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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智能制造升级迫在眉睫，工控系统软硬件是重中之重。当前制造业正在由自动化为代表的工业3.0向智能化为代表的工业4.0迈进，在人口老龄化，用工成本上升的趋势下，

为了维护我国制造业支柱地位，智能制造升级是必然方向。以PLC、DCS、SCADA为代表的工控系统软硬件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虽然国外厂商仍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但国产替代已经开启。国家和各地方智能制造政策不断出台，推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工控系统主要由PLC、DCS、SCADA构成。PLC是工控系统的重要基础， PLC、DCS与SCADA系统三者有融合的趋势。工业控制系统涵盖了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 SCADA ）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PLC通常作为重要的底层控制部件应用在SCADA和DCS系统中，用于实现工业设备的具体操作

与工艺控制。而SCADA侧重于各子系统数据监测，DCS则主要应用于流程工业，侧重于分散控制，也兼具了SCADA的功能。同时，随着工控自动化技术的进步，三者正

呈现融合与集成的趋势。

 中国工控系统市场外资唱主角，国产替代空间较大。2020年中国PLC硬件市场规模约112亿人民币，中国PLC市场外资市占率近九成，主要以欧美系的西门子、罗克韦尔，

以及日系的三菱、欧姆龙为主。目前本土品牌主要以提供小型PLC产品为主，大中型PLC基本被国外垄断，国产PLC替代空间极大。DCS市场2019年国内规模为87.4亿元，

本土品牌主要以中控技术、和利时为主，外资品牌主要以艾默生、霍尼韦尔、西门子为主，市场份额正逐步被中控技术等国内厂商取代。2020年中国SCADA市场规模约

124亿，目前国产品牌占比超60%，外资品牌主要以艾默生、ABB、霍尼韦尔等为主，但由于SCADA系统多数为电力与石油系统内企业自供，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

 重点推荐宝信软件和中控技术。大型PLC市场中外商垄断99%市场，宝信历经十年研发，于2021年7月26日推出直面冶金高端装备工艺需求的大型PLC产品。产品性能指

标已经可以媲美欧美厂商高端产品，且已在冶金行业多个高要求场景中应用，宝武集团对控制系统投资总量有望达到200亿，市场空间巨大，宝信力争3-5年进入国内冶金

行业PLC第一阵营。中控技术是DCS市场龙头，在石化与化工领域优势显著；2020年市场份额提升至28.5%，连续十年以上保持第一。中控技术与万华化学等战略合作，

致力于打造智能制造标杆项目，引领流程工业智能制造转型。

 风险提示：工业软件推广不及预期；国产替代缓慢；行业竞争加剧；工业4.0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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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控制类系统主要包括PLC、DCS和SCADA三大类

 工业控制系统（ ICS，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 ）是各式各样控制系统类型的总称，是由各种自动化控制组件以及对实时数据进行采集、监测的过程控制

组件，共同构成的确保工业基础设施自动化运行、过程控制与监控的业务流程管控系统。

 工业软件分为嵌入式软件（工业通信、汽车电子等）、研发设计类（CAX、PLM等）、生产制造类（MES、DCS等）、信息管理类(ERP、CRM等)。而生产

制造类软件主要包括：生产控制类（ PLC/DCS/SCADA ）和制造执行类 （ MES ）。

 工业控制系统涵盖了多种类型的控制系统，包括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 SCADA ）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在ISA-95企业

管理系统与控制系统集成的五层系统中，PLC属于Level 1，而DCS属于Level 1 和Level 2，而SCADA则属于Level 2 。

图 1：PLC/DCS/SCADA之间的定位

资料来源：CSDN、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2：ISA-95标准制造架构

资料来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名称 层级定位 定义 系统/产品划分

SCADA 调度管理层
数据采集和监控

系统
系统

DCS 厂站管理层 集散控制系统 系统

PLC 现场设备层 可编程控制器 设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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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工控系统中的重要底层控制部件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一种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集合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数字运算操作电子

系统，在其内部存储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的指令，通过数字式或模拟式的输入输出来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设备或生产过程，

