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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行业周报 
美国新能源车刺激政策不断加码，动力电池厂
商大幅扩产锂电设备迎发展机遇 
 

本周观点 
 本周新股关注：华大九天——国内领先的一站式 EDA服务提供商。公司自 2009年成立以来，

一直聚焦于 EDA工具的开发、销售及相关服务业务，目前是唯一能够提供模拟电路设计全
流程 EDA 工具系统的本土企业，近年来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公司产品种类丰富，产品实力
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客户已覆盖业内主流 IC产业链企业，包括 K1（某客户）、上海华虹、
京东方、中国电子、清华大学、惠科股份、兆芯集成、TCL 科技等。全球 EDA 市场规模数
十亿美元被三大国际巨头垄断，国产 EDA工具替代空间广阔，华大九天将引领 EDA国产化
进程。 

 半导体设备：清洗设备龙头盛美半导体 Q2盈利剧增并上调全年收入指引，设备交付期延后
维持设备急需态势。盛美半导体 8月 6日发布 2021Q2财报，显示 Q2营业收入为 0.54亿美元，
同比上涨 37.94%；Q2归母净利润为 0.07亿美元，同比增长 8207.41%，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盛美单季度发货额环比增长 10.8%，并上调 2021 全年收入指引，表明其设备订单火爆及二
季度获得大量订单实现交付。同时，盛美本周公布适用于 3D NAND、DRAM和先进逻辑制造
的边缘湿法刻蚀设备，增量业务将助推公司加速成长。目前因零部件短缺导致设备交付期
延长，叠加粤芯二期、中芯绍兴等晶圆厂扩产项目实施，半导体设备仍将持续受益，后续
订单收入确认对业绩的积极影响可期。推荐中微公司、北方华创、华峰测控、精测电子、
芯源微、长川科技、万业企业，建议关注晶盛机电、ACM Research等。 

 工程机械：7月淡季挖掘机国内市场销量持续低迷，海外市场销量保持高增长。根据中国工
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7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挖掘机 17345 台，
同比下降 9.2%；其中国内 12329台，同比下降 24.1%；出口 5016台，同比增长 75.6%。2021
年 1-7月，共销售挖掘机 241178台，同比增长 27.2%；其中国内 206029台，同比增长 19.7%；
出口 35149 台，同比增长 102.1%。我们认为近期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为销售旺季的前移预
支了二季度的需求，以及政策影响下的新项目开工低迷。下半年或迎来专项债发债高峰，
叠加海外需求的不断复苏，预计全年行业销量有望实现 20%的增长。推荐中联重科、三一
重工、徐工机械、恒立液压、浙江鼎力，建议关注建设机械、柳工等。 

 光伏设备：上半年光伏投资创新高，异质结产业化持续推进。根据彭博社新能源财经（BNEF）
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追踪报告》，2021 年上半年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和公司的新投资总
额为 174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8%，其中太阳能项目投资增至创纪录的 789亿美元，
同比增长 9%。根据光伏前沿微信公众号，欧昊集团“高效异质结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在
酒泉正式开工，未来将力争三年内建成 3GW以上的异质结光伏电站。异质结凭借其在良率、
成本、效率上的优势，受到各个电池片厂商的高度关注，产业化进程不断提速。建议关注
在 HJT上布局领先、技术占优的核心设备厂商。推荐迈为股份、捷佳伟创。 

 油服设备：原油供需关系维持紧张，市场需求依然强劲。7 月 28 日最新 EIA 原油库存降幅
超预期，实际公布减少 408.90 万桶，预期增加 206.8 万桶，前值增加 210.7万桶，表明目前
虽受到疫情反复影响，但原油需求依然旺盛。美国航空公司敦促其飞行员尽一切可能节省
燃油，以应对原油供应紧张带来的挑战。随着各国的交通运输逐渐恢复，对于燃料的需求，
尤其是原油的需求逐渐增加，油服设备将长期受益。建议关注杰瑞股份、中海油服。 

