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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锂电池设备行业分析 
——机械设备 

 

投资摘要： 

行情回顾：申万机械本周上涨 1.76%，位列 28 个一级子行业第 14 位；PE

（TTM）29.25 倍；PB（LF）2.8 倍。 

 

每周一谈：动力锂电池设备行业分析 

国内锂电池装机量约占全球的一半 

根据统计，2019 年全球动力锂电池装机量为 117GWh，其中国内装机量为

62GWh，约占全球总装机量的 53%；2020 年全球动力锂电池装机量为

137GWh，其中国内装机量为 64GWh，约占全球总装机量的 47%。 

国内动力锂电池厂商市场主要局限在国内 

2020 年全球动力锂电池装机总量中，国内厂商的锂电池装机量之和约占全

球装机量的 36.5%。以宁德时代为例，宁德时代 2020 年动力锂电池装机

量为 34GWh，居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榜首，其国内市场份额为 50%，全

球市场份额为 24.82%。所以，其市场份额几乎全部来源于国内市场。 

国产锂电设备厂商销售收入以国内为主 

而锂电设备需要根据锂电池厂商的工艺进行定制化生产，锂电设备厂商与

锂电池厂商的黏性强。受制于此，国内锂电设备厂商的市场也以国内市场

为主。 

从各国内锂电设备厂商的收入结构可以看出，除杭可科技外，其余锂电设备

厂商的海外收入占比都不高。说明，国内锂电设备厂商的市场主要在国内，

海外市场还未完全打开。 

国产锂电池设备行业发展之路 

  目前国内锂电池专用设备行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基本涵盖锂电池制造的所

有环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进口替代。而国外市场锂电设备提供商则

以日、韩、美为主。 

  虽然国内锂电厂商海外业务收入占总营收比例还不高，但海外业务收入已呈

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开始逐步承接海外设备业务 

  目前看国内的锂电池生产商及锂电设备生产商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并且，国内锂电池生产商已经开始向海外市场拓展，若锂电设备生产商能借

此机会切入国际市场，则能再上一个台阶，进一步拓宽市场，成为国际领先

的锂电设备提供商。 

 

投资策略：通用设备、能源设备、工程机械等行业位于近年景气高位，相关领

域设备采购理论需求空间较大。 

重点标的：三一重工、恒立液压、先导智能、亚威股份、中密控股、纽威股份、

晶盛机电、捷佳伟创、中联重科等。 

风险提示：制造业景气度下滑；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汇率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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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动力锂电池设备行业分析 

1.1 国内锂电池装机量约占全球的一半 

根据统计，2019年全球动力锂电池装机量为117GWh，其中国内装机量为62GWh，

约占全球总装机量的 53%；2020 年全球动力锂电池装机量为 137GWh，其中国内

装机量为 64GWh，约占全球总装机量的 47%。 

图1：国内动力锂电池装机量及占比 

 
资料来源：SNE Research、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申港证券研究所 

1.2 国内动力锂电池厂商市场主要局限在国内 

根据韩国分析机构SNE Research发布的2020年全球动力电池市场最新统计数据，

全球动力锂电池装机总量中，国内厂商的锂电池装机量之和约占全球装机量的

36.5%。以宁德时代为例，宁德时代 2020 年动力锂电池装机量为 34GWh，居全球

动力电池装机量榜首，其国内市场份额为 50%，全球市场份额为 24.82%。所以，

其市场份额几乎全部来源于国内市场。 

图2：全球动力锂电池厂商装机量（GWh） 

 

资料来源：SNE Research、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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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国内动力锂电池厂商市场份额（2020 年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申港证券研究所 

而锂电设备需要根据锂电池厂商的工艺进行定制化生产，锂电设备厂商与锂电池厂

商的黏性强。受制于此，国内锂电设备厂商的市场也以国内市场为主。 

1.3 国产锂电设备厂商销售收入以国内为主 

动力锂电池的生产工艺可分为前、中、后三段： 

1） 前道工艺主要包括搅拌、涂布、烘干、锻压和分切，这段工艺是为了制备正负

极极片； 

2） 中道工艺主要包括叠片、卷绕和电芯组装，这段工艺是为了装配电池电芯。 

3） 后道工艺主要包括化成和分容，这段工艺是为了给予电池一定的电流，使电池

正负极活性物质被激发，并通过充放电测试，将电池按照容量进行分类。  

图4：动力锂电池生产工艺及对应设备 

 

资料来源：先导智能公司官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为了分析国内锂电设备厂商销售收入的地区分布，我们选取了几家比较典型的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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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厂商进行分析，分别是先导智能（全道设备提供商）、赢合科技（全道设备提供