可以将控制指令随时载入内存进行储存与执行。用户编制的控制程序表达了生产过程的工艺要求，将其存入PLC的用户程序存储器，运行时按存储程序的内容

逐条执行，以完成工艺流程要求的操作。

 PLC于上世纪60 年代末研制出应用于汽车制造业，PLC是从摸仿原继电器控制原理发展起来的，70年代的PLC只有开关量逻辑控制，所以被命名为可编程逻辑

控制器。PLC具有适用范围广、可靠性高、编程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PLC主要由CPU结构、存储器、I/O单元、电源模块、外部设备接口等部分组成。

图 3：PLC的产品结构

资料来源：CSDN、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4：西门子大型PLC产品S7-400系列

资料来源：西门子、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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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小型、中型和大型PLC简介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PLC：工控系统中的重要底层控制部件（续）
 PLC主要用于六大场景：（1）开关量控制；（2）模拟量控制；（3）运动控制；（4）数据采集；（5）信号监控；（6）联网和通讯

 PLC的种类可以根据I/O 点数和结构形式进行划分：

 按照 I/O 点数进行分类，PLC 可以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三类；

 按照结构形式分类，PLC 又可以分为整体式、模块式和叠装式三类。

PLC

类型
I/O 点数

存储
容量

特点 应用场景

小型
PLC

256 点
以下

4KB 以
下

体积小、价格低、功
能相对单一

适合于单台设备的控制

中型
PLC

256 -

2048 点
2-8KB

具有较强的通信功能
和模拟量处理能力

可应用于相对复杂的逻辑
控制系统以及连续生产过

程的控制系统中

大型
PLC

2048 点
以上

8-16KB

功能最广泛而强大，
且具有较强的网络结
构和通信联网能力

主要应用于大型生产设备
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中

图 6：整体式、模块式与叠装式PLC简介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PLC类型 定义 特点 适用场景

整体式
PLC

将电源、存储器、CPU、
I/O 接口等组成单元集成
于一个机箱内的 PLC

具有体积小、集成程度高、
结构紧凑、价格较低等特

点

小型PLC一般
采用的是整
体式结构

模块式
PLC

将电源、CPU、I/O接口
等组成单元以模块的形
式组合而成的PLC

装配较为方便、便于维护、
可扩展性较强，可根据实
际需要组装成不同规模的
系统，配置模块式结构具

有一定的灵活性

模块式结构
在大、中型

PLC中应用较
多

叠装式
PLC

由 CPU、电源、I/O 接口
等组成单元以模块式结
构的形式，但安装不用
基板，仅用电缆进行单
元间联接，且各单元可

以一层层地叠装

既能够保证PLC 结构灵活
配置的特点，又能保持其

结构的紧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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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是流程工业控制系统的核心

 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集散控制系统） 是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采用分散控制、集中显示、分而自治、综合协调的设计原则的新一代仪表控制

系统。DCS采用集中监控的方式协调本地控制器以执行整个生产过程，将各个分站进行数据交流和整合，完成满足客户需求的控制。

 DCS是流程工业控制系统的核心，它采用控制分散、管理集中的设计思想，采用多层分级、合作自治的结构形式，主要应用于基于物理和化学变化生产、加

工过程属于连续系统的流程工业领域。DCS由输入输出模块、通信模块、控制器和人机界面组成，用于实现对生产过程的数据采集、控制和监视功能。

 DCS主要由三站一线组成：工程师站、操作员站、现场控制站、系统网络。工程师站对DCS进行离线的配置、组态工作和在线的系统监督、控制、维护的网

络接点。操作员站处理一切与运行操作有关的人机界面功能的网络节点。现场控制站是DCS的核心，对现场I/O处理并实现直接数字控制（DDC）功能的网络

节点。系统网络是连接系统各个站的桥梁，由于DCS是由各种不同功能的站组成的，这些站之间必须实现有效的数据传输，以实现系统总体的功能。

图 7：DCS系统的内部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工控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8：中控技术ECS-700型号DCS系统

资料来源：中控技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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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DA：重点在于数据采集与监控处理