 泛自动化：工业机器人产量创单月新高，行业高景气度延续。当前行业景气度高，机器人、
机床、激光等细分子行业均出现供不应求、订单高企等现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 6 月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 36383台，同比增长 60.7%，2021 年 1-6月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
173630台，同比增长 69.8%。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等其它产品同样取得不同的增长。
后疫情时代机器换人和国产替代的进程明显加快，未来随着制造业高景气度的延续，国内
自动化相关企业规模有望迎来快速增长，建议关注泛自动化行业各细分龙头埃斯顿、绿的
谐波、拓斯达、汇川技术、信捷电气等。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美国新能源车刺激政策不断加码，电池厂加速产能扩张。2021年 8月 5
日，白宫确认，拜登将签署一项行政令将 2030年新车销量中的零排放汽车比例设定为 50%，
包括电池车、插电混动车和燃料电池车。根据 Marklines 的数据，2020 年美国新能源汽车销
量仅为 33.3万辆，渗透率 2.2%，低于同期中国和欧洲市场，若达到本次行政令的目标到 2030
年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到 50%，则新能源车销量有望达到 900 万辆，2020-2030 年
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 39%，增长空间巨大。在新能源车市场持续景气的背景下，锂电池厂
商纷纷加速产能扩张以应对市场的快速发展，近日，亿纬锂能与赣锋锂业公告电池扩产项
目，其中亿纬锂能拟在荆门投资新建年产 30GWh 动力储能电池项目，赣锋锂业拟投资 84
亿元新建 15GWh产能。电池厂商的加速扩产布局下，锂电设备行业将充分受益。推荐先导
智能、杭可科技，建议关注先惠技术。 

推荐组合 

 重点推荐组合：中微公司、北方华创、万业企业、华峰测控、精测电子、长川科技、芯源

微，中联重科、三一重工、恒立液压，先导智能、杭可科技，迈为股份、捷佳伟创； 

 建议关注标的：杰瑞股份、浙江鼎力、至纯科技、建设机械、柳工、赢合科技、汇川技术、

信捷电气、埃斯顿、绿的谐波、埃夫特、中信博、先惠技术等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疫情影响超预期；基建和地产投资不及预期；制造业投资不及预期；政策不达

预期；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放缓、价格竞争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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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股关注 

机械相关新股情况 

图表 1. 近两个月内机械行业相关新股情况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发行日期 上市日期 所属行业（新证监会） 主营业务 

已上市 

688789.SH 宏华数科 2021-06-29 2021-07-08 专用设备制造业 数码喷印技术研发、数码喷印设备生产与销售 

688305.SH 科德数控 2021-06-30 2021-07-09 通用设备制造业 
从事高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及其关键功能部件、

高档数控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688501.SH 青达环保 2021-07-07 2021-07-16 专用设备制造业 

致力于节能降耗、环保减排设备的设计、制造和

销售，为电力、热力、化工、冶金、垃圾处理等

领域的客户提供炉渣节能环保处理系统、烟气节

能环保处理系统和清洁能源消纳系统解决方案。 

688800.SH 瑞可达 2021-07-12 2021-07-16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从事连接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301029.SZ 怡合达 2021-07-12 2021-07-16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业从事自动化零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提供

FA工厂自动化零部件一站式供应。 

301032.SZ 新柴股份 2021-07-13 2021-07-19 通用设备制造业 
非道路用柴油发动机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 

301028.SZ 东亚机械 2021-07-08 2021-07-20 通用设备制造业 
以压缩机主机自主设计、生产为核心,进行空气压

缩机整机研发、生产与销售。 

605365.SH 立达信 2021-07-08 2021-07-2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从事 LED照明产品、智能家居和智慧建筑等物联

网领域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301030.SZ 仕净科技 2021-07-13 2021-07-20 专用设备制造业 
制程污染防控设备、末端污染治理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688071.SH 华依科技 2021-07-19 2021-07-29 专用设备制造业 
汽车动力总成智能测试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

销售及提供相关测试服务。 

688511.SH 天微电子 2021-07-20 2021-07-3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高速自动灭火抑爆系统、高能航空点火放电器件、

高精度熔断器件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688385.SH 复旦微电 2021-07-23 2021-08-0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开发、测试，并

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未上市 

300994.SZ 久祺股份 2021-07-29 未上市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自行车整车及其零部件和相关衍生产品的设计,研

