

1
98
9

1
99
1

1
99
3

1
99
5

1
99
7

1
99
9

2
00
1

2
00
3

2
00
5

2
00
7

2
00
9

2
01
1

2
01
3

2
01
5

2
01
7

日本城市化率（%）-右轴 公共需求与房地产YOY-右轴

城市化率快速提升，公

共需求与房地产飞速发

展 

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对公共

需求与房地产投资的带动效用

边际递减 

城市化率接近天花板，

公共需求和房地产投资

与城市化建设解耦 



  

 

[Table_Yemei1] 行业研究•深度报告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9/18 

从中短期市场需求结构上看，除传统的房地产、基建和矿山等需求外，环

保政策趋严加速推动的更新需求和新农村建设释放的下沉市场新增需求将成为

未来 3-5 年工程机械市场的新变量。 

环保政策趋严将加速工程机械更新。以挖掘机为例，目前，挖掘机总保有

量约为 127 万辆，可分为国一、国二、国三类型，分别于 2008 年 9 月、2010

年 10 月、2016 年 4 月实施。挖掘机使用寿命为 8-10 年，则基于标准实施的

时间点并结合挖掘机销量数据和存量规模来看，2010 年销量主要为国一机型；

2011-2015 年销量主要为国二机型；2016-2019 年主要为国三机型，即目前国

一、国二、国三挖掘机存量规模分别为 19.6、52.1、55.3 万台。 

目前各省对高排放的定义采取了不同标准：国家阶段标准、排气烟度标准

中的 III类限值。其中对于国家阶段标准，若是规定阶段标准以前的挖掘机均需

要更换，则国二及以前机械需要淘汰更换，更新需求超过 70 万台；对于排气

烟度标准中的 III类限值，若国一机型均无法达标，需淘汰更换；50%国二机型

可以通过改装达标；所有国三机型均可达标，无需替换。由此推算出挖掘机更

新需求超过 45 万台。 

 

图 17：挖掘机内销数量（台）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招商银行研究院 

 

新农村建设成为工程机械市场新驱动。农村市场需求是 2016 年以来工程

机械市场的新增量，以挖掘机为例，2008 年挖掘机下游需求中农村市场占比

仅为 8%，至 2018 年占比已达 29%，其中 2017 和 2018 两年即提升 10 个百

分点，已超过地产并大幅缩小与基建需求的差距。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深入推

进，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土地经营权将向部分农民集中，土地规模将空前

扩大，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大规模的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包括公路扩建、农田建

设以及水利设施建设等，预计新农村建设每年释放挖掘机新增需求超过一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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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挖掘机农村需求占比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广发证券、招商银行研究院 

3 市场格局：国产崛起，头部集中，海外拓土 

3.1 中国品牌格局：国产品牌，乘势崛起 

中国广阔的工程机械市场孕育出了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国内工程机械企业，

在国内形成五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囊括湖南、江苏、山东、广西、福建五地。

2020 年英国 KHL 集团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工程机械销售额 50 强排行榜，榜单

显示，徐工集团、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和柳工集团四家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工程

机械前 20 强。其中徐工集团和三一重工相比上一年度前进 2 名，分列第 4 名

和第 5 名；中联重科排名上升 4 为，进入前十；柳工集团排名第 19 位，与上

年度相同。 

图 19：中国五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商贸网、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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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9 年全球工程机械前 20 强中有 4 家中国企业 

 
资料来源：YellowTable、招商银行研究院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起步晚，近二十年发展迅速。亮丽的销售额体现在市场

份额上是中外品牌市场占有率的此消彼长。以挖掘机为例，近二十年来，国产

品牌市场份额一路上扬，从 10%以下上升到至今的 60%以上，而外资品牌的

市场份额一路下滑，从绝对优势的 90%以上，下降到如今的 40%以下。不仅

挖掘机，在中国市场的主要工程机械品类中，如装载机、推土机、起重机、混

凝土机械等，国产品牌均已占据主导地位。 

 

图 20：近 20 年中外挖掘机品牌市占率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协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序号 公司名称 国别 销售额（亿美元）
1 卡特彼勒 美国 328.82
2 小松制作所 日本 232.98
3 约翰迪尔 美国 112.2
4 徐工集团 中国 111.62
5 三一重工 中国 109.56
6 沃尔沃建筑设备 瑞典 93.81
7 日立建机 日本 89.89
8 利勃海尔 德国 85.65
9 斗山INFRACORE 韩国 66.89
10 中联重科 中国 62.7
11 山特维克 瑞典 59.34
12 JCB 英国 55
13 特雷克斯 美国 43.53
14 安百拓 瑞典 41.81
15 JLG 美国 40.79
16 美卓 芬兰 36.35
17 神钢建机株式会社 日本 33.71
18 久保田 日本 28.66
19 柳工集团 中国 28.2
20 CNH 意大利 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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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主要工程机械品类国内市场份额三甲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协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由于工程机械的生产资料属性，高性价比和稳定的工作时间对客户而言更

