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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行业周报（20210618） 

❖ 川财周观点 

本周 A 股主要指数继续下行，机械行业排名表现一般。我们认为 2021 年一季

度中国经济继续恢复，出口型制造业恢复情况仍维持较好水平，政府主导的各

类大型工程继续加紧推进和开工。部分出口行业业绩修复和订单情况仍然超出

预期，2021年仍重点关注确定性强的传统周期机械、业绩恢复超预期以及十四

五规划继续加强的国产化替代基础件和新能源和半导体专用设备相关标的。 

本周是 2021年 6月第 4周，新能源行业领导者标的本周继续反弹，消费和军

工大市值的各行业领导者标的冲高回落，主要是受其较高的估值水平压制。

我们认为头部企业中期调整趋势继续，但属于抵抗式调整，可能采取退三进

一的方式拉长调整的时间，短期上攻动力不足。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调暂时到位超跌反弹，周期类权益板块顺势超跌反抽，

但品种分化明显，煤炭和石油板块表现最好，有色和能化表现一般。科技板

块整体表现较好，本周以半导体相关表现最优，关注半导体板块的持续性，

交易所对润和软件采取停牌的监管措施，继续注意华为鸿蒙板块的后续持续

性。物联网和 VR板块这两周有所表现但板块整体未超涨，可适当关注。 

短期资金行为不改变中期趋势，投资者应根据资金性质选择合适策略和投资周

期。总得来说，我们认为下周仍然不宜过于亢奋，防守反击策略为主，超涨个

股和板块不宜追涨，继续关注增长与估值匹配，短期没有超涨的股票。基本面

投资，我们还是建议优选那些 20 年业绩超预期，21 年行业景气度持续的子行

业，做中期以上的配置。重点配置基本面良好超跌个股，关注确定性强估值合

理板块。受中美关系局势不明影响，我们认为自主可控投资逻辑关注度值得期

待。我们仍维持继续优选有业绩或增长预期支撑的航天军工板块、新能源（氢

能、核能和锂电池）等相关先进制造板块进口替代逻辑相关标的的投资逻辑，

同时，继续适度持有景气度维持高位及向上的科技板块（半导体、面板和 LED）

标的。 

国产化替代基础件相关标的有：新莱应材、中密控股、应流股份、利君股份、

川润股份、中航电测、中海油服、深冷股份、厚普股份、沪电股份、兴森科技、

恒立液压、通裕重工和上海沪工等。 

❖ 市场表现 

本周上证指数下跌 1.80%，沪深 300下跌 2.34%，中小板综下跌 0.98%，创业板

综下跌 0.12%，中证 1000上涨 0.16%。Wind 三级行业指数机械行业下跌 0.28%，

行业涨幅周排名 16/62，跑赢上证综指 1.52 个百分点。 

Wind 三级行业指数机械行业，周涨幅前五的个股赛腾股份、中微公司、欧科亿、

伊之密和芯源微，涨幅分别为+27.45%、+24.45%、+21.67%、+20.45%和+19.27%。

跌幅前五的个股为星徽股份、天山铝业、鞍重股份、申昊科技和杰克股份，跌



 川财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由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谨请参阅尾页的重要声明 
 

 
2 / 15 

幅分别为-21.35%、-12.30%、-11.87%、-11.19%和-8.82%。 

本周大盘指数小幅下行，机械板块表现较好,涨幅前五的公司涨幅在 15%以上，

跌幅前四的公司跌幅都在-10%以下，行业个股跌多涨少。 

❖ 行业动态 

1. 光伏价格猛涨！引行业关注，发改委发出价格预测预警（全球起重机械网） 

2. 中国连续 11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核电等成体系走出国门（中国核电

信息网） 

3. 345 批公告看 HEV锂电池市场升温（高工锂电） 

4. 氢能乘用车变局：本田放手，捷豹路虎挺进（高工氢电） 

❖ 风险提示 

产业政策推动和执行低于预期，市场风格变化带来机械行业估值中枢下行，成

本上行带来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压力，国外疫情扩散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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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川财观点 

1.1 年度观点 

中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当前的投资关注传统制造周期轮动和行业领导者的估值

溢价、基础件的国产化和先进制造的科技型企业三个逻辑。 

传统制造关注油气设备及服务和 LNG 行业的周期轮动逻辑兑现。建议关注：1.