发,生产和销售。 

301048.SZ 金鹰重工 2021-08-09 未上市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轨道工程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维修业务。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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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九天：国内领先的一站式 EDA服务提供商 

唯一能够提供模拟电路设计全流程 EDA 工具系统的本土企业，近年来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公司自 2009

年成立以来，一直聚焦于 EDA工具的开发、销售及相关服务业务。目前公司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

产品线最完整、综合技术实力最强的本土 EDA 企业。公司 2020年占国内 EDA 市场约 6%的市场份额，

成为国内市场第四大 EDA 企业且居本土 EDA 企业首位，在本土 EDA企业份额中占比保持 50%以上。

2018-2020年营业收入为 1.5亿元、2.6亿元和 4.1亿元，2019年和 2020年的同比增长为 70.59%和 61.26%。 

产品种类丰富，客户已覆盖业内主流 IC产业链企业。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模拟电路设计全流程 EDA工

具系统、数字电路设计 EDA工具、平板显示电路设计全流程 EDA工具系统和晶圆制造 EDA工具等 EDA

软件产品，并围绕相关领域提供包含晶圆制造工程服务在内的各类技术开发服务。根据招股说明书，

目前公司的 EDA软件和技术开发服务广泛应用于 K1（某客户）、上海华虹、京东方、中国电子、清

华大学、惠科股份、兆芯集成、TCL科技等行业内领先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企业和学术机构，2018-2020

年前五大客户收入贡献占比分别为 53.98%、54.48%、50.07%。其中 K1为公司常年最大客户，2018-2020

年占收入占比 15.63%、37.59%和 32.48%，2020年的第二、三大客户为上海华虹(5.96%)与京东方(4.10%)。 

国际三巨头垄断全球 EDA市场规模数十亿美元，国产 EDA工具替代空间广阔。EDA已成为集成电路

设计师必须掌握和使用的工具，客户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芯片设计公司，而是转变成横跨不同产业的

系统供应商，具备 AI 特性的 EDA 工具可以解决传统 EDA的效率瓶颈问题。根据赛迪智库数据，2020

年全球 EDA市场规模 72.3亿美元，同比增长 11%；EDA 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全球 EDA 行业主要由

楷登电子、新思科技和 Mentor垄断。 我国 2020 年 EDA 行业迎来持续良好增长，全年行业总销售额

约为 66.2亿元，同比增长 19.9%，但我国自主 EDA工具企业在本土市场营业收入约为 7.6 亿元，同比

增幅 65.2%，EDA国产化率 11.5%，Synopsys、Cadence、Mentor 国际三巨头合计占 76%，Ansys市占率

为 5%、Keysight Eesof 市占率为 3.3%。 

 

图表 2.华大九天营业收入情况  图表 3.华大九天业务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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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图表 4.华大九天净利润情况  图表 5.华大九天盈利能力 

4851.94
5715.77

10355.87

17.8

81.1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2018 2019 2020

归母净利润（万元) 同比（%）：右轴

 

 
91.41

87.68 87.33

32.18

22.22 24.9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8 2019 2020

销售毛利率(%) 销售净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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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行业数据跟踪 

工程机械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7月纳入统计的 25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挖掘机 17345台，

同比下降 9.2%；其中国内 12329台，同比下降 24.1%；出口 5016台，同比增长 75.6%。2021年 1-7月，

共销售挖掘机 241178台，同比增长 27.2%；其中国内 206029台，同比增长 19.7%；出口 35149台，同

比增长 102.1%。 

 

图表 6.挖掘机月销量情况（台）  图表 7.挖掘机年销量情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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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银证券 

 

半导体设备 

近期，费城半导体指数维持高位，自 2020年 3 月 21日以来累计上涨超 140%，彰显半导体产业的高

景气度；2021年 6月，北美半导体销售额 36.7亿美元，同比增加 58.4%。 

 

图表 8.费城半导体指数  图表 9.北美半导体设备出货额（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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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锂电设备 

新能源汽车销量：据中汽协统计，2021年 6月全国新能源车销量 2.17万台，同比增长 139.9%，渗透

率达到 12.7%；1-6月累计销量 120.6万辆，增长 201.5%，渗透率达到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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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辆）  图表 11.新能源车销量渗透率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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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汽协，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中汽协，中银证券 

 