为重要。客户的需求映射到企业竞争力上，表现为企业的创新能力、供应链控

制能力和服务能力。创新将使企业摆脱低水平的重复与恶性竞争；供应链控制

能力将使企业创新能力最大化，并增强成本控制能力；服务能力是产品品质的

延伸，工程机械使用的环境情况比较恶劣，用户对产品使用的可靠性、可维护

性的要求非常高。 

图 22：国产品牌凭借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在产品力上与国外品牌处于同一水平 

 
资料来源：广发证券、招商银行研究院 

 

中国国产工程机械品牌的崛起并非仅依靠技术与产品创新，供应链国产化

和服务网络的建设亦助力良多。受限于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前期我国工程机

械零部件大多依赖进口，如发动机、液压零件、电控系统等在国内基本处于空

白。供应链对外高度依赖给主机企业在存货、生产周期和研发协同上带来极大

压力。以恒立液压为代表的国内企业，通过液压领域等工程机械核心产业链的

布局，在性能、成本等方面提升了国产工程机械品牌的竞争能力。此外，国内

龙头企业在服务网络布局上对国外品牌的大幅超越，进一步提升了国产品牌的

竞争力。 

品类 国内第一 国内第二 国内第三

挖掘机 三一重工 徐工 卡特彼勒

装载机 临工 柳工 徐工

推土机 山推 宣工 天津移山

汽车起重机 徐工重型 中联重科 三一重工

履带起重机 徐工机械 三一科技 中联重科

塔式起重机(塔吊) 中联重科 徐工塔机 山东大汉

高空作业平台 浙江鼎力 吉尼Genie 杰尔捷JLG

混凝土搅拌车 三一重工 中集 中联重科

混凝土泵车 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 徐工机械

压路机 徐工机械 柳工 洛阳路通

盾构机 中铁工业 铁建重工 中交天和

产品型号 三一SY485H 卡特349 三一SY225H 卡特320 三一SY155H 卡特313D2L
规格

整机重量（kg） 49500 48100 22800 22000 14100 13300
斗容（M3） 2.2-3.1 2.41 1.1-1.2 1.19 0.65-0.7 0.65

发动机
发动机功率(KW) 300 302 133 117 84 68
发动机排量(L) 15.681 12.5 5.193 7.01 2.999 4.4

性能
行走速度（km/h） 5.4 4.5 5.6 5.7 5.5 5.6
回转速度（rpm） 8 8.44 10.8 11.25 12 12.2
爬坡能力（%） 70 70 70 70 70 70

铲斗挖掘力（KN） 287 271 140 150 103 95
斗杆挖掘力（KN） 245 202 107 107 67 65

大挖 中挖 小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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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发动机、液压件、底盘）主要供应商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表 4：工程机械企业在中国的服务资源（中国企业有更强的服务能力） 

 
资料来源：广发证券、招商银行研究院 

3.2 中国公司格局：头部集中，强者恒强 

除国产品牌份额大幅提升外，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格局的另一特点表现为头

部集中，龙头公司市场占有率提升的特点。以挖掘机为例，自上一轮周期低点

以来，挖掘机四强市占率由 37%逐步提升至 60%；三一重工的市场份额从

2009 年的 7%，提升至 2019 年的 26%。除挖掘机外，工程机械的主要产品起

重机、混凝土机械、装载机和推土机等领域，均出现了市场份额逐步向龙头公

司集中的发展趋势（如汽车起重机 CR3 已达 90%以上），弱势企业的市场份

额不断被压缩。 

 