 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监测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实时分布式系统，可对现

场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和监控，并为安全生产、调度、管理、优化和故障诊断提供依据。SCADA系统的设计用来收集现场信息，将这些信息传输

到计算机系统，并且用图像或文本的形式显示这些信息。

 SCADA系统重点突出数据采集和监控处理。SCADA系统集成了数据采集系统、数据传输系统和HMI软件，以提供集中的监视和控制，以便进行过程的

输入和输出。可以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燃气、铁路等领域的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以及过程控制等诸多领域。

 SCADA系统主要由监控中心、通讯系统和数据采集系统三部分组成。上位机与下位机由通讯系统连接，上位机定位监控中心，主要负责监控，下

位机主要由PLC、RTU、现场仪表、现场人机界面等组成 ，主要负责控制。

图 9：SCADA系统硬件架构

资料来源：Logrhythm、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0：ABB的Micro SCADA X SYS600C产品

资料来源：ABB、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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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对比：PLC/DCS/SCADA

 DCS与SCADA是一种控制“系统”，PLC只是一种控制“装置” 。在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的结构中，PLC作为重要的底层控制部件，通常应用在

SCADA和DCS系统中，用于实现工业设备的具体操作与工艺控制，PLC控制系统重要的基础。

 DCS与SCADA 侧重点不同。SCADA侧重于各子系统数据监测，SCADA主要用于控制点分散，比如天然气的长输管道、电力调度系统等等。 DCS侧重于

分散控制，也兼具了SCADA的功能。基本上，在一些生产企业会包含3种系统，SCADA作为生产管理级上位监控，DCS实现复杂控制，而PLC实现单机及

简单控制。

图 11：PLC/DCS/SCADA三者间的对比

资料来源：CSDN、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PLC系统 DCS系统 SCADA系统

重要特点
逻辑控制功能强，用于数字量、开关量的控

制
利用局域网对控制回路进行集中监视和分散
控制,用于连续变量、多回路的复杂控制

利用远程通信技术将地理位置分散的远程测
控站点进行集中监控

地理范围 地理位置集中
地理位置集中（如工厂或以工厂为中心的区

域）
地理位置高度分散

应用领域 工业自动化（如生产线等）
过程控制行业（如发电、炼油、食品和化工

等）

远程监控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电力
电网、轨道交通运输系统（含铁路运输系统

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通用技术 局域网技术 局域网技术
广域网、广播、卫星和电话或电话网等远程

通信技术

规模大小 / 控制回路复杂，测控点数多 大规模系统，现场站点多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工控系统：PLC/DCS/SCADA01

目录

竞争格局：国产替代空间显著03

重点公司：宝信软件、中控技术04

市场空间：工控自动化市场快速增长0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PLC之市场：中国市场规模约112亿元

 2020年全球PLC市场规模约123亿美元。根据ReportLinker数据预测，2020年全球PLC市场为123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169亿美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4.6%

 2020年中国PLC市场规模约112亿人民币。根据头豹研究院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PLC市场规模约112亿元，预计到2023年讲达到160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12.6%。

 大中型PLC主要用于项目型市场，小型PLC应用于OEM市场。国内大中型PLC主要应用于项目型市场，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

和网络通信能力要求比较高，如汽车、冶金、电力、化工、建材等； 小型PLC主要应用于OEM市场，如纺织机械、包装机械、起重机械、

食品机械等器械设备

图 12：2014-2023年中国PLC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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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国内大中型PLC的应用场景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工控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4：国内小型PLC的应用场景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工控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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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市场空间：中国市场规模近90亿元，化工为第一大场景

 2020年全球DCS市场规模约169亿美元。根据ReportLinker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DCS市场规模约为169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全球DCS市场规模将达到

215亿美元，年复合增速约为3.5%。

 2020年中国DCS市场规模约87亿人民币。根据睿工业数据，2019年度国内DCS市场规模为87.4亿元，同比增长7.2%。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项目建