动力电池装机量：2021年 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 11.1GWh，同比增长 136.2%，环比增加 13.8%，保

持快速增长。全年累计装车量 52.5GWh，同比增长 200.3%；按动力电池厂商来看，6 月宁德时代

（5.44GWh）、比亚迪（1.73GWh）和 LG化学（0.80GWh）的装车量排名前三。 

 

图表 12.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GWh）  图表 13.全球各企业动力电池装机量（G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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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万得，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中银证券  资料来源：EV SALES，汽车纵横，第一电动汽车网，中银证券 

 

光伏设备 

光伏产业链价格跟踪： 

1）硅料价格： 随着一线龙头硅片厂开始逐步恢复采购，硅料的询单与买气本周明显回暖，原先缓跌的

走势转趋稳定，本周主流成交价格落在每公斤 195-206 元人民币之间，均价约落在 202 元人民币上下。

尽管一线硅片厂家本月仍维持低开工率运行，但在整体硅料买气回温的情况下，预期月中至月底整体硅

料价格将较为稳定。八月份检修并未有太大影响。 

2）硅片价格：目前两大单晶硅片龙头厂依然维持较低的开工率、价格也持稳，但厂家普遍预期月底

终端需求可能逐渐回温，届时相对较低的硅片供应量下可能出现 M6、M10硅片的结构性短缺，因此

龙头厂以外的部分硅片厂家开始酝酿涨势，目前市场已有少量 M6硅片订单成交价出现小幅上扬，但

市场均价大多仍维持在上周水平。后续是否出现整体的价格上涨必须观察实际电池片、组件需求的

拉动情况而定。多晶方面，先前由于市场悲观氛围超跌至每片 1.7元人民币以下，但由于印度出现短

暂没有惩罚性关税的期间，终端多晶需求略有回温，本周国内成交价延续上周的涨势，来到每片 1.8

元人民币上下。海外价格则因为先前略高于人民币价格，所以目前仍较平稳，未出现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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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池片价格：本周新单尚未全数落地，基本单晶电池片价格与上周变化不大。166 规格主流效率

均价每瓦 0.97-0.98元人民币，182/210大尺寸电池片均价暂落在每瓦 0.98-1元人民币的水位。展望 Q3

需求逐渐回升，8月新单电池片厂家酝酿涨价、部分厂家报价预期调涨每瓦 1-2分钱人民币。基于 166

硅片供应紧张、且电池片产出量相对以往缩减，当前估算每月电池厂能供 166产量略有紧张的局势，

后续价格走势有机会小幅度调整。而 182 规格主要因应需求提升、主要采购厂家采购量在 8 月有所

好转，182 电池片供应稍有不足，电池片厂家报价上看每瓦 1-1.02 元人民币。8 月 210 采购量提升幅

度相对较缓，电池片价格走势随硅片价格定价策略而定。 

4）组件价格：随着电池片价格预期调涨、部分辅材料价格也有上涨趋势，二线厂家若以先前较低的

价格交货较为困难、因此 8月低价区段的订单价格开始稍有回调每瓦 2-3分人民币，然而当前一线垂

直整合大厂价格变化并不明显，整体均价维持上周。主流厂家单玻 166 组件价格大多仍落在每瓦

1.74-1.77元人民币之间。500W以上的单玻组件价格持平、大多仍落在每瓦 1.75-1.8元人民币之间。 

（信息来源：PVInfoLink） 

 

图表 14. 光伏产业链价格变化情况 

产品种类 2021/7/7 2021/7/14 2021/7/21 2021/7/28 2021/8/4 涨跌幅(%) 