商）、杭可科技（后道设备提供商）、星云股份（前道设备提供商）、科恒股份（前、

中道设备提供商）和金银河（前道设备提供商）。 

从各国内锂电设备厂商的收入结构可以看出，除杭可科技外，其余锂电设备厂商的

海外收入占比都不高。说明，国内锂电设备厂商的市场主要在国内，海外市场还未

完全打开。 

表1：国内锂电设备厂商收入结构（2019 年数据） 

序号 厂商名称 国内收入占比 海外收入占比 

1 先导智能 93.67% 6.33% 

2 赢合科技 100% - 

3 杭可科技 75.41% 24.59% 

4 星云股份 97.64% 2.36% 

5 科恒股份 97.91% 2.01% 

6 金银河 96.83% 3.17%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1.4 国产锂电池设备行业发展之路 

我国锂电池的产业化始于 1997 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1997-2002 年，这一阶段国内几乎没有专业锂电设备制造商，锂电设备主要依

赖进口。进口设备虽然自动化程度较高、稳定性较好，但价格昂贵、操作系统

复杂、售后服务不便利。 

2） 2002-2006 年，随着手机、数码产品、笔记本电脑、电动玩具、军工等领域大

量采用锂电池作为电源，国内锂电池产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新的应用领域对锂

电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锂电池生产企业逐步放弃原有的手工为主的生产

模式，改为采用半自动化、自动化生产装备。电池装备制造业也随之发展壮大。  

3） 2007 年以来，国内锂电池产业在政府的新能源政策支持下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

阶段，国内一些锂电设备制造厂商抓住契机，在充分借鉴国外锂电装备制造技

术的基础上，率先转向全自动化控制、可实现大规模稳定生产的锂电池装备研

发与制造，使国产锂电池装备向国际水平发展。 

图5：国内锂电设备厂商的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金银河招股说明书、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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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锂电池专用设备行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基本涵盖锂电池制造的所有环节，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进口替代。而国外市场锂电设备提供商则以日、韩、美为

主，如表 2 所示。 

虽然国内锂电厂商海外业务收入占总营收比例还不高，但海外业务收入已呈逐年递

增趋势，说明开始逐步承接海外设备业务： 

1） 先导智能海外业务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 185%； 

2） 杭可科技海外业务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 177% 

3） 璞泰来海外业务年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183% 

4） 星云股份海外业务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 314% 

 

图6：先导智能海外业务收入  图7：杭可科技海外业务收入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8：璞泰来海外业务收入  图9：星云股份海外业务收入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目前看国内的锂电池生产商及锂电设备生产商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并且，

国内锂电池生产商已经开始向海外市场拓展，若锂电设备生产商能借此机会切入国

际市场，则能再上一个台阶，进一步拓宽市场，成为国际领先的锂电设备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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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国内外主要锂电设备提供商 

序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简介 

 国内 

1 先导智能 无锡 国内第一大锂电设备生产商，最初以薄膜电容器设备起家，后通过薄膜电容

设备的技术延伸开发出锂电设备，目前公司已实现前、中、后全道工艺设备

全覆盖。  

2 赢合科技 深圳 公司早期从圆柱锂电池卷绕机不断扩展，逐步覆盖涂布机、分条机、模切机、

叠片机等前段及中段设备。 

3 杭可科技 杭州 公司在充放电机、内阻测试仪等后处理系统核心设备的研发、生产方面拥有

核心技术和能力，并能提供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后处理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公

司为宁德时代、比亚迪、国轩高科、韩国三星、韩国 LG、日本村田等国内外

锂电池生产商的设备供应商。 

4 璞泰来 上海 公司主营业务聚焦于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及自动化工艺设备领域。公司相关

业务互动发展并产生初步的协同效应，形成了以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自动

化涂布机、隔膜涂覆加工、铝塑包装膜、纳米氧化铝等业务的全面延伸。 

5 星云股份 福州 公司研发并生产提供锂电池组检测设备、锂电池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燃料

电池测试、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储能智能变流器及充电桩，公司主营业务集

中在锂电池检测和 pack 环节 

6 科恒股份 江门 公司从稀土发光材料起家，2016 年收购前段涂布设备领先企业浩能，切入

锂电设备领域。2018 年内相继收购后段设备商誉辰自动化（组装和测试设

备）和中段设备商诚捷智能（电解电容领域卷绕机），实现了相对全面的锂电

设备多环节布局。 

 国外 

7 Koem 韩国 Koem 公司成立于 1987 年，在开发推出电容器卷绕机以后，经过 25 年时

间的积累，开发了锂离子 2 次电池卷绕机、超级电容器卷绕机、超薄电容器

卷绕机以及组装机等，并向 30 多个本国企业和 20 多个外国企业供应这些

设备。 

8 PNT 韩国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韩国最负盛名的生产涂布机、辊压机、分条机、卷绕

机的公司。PNT 专业从事研发制造锂电池及隔膜的涂布设备、各种光学涂布

设备,及电解铜箔设备,主要客户包括三星 SDI、LG 化学、LGE、SKInnovation、

以及 CheilInd 等知名企业。此外,公司产品也远销中国、美国、日本、台湾、

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9 CIS 韩国 CIS 成立于 2002 年的韩国公司。其主营业务为生产、销售锂离子电池制造