设有所延缓，预计DCS市场或将出现下滑。但随着工业复制化持续提升，DCS的运用将逐步开始向高端、大型、联合控制和注重后续维护的方向发展，预

计DCS市场仍会保持5-6%的平均年增长率。

 DCS应用行业众多，化工、石化和电力是最大领域。从下游应用行业来看，化工、石化和电力三大行业占据80.7%的市场。2019年化工行业依然为第一大

市场，规模达到32.3亿元，同比增长17.4%；石化行业规模达到17亿元，同比增长14.3%；电力行业规模为21.3亿元，同比下降4.6%。

图 15：2016-2022年中国DCS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睿工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6：中国DCS系统下游各行业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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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DA市场空间：中国市场规模近100亿，电力与市政为主要场景

 2021年全球SCADA市场规模约90亿美元。根据ISA数据预测，2021年全球SCADA市场规模为92亿美元，预计到2026年将达到132亿美元，年复合年增长率

7.6%增长。

 2020年中国SCADA市场规模约124亿。根据头豹研究院数据，中国SCADA市场规模从2014年的77.1亿元稳步上升至2018年的100.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6.8%，未来随着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信息化逐渐带动工业化，SCADA应用普及度将继续提升，预计未来五年，中国SCADA行业的发展增速将提

升至12.0%，到2023年，中国 SCADA行业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76.6亿元。

 前三大应用场景为电力、市政与石油天然气。从应用占比来看，电力行业式SCADA系统应用占比最大的领域，占比达到30.5%，其次是市政、石油天然气，

分别占比 25.3%、16.6%。

图 17：2014-2023年中国SCADA市场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18：中国SCADA系统下游各行业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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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竞争格局：外资品牌占比接近九成

 中国PLC市场主要由外资品牌主导，外资品牌占比89%：

 欧美品牌主要以西门子、罗克韦尔、施耐德、GE 为代表。西门子在中国市场占而有率44%，占据领先的市场地位，其大型、 中型、小型PLC产品的可

靠性、稳定性等性能较为良好，在大型、中型PLC市场中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罗克韦尔排名第四，市占率为5%，但是其在大型PLC产品是绝对的龙头；

 日韩品牌主要以三菱、欧姆龙、LG为代表。主要依靠较高的性价比和渠道优势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其中以三菱和欧姆龙为代表的日本 PLC 在小型控

制系统等细分领域中应用较多；

 本土品牌市占率仅11%，主要以信捷电气、汇川技术、麦格米特、和利时为代表，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目前本土品牌主要以提供小型 PLC 产品为主。

图 19：2020年中国PLC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普华有策、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20：不同品牌在中国PLC市场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睿工业、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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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019年国内DCS化工行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中控技术招股书、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22：2019年国内DCS化工行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中控技术招股书、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DCS竞争格局：中控技术市占率近三成，位列行业第一

 本土品牌：以中控技术、和利时为主，市场份额分别分别占比27%与15%；

 外资品牌：主要以欧美系的艾默生、霍尼韦尔、西门子、 ABB，和日系品牌横河电机为主，市场份额分别占比16%、10%、6%、7%、6%；

 化工领域主要以中控技术、和利时、霍尼韦尔、横河电机为主；电力领域主要以ABB、艾默生、和利时、西门子为主；石化领域主要以中控技术、霍尼韦尔、

艾默生、横河电机为主。

图 21：2019年中国DCS市场竞争格局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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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DA竞争格局：本土品牌市占率六成，仍有国产替代空间

 本土品牌：主要有力控科技、亚控科技、紫金桥软件等。国产品牌行业

应用占比60％左右，在市政、石油、基础设施等应用领域形成了相对稳

定成熟的市场；

 外资品牌：主要有艾默生、ABB、霍尼韦尔等。外资品牌市占率40％，

在电子半导体、轨道交通、烟草、食品饮料、水处理等行业应用广泛。

图 24：中国SCADA市场格局

资料来源：OFweek、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25：中国SCADA市场的主要玩家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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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ABB SCADAvantage是一款面向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新型云
解决方案，提供了标准的自动化工作流程控制方法，可对
企业日常运营进行优化。该款系统使用高性能的实时关系
数据库管理系统来增强数据的完整性和数据检索功能，涵
盖了各种不同大小的系统类型，企业可根据业务的发展状况
而对系统进行扩展