硅料 

多晶用（美元/kg） - - - - - - 

单晶用（美元/kg） 27.3 27.3 26.4 26.3 26.3 - 

菜花料（元/kg） - - - - - - 

致密料（元/kg） 206 206 205 203 202 -0.5 

硅片 

多晶-金刚线（美元/片） 0.331 0.275 0.250 0.250 0.250 - 

多晶-金刚线（元/片） 1.900 1.750 1.700 1.750 1.800 2.9 

单晶-158.75mm（美元/片） 0.648 0.648 0.648 0.648 0.648 - 

单晶-158.75mm（元/片） 4.620 4.620 4.620 4.620 4.620 - 

单晶-166mm（美元/片） 0.662 0.662 0.662 0.635 0.635 - 

单晶-166mm（元/片） 4.720 4.720 4.540 4.540 4.540 - 

单晶-182mm（美元/片） 0.811 0.811 0.811 0.811 0.811 - 

单晶-182mm（元/片） 5.930 5.930 5.800 5.800 5.800 - 

单晶-210mm（美元/片） 1.050 1.050 1.050 1.050 1.050 - 

单晶-210mm（元/片） 7.610 7.610 7.610 7.610 7.610 - 

电池片 

多晶-金刚线-18.7%（美元/W） 0.099 0.095 0.095 0.095 0.097 2.1 

多晶-金刚线-18.7%（元/W） 0.728 0.696 0.696 0.696 0.707 1.6 

单晶 PERC-158.75mm/22.4%+（美元/W） 0.148 0.146 0.146 0.146 0.146 - 

单晶 PERC-158.75mm/22.4%+（元/W） 1.070 1.070 1.070 1.070 1.070 - 

单晶 PERC-166mm/22.4%+（美元/W） 0.138 0.137 0.134 0.134 0.134 - 

单晶 PERC-166mm/22.4%+（元/W） 1.000 0.980 0.970 0.970 0.970 - 

单晶 PERC-182mm/22.4%+（美元/W） 0.140 0.137 0.137 0.137 0.136 -0.7 

单晶 PERC-182mm/22.4%+（元/W） 1.000 1.000 0.990 0.990 0.990 - 

单晶 PERC-210mm/22.4%+（美元/W） 0.140 0.137 0.137 0.137 0.136 -0.7 

单晶 PERC-210mm/22.4%+（元/W） 1.000 0.990 0.990 0.990 0.990 - 

组件 

多晶 275-280/330-335W（美元/W） 0.213 0.213 0.213 0.213 0.213 - 

多晶 275-280/330-335W（元/W） 1.550 1.550 1.550 1.550 1.550 - 

单晶 PERC325-335/395-405W（美元/W） 0.227 0.227 0.227 0.227 0.227 - 

单晶 PERC325-335/395-405W（元/W） 1.710 1.710 1.710 1.710 1.710 - 

单晶 PERC355-365/430-440W（美元/W） 0.240 0.240 0.240 0.240 0.240 - 

单晶 PERC355-365/430-440W（元/W） 1.750 1.750 1.740 1.740 1.740 - 

单晶 PERC355-365/430-440W现货（美元/W） 0.245 0.245 0.245 0.245 0.240 -2.0 

182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美元/W） 0.248 0.248 0.248 0.248 0.245 -1.2 

182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元/W） 1.770 1.770 1.770 1.770 1.770 - 

210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美元/W） 0.248 0.248 0.248 0.248 0.245 -1.2 

210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元/W） 1.770 1.770 1.770 1.770 1.770 - 

资料来源：PVInfoLink，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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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需求：据中电联统计，2021年 6月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3.1GW，同比下降 22.5%，1-6月累计光伏新

增装机 13.01GW，国内光伏需求持续旺盛。 

 

图表 15. 光伏月度新增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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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电联，中银证券 

 

自动化设备 

自动化行业景气度延续，机器人、机床、激光等细分子行业均出现供不应求、订单高企等现象。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 6月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 36383台，同比增长 60.7%，创单月历史新高，

2021年 1-6月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 173630台，同比增长 69.8%。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等其它

产品同样取得不同的增长，进一步验证行业的高景气度。 

 

图表 16.国内工业机器人月产量及增速  图表 17.国内金属切削及成形机床月销量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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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信息汇总 

工程机械 

【三一重工】三一重工今年首次对混凝土机械提价 

三一重工日前召开“中德匠心 智胜未来——三一国六混凝土机械成套设备暨 S 系列泵车上市发布

会”，正式发布 S系列 62米、65米旗舰泵车等 45款“国六”混凝土成套新品。三一重工副总经理、

泵送营销公司总经理陈静在发布会上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日前三一重工已对泵车、搅拌车、车