传统机械设备板块周期轮动的逻辑：传统机械行业主要关注油气设备及服务板

块的第二个阶段机会和 LNG的第一个阶段的机会，重视氢能源事件对两个板块

的催化作用。2.聚焦传统制造行业未来的全球领导者，具备竞争优势的行业领

先企业。3.关注具有成为未来全球行业领导者潜力的细分行业头部企业。相关

标的有：杰瑞股份、中海油服、深冷股份、三一重工、徐工机械、杭氧股份、

郑煤机、浙江鼎力和恒立液压。 

关键和中高端通用机电基础设备以及零部件的国产化是打造未来制造业强国

的核心能力。建议关注 1.核心加工能力企业。2.关键和中高端通用机电基础设

备以及零部件的国产化。相关标的有：应流股份、大族激光、恒立液压、日机

密封、新莱应材、上海沪工和川润股份等。 

新兴制造行业关注未来投资确定空间大赛道好的先进制造子行业，挑选那些创

新驱动的成长企业，积极跟踪和布局具有自主核心优势的科技型企业。建议关

注半导体设备和新能源设备行业。相关标的有：上海电气、日机密封、应流股

份、晶盛机电、捷佳伟创、先导智能、新莱应材、北方华创和中微公司等。 

中国制造未来发展的高端化方向，关注物联网行业和新兴先进制造中的航空

装备制造行业。 

物联网行业从发展阶段来看，当前中国物联网正处于基础设施构建启动的第一

阶段，感知、传输和终端硬件制造是目前产业链投资的重心。投资逻辑上，连

接（感知和传输硬件爆发）先行，终端应用储备和蓄势，传输和平台最为确定。

1.感知层关注传感器和 MCU,传输层关注运营商 NB-IoT 和 5G 无线网络资本开

支对无线设备的拉动，平台和应用层关注行业应用终端和 e-SIM投资机会。相

关标的有：士兰微、歌尔股份、中颖电子、硕贝德、移为通信、日海智能、广

和通、紫光国微、三川智慧和新天科技等。2.物联网的具体行业应用，建议关

注工业互联网和泛在电力物联网板块。工业互联网关注具有先发优势和高市场

渗透率的投资标的，泛在电力物联网优先关注终端硬件、信息化管理和安全相

关领域。相关标的有：宝信软件、用友网络、国电南瑞和岷江水电等。 

航空装备制造行业，关注以航空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主机厂及核心系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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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建议关注：1.航空和卫星主机厂及核心系统供应商，并持续跟踪武器装备

研制交付进程及产能情况。2.军民融合关注军品业务占比较高、市场空间大、

估值较低企业。相关标的有：中直股份、中航沈飞、中航电子、上海沪工和光

威复材等。 

1.2 每周观点 

本周 A股主要指数继续下行，机械行业排名表现一般。我们认为 2021年一季

度中国经济继续恢复，出口型制造业恢复情况仍维持较好水平，政府主导的

各类大型工程继续加紧推进和开工。部分出口行业业绩修复和订单情况仍然

超出预期，2021年仍重点关注确定性强的传统周期机械、业绩恢复超预期以

及十四五规划继续加强的国产化替代基础件和新能源和半导体专用设备相关

标的。 

本周是 2021 年 6月第 4周，新能源行业领导者标的本周继续反弹，消费和军

工大市值的各行业领导者标的冲高回落，主要是受其较高的估值水平压制。

我们认为头部企业中期调整趋势继续，但属于抵抗式调整，可能采取退三进

一的方式拉长调整的时间，短期上攻动力不足。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调暂时到位超跌反弹，周期类权益板块顺势超跌反抽，