艾默生

2019年，艾默生收购了位于卡尔加里的Zedi软件和自动化业
务，包括其基于云的监控和数据采集SCADA平台。基于云
的监控、控制和优化能力将进一步帮助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
提高产量和降低运营成本

霍尼韦尔
2017年，霍尼韦尔推出基于云的SCADA项目的产品Experion 

Elevate，通过持续的生命周期操作提高了业务灵活性并提高
了实施效率

本土
品牌

力控科技
力控eForceCon SCADA系统调度平台软件V5.0在调度控制中
心和区域控制站通过SCADA系统可完成对系统的监控和运
行管理，各工艺站场可实现无人职守

亚控科技

Kingview组态王是亚控科技率先在中国推出的工业组态软件
产品，集成了对亚控科技自主研发的工业实时数据库
KingHistorian的支持，可为企业提供一个对整个生产流程进
行数据汇总、分析及管理的有效平台，使企业能够及时有效
地获取信息，及时地做出反应，以获得最优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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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之一：宝信软件——钢铁行业MES龙头，进军PLC正当时

 宝信软件是钢铁行业的MES龙头。宝信软件始于1978年宝钢股份的自动化部，以钢铁行业信息化和自动化业务起家，其中MES系统在钢铁市场占有率超过

50%，广泛应用于铁区、炼钢、热轧、中厚板、棒线、型钢、冷轧、钢管及特钢等钢铁全产线全流程，并逐步扩展到化工、医药等领域。公司凭借以MES为

核心的产品战略，成功跃升为工业互联网第一梯队。

 宝信正式推出xIn³Plat工业互联网平台。2020年12月，中国宝武及宝信软件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核心——xIn³Plat平台正式推出。宝信软件早在2015年就成

立了工业4.0项目部，xIn³Plat平台标志着我国钢铁行业数智化体系变革迈出重要一步。2020年12月，宝钢股份大数据中心正式投运，是钢铁行业首家。大数

据中心以“云―边―端”为架构的智慧制造基础设施，将通过3年左右实现信息化架构的优化演变，打破“信息孤岛”，打造应用互联的数字生态，带动传统

钢铁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因此，宝信软件在以宝武为首的钢铁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图 26：制造业企业典型数字化架构

资料来源：宝信软件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27：宝信软件营业收入与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28：宝信软件归母净利润与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39.6

47.8
54.7

68.5

95.2

18.6

1%

21%

15%

25%

39%

43%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2020A 2021Q1

营业收入 同比增速

3.36
4.25

6.69

8.79

13.01

3.96

7%

27%

57%

100%

48% 44%

0%

50%

100%

150%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2020A 2021Q1

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速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及其项下所有内容

宝信软件发布大型PLC，十年研发填补国内空缺

 宝信发布自主研发的工业控制系统的核心部件——大型PLC。宝信软件历经10年研发，于2021年7月26日发布面向冶金高端装备工艺需求的大型PLC产品。在

大型PLC市场中，外商垄断约99%的市场；宝信大型PLC志在打破这一局面，相关产品从2016年开始不断验证，目前已在冶金行业最高控制要求的多机架连

轧机及高速处理线机组中得到成功验证。以TMEIC热轧产线为例，PLC控制系统造价在1亿以上；宝钢集团控制系统投资总量有望达到200亿元，市场空间巨

大。宝信力争3-5年进入国内冶金行业PLC第一阵营。

 宝信PLC性能指标优异，与华为等联合完成全球首个广域云化PLC试验。宝信PLC性能指标已经可以媲美欧美厂商高端产品，例如，针对连轧机的高速控制需

要，系统支持多达6个处理单元并行计算，单指令执行时间小于1纳秒，最快扫描周期低至200微秒；凭借对主流工业现场总线和工业实时以太网协议的广泛支

持，以及对下一代标准接口OPC-UA的深度集成，宝信PLC相比外资厂商也具有更好的兼容性和扩展性。在2021年6月，宝信软件联合华为、紫金山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完成了全球首个广域云化PLC技术试验，成功实现跨城市的高精度工业控制。