载泵等“国六”系列产品在“国五”基础上适当涨价，涨幅在 5%-10%不等。这也是三一重工今年首

次对混凝土机械进行提价。 

（资料来源：中证网） 

【艾迪精密】拟发行不超 10亿元可转债，项目年产能预计 8.8万台 

艾迪精密近日发布公告，发布了 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10 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55070.15 万元用于闭式系统高压柱塞泵和马达建设项目，

22497 万元用于工程机械用电控多路阀建设项目，22432.85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达产后本项目将

实现年产闭式系统高压柱塞泵和马达共计 8.8万台的生产能力。 

（资料来源：万得） 

 

半导体设备 

【中芯国际】未来北京与深圳新扩建 12吋线产能将较北京当前产能翻倍 

8月 6日，中芯国际在二季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公司二季度毛利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产能提升、产品

结构调整和涨价。中芯国际指出，目前半导体厂商产能扩建、市场交货等都比较缓慢，供不应求状

态至少持续至 2022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和国际不确定性等因素仍然存在，预计三季度和四季度价格

仍可能继续往上走。 

中芯国际还表示，未来北京新扩建的 12 吋产线以及深圳产线的总产能将在目前北京 12 吋线产能基

础上翻倍。未来 R&D支出将逐渐增加。其预计在部分细分市场的相关技术节点产能会越来越紧张，

产品价格将维持稳定或继续增长，如电动车及工业应用中产品所需的 55nm及 40nm制程。 

（资料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 

【台积电】台积电已开始安装 3nm制程芯片制造设备 

IT之家 8月 5日消息，根据外媒 BusinesssKorea消息，台积电已经领先于三星电子，开始安装 3nm制

程芯片制造设备。新设备的安装工作在台积电位于中国台湾南部的 Fab18 工厂进行。台积电计划在

今年试产 3nm制程芯片，2022年开始量产。 

IT之家了解到，目前台积电最先进的工艺为 5nm N5P工艺，此前有消息称苹果下一代 iPhone13/Pro机

型的 A15 Bionic芯片就是采用此种工艺。台积电下一代 3nm工艺，预计会使得芯片体积缩小至 5nm芯

片的 70%，同时功耗会下降。未来，苹果、高通、英伟达、AMD 等公司，有望寻求台积电为其代工

3nm芯片。 

台积电目前正在提高 5nm 工艺的生产比例。该公司此前表示，5nm 制程产品占其销售额的 18%，第

二季度增长了 4%。目前，7nm及以下制程芯片的生产，占据台积电总产能的 49%。除此之外，台积

电还在进行 2nm制程工艺的研发，预计到 2024年会进行量产。而英特尔方面，该公司的路线图显示，

其 18A工艺即为 1.8nm制程工艺，预计 2025年之后开始投入生产。 

（资料来源：IT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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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设备 

【行业】拜登设定 2030年全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50％目标 

8月 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美三大车企 CEO会见，并签署行政令：到 2030年，美国电动车的

销量要占乘用车总销量的 50%。 

至此，中国、美国和欧洲三大主要经济体全都设定了电动车产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实际上，美国的

情况永远落后中国和欧洲。2020年，美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仅为 2%。在过去三年间，美国电动车

的增速接近 0%。假设美国国内汽车的年销量不变，按此计算，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 2020 年到 2030

年的年化增长率需要达到 43%，才能实现新能源车渗透率 50%的目标。也就是说，10 年市场规模要

增长 25倍，届时美国新能源车的销量将超过 700万辆。 

（资料来源：腾讯网） 

【比亚迪】比亚迪刀片电池即将供应特斯拉 

8月 5日，来自财联社方面的消息显示，有知情人士称，比亚迪即将于明年第二季度向特斯拉供应“刀

片电池”。目前配有“刀片电池”的特斯拉车型已进入 C样测试阶段。对此，比亚迪方面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回复是“不予置评”。 

（资料来源：Ofweek锂电网） 

【赣锋锂业】拟投资 84亿扩产电池，新建产能 15GWh 

赣锋锂业 8月 5日发布公告，控股子公司赣锋锂电拟以自有资金投资 84亿元建设年产 15GWh新型锂

电池项目，其中在江西新余高新区投资 30亿元建设年产 5GWh新型锂电池项目、在重庆两江新区新

设独立法人主体的项目公司投资 54亿元建设年产10GWh新型锂电池科技产业园及先进电池研究院项

目。 

（资料来源：万得） 

【亿纬锂能】30GWh动力储能电池项目落子荆门 

8月 4日，亿纬锂能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与荆门高新区管委会签订《战略投资协议》，亿纬锂能及