但品种分化明显，煤炭和石油板块表现最好，有色和能化表现一般。科技板

块整体表现较好，本周以半导体相关表现最优，关注半导体板块的持续性，

交易所对润和软件采取停牌的监管措施，继续注意华为鸿蒙板块的后续持续

性。物联网和 VR板块这两周有所表现但板块整体未超涨，可适当关注。 

短期资金行为不改变中期趋势，投资者应根据资金性质选择合适策略和投资

周期。总得来说，我们认为下周仍然不宜过于亢奋，防守反击策略为主，超

涨个股和板块不宜追涨，继续关注增长与估值匹配，短期没有超涨的股票。

基本面投资，我们还是建议优选那些 20年业绩超预期，21 年行业景气度持

续的子行业，做中期以上的配置。重点配置基本面良好超跌个股，关注确定

性强估值合理板块。受中美关系局势不明影响，我们认为自主可控投资逻辑

关注度值得期待。我们仍维持继续优选有业绩或增长预期支撑的航天军工板

块、新能源（氢能、核能和锂电池）等相关先进制造板块进口替代逻辑相关

标的的投资逻辑，同时，继续适度持有景气度维持高位及向上的科技板块

（半导体、面板和 LED）标的。 

1.3 相关标的 

国产化替代基础件相关标的有：新莱应材、中密控股、应流股份、利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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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润股份、中航电测、中海油服、深冷股份、厚普股份、沪电股份、兴森科技、

恒立液压、通裕重工和上海沪工等。 

二、 市场表现 

本周上证指数下跌 1.80%，沪深 300 下跌 2.34%，中小板综下跌 0.98%，创业

板综下跌 0.12%，中证 1000上涨 0.16%。Wind三级行业指数机械行业下跌 0.28%，

行业涨幅周排名 16/62，跑赢上证综指 1.52个百分点。 

图 1： 行业本周涨跌幅前二十的行业 

 
传热学 4资料来源：Wind, 川财证券研究所 

 

三、 行业动态 

光伏价格猛涨！引行业关注，发改委发出价格预测预警（全球起重机械网） 

对于近期的硅料价格高幅度拉升，行业企业接连涨价的背景之下，今日，爱旭

股份发布一篇《关于光伏行业热点、难点问题座谈会的汇报材料》的文章，引

发行业关注与热议。 

材料显示，行业现状表面看是市场终端需求与上游硅料产能不匹配，实际上是

部分企业刻意营造多晶硅、硅片严重短缺的假象，助推中间贸易商、产业链各

环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造成的。 

材料中还指出，今年以来多晶硅价格上涨 149%、硅片价格上涨 56%。目前看，

今年全球终端需求难以达到 180GW，硅料供应量可超过 190GW，产业链产能是

匹配的。初步统计，4、5月全产业库存量较一季度末增 加 61.8%、达到 68.6GW，

产成品实际是滞留在产业链内部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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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爱旭称，是由于个别多晶硅厂家觉得价格“月度定价”上涨太慢 ，拿

出少量多晶硅料进行每周邀请部分企业竞标，将最高竞标价作为下周多晶硅的

参考价，周而复始地推升价格快速上涨，引导全球多晶硅及硅片企业的价格上

涨。 

针对目前的现状，爱旭科技董事长陈刚表示，由于上游企业没有平衡好企业和

行业的发展关系，目前全球客户都在大批取消光伏订单，接受不了中国每周调

价，合同无法执行，导致行业整体熄火。但现在还有时间，正视这个问题，让

大家恢复对未来的预期，正常稳定可预期的发展，这是爱旭的出发点。 

据此，国际能源网查找资料，6月 9 日，硅业分会发布一则统计数据，内容显

示，本周国内单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 21.0-22.1 万元/吨，成交均价为 21.68

万元/吨，周环比涨幅为 2.31%;单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20.7-21.9 万元/吨，