核心零部件 企业 市场配套情况

康明斯 小松、现代、柳工、老款三一、龙工、玉柴、中联等

五十铃 日立、大宇、斗山、三一、徐工、厦工、山河智能、JCB、住友等

三菱 神钢、老款加藤、三一新机型

卡特 只装备卡特比勒品牌

洋马 较多配套小型挖掘机

斗山 只配套斗山品牌挖掘机

潍柴 山推等

玉柴 少部分国产品牌采用

川崎重工 油缸、泵阀、马达

KYB 油缸、泵阀、马达

不二越 泵阀、马达

YUKEN 油缸、泵阀、马达

博世力士乐 油缸、泵阀、马达

伊顿 油缸、泵阀、马达

派克汉尼汾 油缸、泵阀、马达

萨澳丹佛斯 泵阀、马达

阿托斯 泵阀

恒力液压 油缸、泵阀、马达

艾迪精密 泵阀、马达

底盘

发动机

液压件

进口主要为奔驰、沃尔沃、五十铃、斯堪尼亚等，国产包括一汽解放和中国重汽

服务网点 技术人员 专用服务车 服务承诺

利星行 61 400+ 228

华北利星行 40+ 300+ 100+

信昌机器 70+

易初明通 180+

总计（估测） 200+ 1200+ 700+

三一重工 1700+ 7000+

中联重科 1600+ 3000+ 1500+

徐工机械 5000+ 1500+

卡特彼勒

15分钟响应，2小时到位，24小时
故障解决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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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挖掘机 CR4 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协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龙头企业的经营能力、抗风险能力普遍优于中小企业，市场波动引发的优

胜劣汰成为龙头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的机遇。市场龙头地位与资金实力、

研发能力、服务能力、供应链掌控能力所形成的正向反馈将进一步夯实龙头公

司的领先地位，本轮上行周期龙头公司市占率持续提升证明了以上观点。而展

望未来工业互联网时代，工程机械各细分领域排名前两名公司对于下游客户数

据护城河的构建将进一步压缩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 

图 24：三一重工挖掘机市占率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招商银行研究院 

 

3.3 全球格局：中国企业出海 

展望 203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75%，对工程机械需求的拉动将逐步

减弱。届时中国国内市场中，无论国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亦或工程机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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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规模都将趋近于天花板。从全球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看，海外市场需求规

模为中国国内市场三倍以上，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均有广阔的基建空间；东

南亚、非洲等发展经济体基础设施落后，城市化空间广阔。全球工程机械市场

的核心驱动将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转移，复制海外巨头“本土化—海外布局—全

球化”的发展路径，出海争夺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突破成长

天花板的不二选择。 

图 25：城镇化建设后期对工程机械需求的拉动边际递减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美日等发达国家工程机械产业均经历过这种蜕变。再次以日本为例，1979

年后，日本城市化率进一步提升，但对公共需求和房地产投资带动效用边际递

减，公共需求和房地产投资增速进入下行通道，日本本土工程机械市场进入存

量时代。面对国内需求增长相对乏力局面，日本工程机械企业依靠出口缓解内

需不足的压力。凭借对产业发展趋势的精准判断，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即开

始布局海外市场，并利用供应链优势以及产品品质，成功实现全球化。2003

年日本工程机械出口规模首次超过本土市场，并延续至今，标志着日本工程机

械产业的出口导向模式成功确立。 

图 26：2003 年日本工程机械出口规模超过本土市场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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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来，中国工程机械出口金额提升显著。2017 年工程机械出口金

额累计 201 亿美元，次年工程机械出口累计金额为 253.9 亿美元，同比增速达

到 26%。具体以挖掘机为例，2016-2019 年挖掘机出口量分别为 7327、9672、

19100、26624 台，2019 年挖机出口量达到 2016 年的 3.63 倍。尽管增长迅

速，相较之下，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尚处于全球化布局初期，国内龙头公司无论

是出口规模还是全球市场占有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已初步具备抵御海外市场风险的能力，市场占有率

的增长潜力来自于三个方面。海外市场不断提升的销售额表明，中国企业已经

在适应海外市场不同的竞争环境、风俗文化，以及在一带一路助力下初步具备

抵御海外政治经济风险的能力。持续改善的管理经验、渠道建设和产品力将进

一步提升中国头部企业的海外市场占有率。中国工程机械品牌的崛起是通过与

全球工程机械龙头企业面对面较量拼杀出来的，且经历了完整周期考验，所积

累的经营和管理经验具备极高的含金量；头部各企业均已加大国际化发展力度，

在主要工程机械需求国已建立了相应的研发生产基地和服务网络；国内工程机

械企业产品水平不断提升，产业链趋于完善，产品力已不输国外竞争对手。 

图 27：中国挖掘机出口量（台）增长迅速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28：中国龙头企业出口规模较小（2019）  图 29：中国龙头企业全球市占率较低（2018）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协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协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18.72%

12.58%
8.24%

17.71%

52.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三一 徐工 中联

柳工 卡特彼勒
卡特彼勒

小松

约翰迪尔

日立建机

沃尔沃

徐工集团

三一重工

利勃海尔

斗山机械



  

 

[Table_Yemei1] 行业研究•深度报告 

 

敬请参阅尾页之免责声明 17/18 

图 30：相较于美国、日本，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处于全球化初期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4. 业务建议与风险提示 

4.1 业务建议 

（招商银行各部如需报告原文，请参照文末联系方式联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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