设备、燃料电池制造设备、太阳能电池制造设备以及显示器制造设备。CIS 公

司是锂电设备的集大成者,生产从极片制作、电池单元(电芯)制作和电池组装

各个工段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并且在技术上具备一定的优势。 

10 皆藤制作所 日本 创立于 1959 年，以绕卷机的开发、制造与销售为主，同时生产其他电池、电

容器、电气双重层电容的生产设备，主要产品有锂离子电池绕卷机、电气双

重层用卷绕机、锂离子电容用卷绕机、电解电容器用卷绕机、金属薄膜电容

器用卷绕机、金属锂离子电池用卷绕机。 

11 日本平野 日本 日本平野创立于 1935 年,主要从事制造和销售涂布相关设备和化学相关设

备。产品包括光学功能膜涂布生产线、柔性线路板涂布生产线、电池极片涂

布设备、无纺布制造设备等,是中国锂离子电池进口涂布设备的主要供应商之

一。 

12 CKD 日本 日本 CKD 公司成立于 1943 年,主要生产的产品有自动机械设备、驱动设备、

气动控制设备、气动相关设备、流体控制设备等。CKD 将多年积累的伺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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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国家/地区 简介 

制技术与高性能空气元件、凸轮技术相融合,开放出了高性能的卷绕设备，充

分保证了电池的品质和安全。 

13 浅田 日本 日本浅田铁工株式会社创立于 1905 年,长期从事搅拌、分散、粉碎机械的研

发生产,其中公司的搅拌设备包括剪式搅拌器和搅拌揉捏机。经过长期积累,

日本前田在搅拌设备行业具有一定竞争力,成为国内主要锂电设备进口商之

一。 

14 AV(Aero Vironment Inc.) 美国 AV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佛尼亚州，是锂电池检测系统行业的知名外国企业。 

15 Arbin(Arbin Instruments 

Inc.) 

美国 Arbin 是一家对储能装置（电池、超电容、燃料电池）检测设备、检测技术进

行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综合性企业，主要研发、 生产电池和储能设备

测试系统。 

16 Digatron(Digatron 

Industrie-Elek tronik 

GmbH) 

德国 公司总部位于德国亚琛市， 是国际领先的电池检测系统和化成系统的开发生

产厂商之一，主要研发、生产各类电池检测系统，同时也为其他种类的电能

存储设备如燃料电池、超级电容器提供高动态测试和负载模拟系统。 

资料来源：星云股份，金银河，先导智能招股说明书、公司官网、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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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 

2.1 本周观点 

 从资本性支出扩张角度来看，通用设备、能源设备、工程机械等行业位于近年景

气高位，相关领域设备采购理论需求空间较大。 

 

2.2 周涨跌幅 

申万一级子行业涨跌幅： 

 本周申万一级子行业上涨 19 个，下跌 9 个。其中，涨幅居前一级子行业为电气

设备，周涨幅为 6.71%；跌幅居前一级子行业为商业贸易，周跌幅为 3.05%。机

械设备行业周涨跌幅为 1.76%，位列 28 个一级子行业第 14 位。 

 本年申万一级子行业上涨 15 个，下跌 13 个。其中，涨幅居前一级子行业为钢铁，

年涨幅分别为 30%；涨幅落后一级子行业为国防军工，年跌幅分别为 19%。机械

设备行业年涨跌幅为 0.66%，位列 28 个一级子行业第 15 位。 

 本周申万机械设备行业 PE（TTM）为 29.25 倍，近三年均值为 28.78 倍；PB

（LF）为 2.8 倍，近三年均值为 2.17 倍。 

 

图10：申万一级子行业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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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申万一级子行业年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2：申万机械设备近三年 PE（TTM）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3：申万机械设备近三年 PB（LF）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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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跟踪 

3.1 大宗商品 

 

图14：PPI  图15：钢材（板材）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6：秦皇岛动力煤（Q5500）价格（元/吨）  图17：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格（美元/桶）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PE，申港证券研究所 

3.2 对外贸易 

 

图18：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  图19：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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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制造业景气度 

 

图20：PMI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1：PMI：生产  图22：PMI：新订单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3：PMI：原材料库存  图24：PMI：从业人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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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固定资产投资 

 

图25：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图26：国家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铁路总公司，申港证券研究所 

 

3.5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图27：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8：房屋新开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  图29：房屋竣工面积累计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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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子行业跟踪 

 

图30：工业机器人产量累计同比增速（%）  图31：工业机器人产量单月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32：我国挖掘机当月销量（台）  图33：我国起重机当月销量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34：我国金属切削机床产量累计同比增速（%）  图35：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当月值（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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