图 29：宝信PLC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宝信软件、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30：宝信PLC应用案例

资料来源：宝信软件、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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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中控技术营业收入与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重点公司之二：中控技术——国产DCS龙头，化工与石化场景地位显
著
 中控技术是流程工业智能制造领域领军企业。公司以集散控制系统（DCS）为业务起点，多元拓展下，已经发展为集DCS、仪表、工业软件为一体的工业

3.0+4.0智能制造厂商。2016年至今，公司以以数字化方式进行拓展，持续研发数据库软件、先进控制软件、MES等工业软件，帮助客户实现智能制造转型。随

着制造业持续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升级，公司有望在工业软件领域进一步拓展。

 公司DCS和SIS是公司的核心产品。在DCS领域，公司已连续10年蝉联国内DCS市场整体占有率第一名，份额从2011年的13%提升至2020年的28.5%。而在SIS

领域，公司2019年在中国SIS市场占有率为22.4%，排名第二。核心工业软件产品先进过程控制软件（APC ）国内市场占有率 27%，排名第一。

 以流程工业来看，中控依然是最适合落实智能制造的推动者。今年公司与杜邦可持续解决方案签署战略合作，在咨询端更早介入智造方案；5月与万华化学签署

智能制造战略合作，有望打造标杆项目。随着各地强政策激励，工业界不断加大制造领域信息化投入，中控智能制造有望持续受益。

图 31：中控技术的智能制造产品及解决方案体系架构

资料来源：中控技术、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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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中控技术归母净利润与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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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公司之三：汇川技术——工控行业龙头，专注于中小型PLC

 汇川技术作为工控行业的龙呕吐，布局五大业务板块。公司专注于“信息层、控制层、驱动层、执行层、传感层”核心技术。经过18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五大

业务板块：通用自动化、电梯电气大配套、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 轨道交通。 2020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15.11亿元，同比增长55.76%，归母净利润21亿元，

同比增长120.62%。

 汇川凭借多年的工控设备经验沉淀，目前已全面覆盖了中小型PLC市场。PLC是设备自动化领域的工业大脑，公司自2007年便布局研发PLC产品，经过十余年的

工控设备经验沉淀，目前公司已经全面覆盖中小型PLC市场。

 汇川PLC业务高速增长，过去十年的年均复合增速超过30%。公司2020年PLC业务收入5.88亿元，同比增长94.7%，公司的PLC业务收入从2011年的0.42亿元提

升到2020年的5.88亿元，年复合增速达30.2%。

图 34：汇川技术的AM600系列中型PLC

资料来源：汇川技术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 35：汇川技术PLC业务的收入与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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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信捷电气PLC业务的收入与增速（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重点公司之四：信捷电气——深耕PLC行业二十载

 公司作为工控自动化领域的长期参与者，深耕PLC市场多年。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中小型PLC、人机界面、伺服系统、步进系统、变频器以及机器视觉等，主要

以经销方式提供给下游OEM厂商，涉及行业广泛，主要包括3C、包装机械、数控机床、玻璃机械、木工机械、纺织机械等。

 公司在国产PLC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公司的PLC具有稳定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功能模块多，易编程，具有现场总线技术等技术特点和优势，主要PLC产品包括

XD/XC系列小型PLC、XL系列薄型卡片式PLC、XG系列中型PLC，公司已处于国内小型PLC市场的本土第一名，市占率接近5%，国产替代空间依旧显著。

 公司的PLC业务过去十年的年均复合增速约20%。公司的PLC业务2020年实现收入4.90亿元，同比增长65.5%，公司的PLC业务从2011年的0.8亿元提升到2020

年4.90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到19.8%

图 36：信捷电气的XS3系列中型PLC

资料来源：信捷电气官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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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工业软件推广不及预期，市场增长放缓；

 高端产品技术突破难度大，国产替代进展缓慢；

 工控系统产业竞争加剧；

 工业4.0发展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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