成交均价为 21.31万元/吨，周环比涨幅为 2.01%。总体来说，本周多晶硅价格

仍延续涨势运行，但涨幅有所收窄，其中复投料、单晶致密料、单晶菜花料成

交均价涨幅都在 2%-3%。 

不仅如此，多晶硅价格也在涨至 180 元/千克后持续上行，据 SMM 统计，截至

6月 4日，国内多晶复投料价格区间在 212-222元/千克，成交均价为 217元

/千克;国内多晶致密料价格区间在 210-220 元/千克，成交均价为 215 元/千

克;国内多晶菜花料价格区间在 207-217 元/千克，成交均价为 212 元/千克。 

可以说，光伏行业综合价格指数上行，多晶硅、硅片、电池和组件片价格指数

均上行。 

面对行业涨价问题，6月 9日，发改委召开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密切跟踪大宗

商品价格走势，切实做好价格预测预警工作，进一步了解相关市场主体经营情

况，摸排违法违规涨价线索，配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

规范价格行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与此同时，6月 9日，光伏行业热点难点问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参会代表普

遍认为，光伏行业作为一个整体，上下游企业应加强沟通与协作，多换位思考，

共同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企业应立足长远，有所担当，为“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电池厂商对于光伏上游涨价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希望个别多晶硅厂家将产品

售价恢复到 4月 24日之前(月度议价)区间;第二，建议国家能源局将保障性并

网规模延期 1年。第三，建议多晶硅厂家停止现在的“周议价”模式，让电池 

厂商的商务活动正常进行。 

爱旭科技董事长陈刚也表示，光伏产业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放任下去会造成产

业雪崩，他相信产业未来和政府治理能力以及产业自身恢复能力，对下半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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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仍然看好。 

中国连续 11 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核电等成体系走出国门（中国核电信

息网）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

业化历程，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制造业大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重大

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要坚定不移把

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2012 年至 202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

16.98 万亿元增长到 26.59 万亿元，连续 11 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极大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更稳固 

走进秦皇岛玻璃博物馆展厅，一份 1921 年签署的合同引人注目。“这是与比

利时合资兴建玻璃工厂的合同。”讲解员介绍，合同签署后第三年，秦皇岛耀

华玻璃厂投产，从此开启了中国玻璃产业发展之路。 

弹指一挥间，2020年，我国平板玻璃产量达 94572.3万重量箱，约占世界总产

量 58%。福耀玻璃更是以 25%的市场占有率稳稳占据全球汽车玻璃市场前列。 

小小玻璃行业见证着我国制造业百年间的巨大变化。 

制造业生产突飞猛进，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我国工业增加值 1952 年为 120 亿

元，1978年达到 1621亿元，1992年突破 1万亿元大关，2007 年突破 10万亿

元大关，2012 年突破 20万亿元大关，2018年突破 30万亿元大关，2020年达

到 31.3万亿元。 

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

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 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

666个小类。2020年，我国已有 220 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2020 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达 179326亿元，连

续 12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2020年，我国有 133 家企业进

入世界 500 强榜单，比 2012年增加 54家。高铁、核电、4G/5G 等成体系走出

国门，“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持续攀升。 

重点领域创新取得新突破 

5月底，中信重工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紧张地装配调试。“预计 6月下旬这

个‘大家伙’就能完成整机调试正式下线，到时候地下工程施工就如虎添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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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矿研院副院长崔郎郎兴奋地介绍，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用于城市

竖井全机械法施工的包络成形竖井掘进机。下线后，相较传统工法，可提升施

工效率超 100%，降低施工成本约 50%。 

竖井掘进机的成功研发是我国加速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一个缩影。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天眼”探空、“神舟”飞天、

“墨子”传信、“天问”登火、大飞机首飞，万米载人深潜器、极地破冰科考

船相继建成交付……一件件大国重器横空出世，一批批重大装备实现突破，在

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 

制造业重点领域创新成果接连涌现的背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的

不断增强。 

研发实力不断提升。从 2012年到 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支出总额由

0.72 万亿元增长到 1.4 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

从 13.7%提高到 34.2%。2016 年至 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增长 27.7%，研发投入强度由 0.94%提高至 1.32%。 

研发成果日益丰硕。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121.8万件，

比 2012 年增长近 3.4 倍，制造业每亿元营业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 1.24

件。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专利申请量继续领跑全

球。 

产业结构优化迈出新步伐 

走进长安汽车两江工厂焊装车间，数百个机器人灵活地旋转、搬运、组装、焊

接，畅销车型 UNI-K的白车身随着传送带被送往下一道工序。“我们为 UNI-K

推出了线上下单服务，不管是车型配置、车身外观还是车内配饰，都可以通过

网络实现个性化定制。”长安汽车两江工厂总经理范正文说。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定制的需求，离不开长安汽车与数字化、智能化的深度“牵