子公司拟在荆门投资新建年产 30GWh动力储能电池项目，具体为 15GWh物流车和家庭储能用磷酸铁

锂电池项目和 15GWh乘用车用三元电池项目。 

（资料来源：Ofweek锂电网） 

 

光伏设备 

【异质结】欧昊集团布局 3GW异质结光伏电站项目 

2021 年 8 月 5 日，欧昊集团“高效异质结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在酒泉正式开工。该项目从战略目

标敲定到项目成功落地，仅用了 30天时间。张栋梁董事长表示，高效异质结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是

集团公司为响应国家倡导的“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下做出的重大决定，也是坚持以“为中国

万千家庭打造更完美的家”为己任的表现。该项目计划投资 50亿元，总占地面积 800亩，分两期建

设，其中：一期投资 25亿元，用地 386亩；二期投资 25亿元，用地约 400亩。下一步，我们将力争

三年内建成 3GW以上的异质结光伏电站，成为最先进的光伏发电企业，年发电量达到 50亿度，致力

把酒泉打造成为“世界光谷”。 

（资料来源：光伏前沿） 

【通威股份】通威募资 120亿投向多晶硅和拉棒切方等项目 

8月 5日，从通威股份(600438)发布的公告获悉，公司因公开发行 12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称，

120亿元可转债的募资用途分别为：乐山二期高纯晶硅项目 26亿元；包头二期高纯晶硅项目 30亿元；

15GW单晶拉棒切方项目 29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35亿元。 

（资料来源：光伏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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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普特】钙钛矿设备取得重大突破 

普特在柔性钙钛矿薄膜切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大正微纳定制的全球首套柔性钙钛矿膜切设备，

通过验收并正式投入生产使用。该项目克服了可参考的存量技术少、攻关难度大、开发周期长等困

难，满足了客户的生产要求，生产效率和成品效果均达到预期，为下一步柔性钙钛矿薄膜量产，储

备了技术经验和工艺基础。 

（资料来源：光伏前沿） 

 

自动化设备 

【海目星】斩获 20亿设备意向订单 

8月 2日晚间，海目星激光（688559）公告，公司近日与中航锂电签订了《设备采购意向框架协议》，

中航锂电拟采购公司电芯装配设备，意向采购订单预计达 19.68亿元，具体金额以签订订单为准。 

这是海目星激光继收到宁德时代订单之后的又一巨大收获。今年 5 月，海目星激光收到江苏时代和

四川时代设备采购订单，订单总金额 6.73 亿元。采购订单涉及高速激光制片机、顶盖预焊满焊一体

机、转接片焊接机、电芯干燥线等其他动力电池激光及自动化设备。 

（资料来源：高工机器人） 

 



 

2021年 8月 8日 机械设备行业周报 

 

13 

风险提示 

疫情影响超预期：新冠疫情仍处于全球蔓延阶段，若新冠疫情影响超预期，可能造成全球系统性风

险及行业需求不达预期风险。 

基建和地产投资增速不及预期：工程机械虽有更新、环保、出口、机器换人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但

若基建和地产投资持续大幅低于预期，会影响下游的购机需求和购机意愿。 

制造业投资不及预期：泛自动化板块是典型的顺周期板块，若制造业投资大幅低于预期，即便有下

游应用场景的拓宽、国产替代等，相关公司业绩也会受到较大冲击。 

政策不达预期：锂电设备和光伏设备对政策有较高的敏感性，若政策不达预期，将显著影响细分行

业的基本面，进而降低各板块的投资价值。 

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进程放缓。新一轮设备采购中，因进口品牌已深切感受到来自国产设备替代进口

设备的经营压力，进口品牌可能通过降价压制国产设备扩大市场份额。 

美国进一步向中国禁售关键半导体设备。由于本土晶圆厂对美国设备的依赖度接近 50%，因此一旦

美国对出口至我国的关键半导体设备进行约束，我国本土晶圆厂的建产进度将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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