手”。作为中国汽车行业首家“国家智能制造示范企业”，两江工厂冲压、焊

接、涂装等环节的智能化程度已达到 90%以上，可以轻松实现柔性制造、订单

生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动信息

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深入开展智能制造，引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迈出新步伐。

工信部统计显示，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数字化设备联网率分别从 2015 年的 42.9%、45.4%和 37.3%提高到 2020年

的 49.9%、52.1%和 43.5%。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提前两年完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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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时期钢铁行业去产能 1.5亿吨目标。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

制造业加速壮大，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制造业平均增速，

其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 2015 年的 11.8%、31.8%上升到

2020年的 15.1%、33.7%。 

截至 2020年底，我国已建成 17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183 家省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到 2025年，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增至 40家左右；2021年，制造业

强链补链也在加速推进……进入新发展阶段，制造强国建设正大步迈上新台阶。 

345 批公告看 HEV 锂电池市场升温（高工锂电） 

HEV车型申报升温，开启电池企业新机会。 

在近期发布的 345批公告中，包括东风、长城、宝能、一汽丰田等主机厂申报

了多款 HEV 车型。 

其中，东风汽车申报了 3款 HEV车型日产轩逸 e-POWER，搭载锂离子电池，电

芯企业未标注，由东风汽车负责动力总成。 

不过，在 2020 年 6 月 19 日，日产汽车宣布与欣旺达联合开发适用于日产 e-

POWER智充电动技术车型的下一代车载电池。而此次日产轩逸 e-POWER进入公

告，其 HEV 电芯极有可能就来自欣旺达。 

此外，宝能汽车也申报了一款 HEV 车型，搭载了聚创新能源生产的三元电池；

东风汽车申报的 HEV车型亦炫 MAX搭载捷威动力生产的三元电池；一汽丰田申

报的两款 HEV 车型 RAV4则搭载了新中源丰田生产的三元电池。 

一个明显的趋势是，HEV 市场正在快速升温，HEV 锂电池市场边界拓宽，从而

给动力电池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 

通过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发布的《中国 HEV&48V节能乘用车月度销量数据

库》统计显示，2021 年 1-4 月国内 HEV 节能乘用车销量合计约为 15.9 万辆，

同比增长 114.9%。 

按月份销量表现来看，除 2月份因春节原因销量较低之外，其余三个月均保持

在 4万辆以上，整个 HEV节能乘用车市场销量处于稳步增长中。 

在 HEV车型市场，广汽本田、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东风本田等合资车企占据

主要市场份额，但中国主机厂也开始在 HEV市场发力，预计后期还将有更多主

机厂进入 HEV 市场。 

在 HEV锂电池配套市场，除了外资电池企业之外，宁德时代、蜂巢能源、比亚

迪、聚创新能源、欣旺达、捷威动力等国内动力电池企业也开始发力。 

而 HEV车型市场的进一步升温，有望带动 HEV锂电池市场需要大幅增长，从而

给在 HEV电池领域布局的电池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机会。 



川财证券研究报告 

本报告由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谨请参阅尾页的重要声明 
 12/15 

氢能乘用车变局：本田放手，捷豹路虎挺进（高工氢电）  

6 月 15 日，本田对外表示，将于今年停止燃料电池车型 Clarity 的生产，这

是该公司削减销量不佳车型计划的一部分。   

此外，本田还决定停产其高端汽油车型 Legend 和豪华运动型多用途车奥德赛

（Odyssey）。通过重新调整其全球制造业务，本田将专注于电动汽车的生产

和开发，从而实现其到 2040年时只销售零排放汽车的目标。   

本田于 2016 年首次推出了燃料电池汽车 Clarity，但是由于价格相对较高，

且加氢站数量较少，抑制了市场对该车型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Clarity的

销量只有大约 1900余辆。2018年，本田推出了插电式混合动力版的 Clarity，

该车型也将随燃料电池版一起停产。   

几乎在本田对外宣布放弃燃料电池乘用车市场的同一时间，捷豹路虎做出了进

军该市场的决定。   

6 月 15 日，捷豹路虎对外表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测试基于路虎卫士

（Defender）的氢燃料电池原型车，以扩充其零排放车型阵营。   

捷豹路虎方面认为，氢燃料电池可提供更高能量密度和快速补能，并在低温下

将航程损失降至最低，使该技术成为大型车辆或在炎热、寒冷环境中运行车辆

的理想选择。   

事实上，在捷豹路虎做此决定之前，其已经开始了氢能领域的布局。   

2020年 8月，捷豹路虎对外宣布成立一项氢能源研究项目，内部名称为“宙斯

计划”，重点在于以现有车型为主，开发氢能源动力系统，最早捷豹路虎计划

将氢动力技术应用于下一代揽胜极光。捷豹路虎的“宙斯计划”还获得了英国

政府 73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4.61 亿元）的资助。如今捷豹路虎的氢燃料电

池车型虽然与当初计划有变，但仍然践行了氢能策略。   

一方退出，另一方加入，本田和捷豹路虎的选择为何会截然不同？   

业内分析认为，这是不同车企结合自身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做出的抉择。对

于氢能在汽车应用上的可行性问题，全球范围内的隔空交锋一直都存在。“氢”

向最为明显的现代、丰田等日韩车企都在大力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并成为该领

域的先行者，二者是当前在燃料电池乘用车领域销量过万的车企。   

本田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时间几乎与丰田同步，但从市场推广的数量来看，

本田却被丰田远远抛在身后，市场策略的不清晰让本田错失了发展的先机。   

对于捷豹路虎来说，发展氢燃料电池汽车是适应欧洲市场碳排放政策的需要，

也符合其打造新能源汽车领域品牌形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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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捷豹路虎一边高举全面电气化的旗帜，一边在消费领域遭受重重打

击。传统燃油车领域在路虎卫士之后，不再有令人心动的产品出现，大肆投入

的全面电气化转型还没看到希望。因此，发力氢能源有可能成为它再一次站上

全球动力技术制高点、再次掌握行业竞争话语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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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动态 

Wind 三级行业指数机械行业，周涨幅前五的个股赛腾股份、中微公司、欧科

亿、伊之密和芯源微，涨幅分别为+27.45%、+24.45%、+21.67%、+20.45%和

+19.27%。跌幅前五的个股为星徽股份、天山铝业、鞍重股份、申昊科技和杰

克股份，跌幅分别为-21.35%、-12.30%、-11.87%、-11.19%和-8.82%。 

本周大盘指数小幅下行，机械板块表现较好,涨幅前五的公司涨幅在 15%以上，

跌幅前四的公司跌幅都在-10%以下，行业个股跌多涨少。 

图 2： 机械行业个股涨跌幅前十 

 

资料来源：Wind,川财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 

机械设备行业属于中游行业，经济发展不及预期，将使行业产品需求下降； 

产业政策推动和执行低于预期； 

市场风格变化带来机械行业估值中枢下行； 

成本向下游转移程度低于预期，带来的盈利能力持续下降。

编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1 603283.SH 赛腾股份 27.45% 300464.SZ 星徽股份 -21.35%

2 688012.SH 中微公司 24.45% 002532.SZ 天山铝业 -12.30%

3 688308.SH 欧科亿 21.67% 002667.SZ 鞍重股份 -11.87%

4 300415.SZ 伊之密 20.45% 300853.SZ 申昊科技 -11.19%

5 688037.SH 芯源微 19.27% 603337.SH 杰克股份 -8.82%

6 601038.SH 一拖股份 14.99% 600172.SH 黄河旋风 -8.72%

7 300619.SZ 金银河 14.75% 300371.SZ 汇中股份 -8.69%

8 300391.SZ 康跃科技 14.52% 300345.SZ 华民股份 -8.59%

9 002833.SZ 弘亚数控 14.47% 600421.SH ST华嵘 -8.56%

10 300354.SZ 东华测试 14.19% 300483.SZ 首华燃气 -8.40%

涨幅 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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