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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行业周报 
多个 HJT项目规划落地，政策加持工业母机前景
广阔 
 

本周观点 

 光伏设备：多个 HJT 项目规划落地，晶澳定增布局 HJT。近期，多个 HJT 项目公
布，包括华润电力位于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的 12GW 高效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及组
件制造项目、爱康位于泰州的 6GW 高效异质结电池及组件项目等。8 月 24 日，
晶澳科技发布定增预案，预计募资总额不超 50亿元，将用于年产 20GW单晶硅棒
和 20GW单晶硅片项目以及一项 HJT 异质结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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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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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导体设备：ACMR 公布首台化合物半导体晶圆级封装和电镀应用的电镀设备，
华峰测控天津产业化基地竣工验收。盛美半导体 ACMR发布 Ultra ECP GIII电镀设
备，以支持化合物半导体(SiC、GaN)和 GaAs 晶圆级封装。该系列设备还能将金镀
到背面深孔工艺中，具有更好的均匀性和台阶覆盖率。盛美半导体积极丰富产品
矩阵，新产品的推出可助推公司应对当前行业高景气下对性价比高的设备需求并
扩大市占率。华峰测控的集成电路先进测试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主要在天津
基地实施，目前已经竣工进行验收，将于 2021年 3季度投产，投产后将有力缓解
目前公司产能供不应求的情况，为订单交付并实现收入提供有力的保障。本周多
家企业公布上半年业绩显著增长及二季度业绩环比大幅提升，当前行业处于高景
气及晶圆厂等对设备招投标陆续进行，因订单陆续交付及转化收入，下半年半导
体设备公司业绩增长仍值得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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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工股
份、迈为股份等。 

 工程机械：预计 8月挖机销量降幅扩大，下半年专项债有望加速发放托底工程机
械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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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ME预估，8月挖掘机销量 17200台左右，
同比增速-21%左右，其中国内 11700台，同比下降 38%左右，出口 5500台，同比
增长 92%左右。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需求端要加快推进“十四五”规
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
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进入下半年，多地重大项目进入密集开工期，我们认
为随着专项债发行加速，基建投资将持续发力，支撑工程机械需求，挖机销量尤
其是中大挖需求有望在四季度有所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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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宁德时代定增 582亿元扩产，利好锂电设备供应商。8月 12
日晚，宁德时代宣布定增 582亿元，具体项目包括锂电池和储能电柜项目，合计
扩产产能达 167GWh，总投资额为 530亿元，对应设备投资额达 296亿元。在新能
源车市场持续景气的背景下，新能源车渗透率再创新高，据中汽协统计，2021
年 7月全国新能源车销量 2.71万台，同比增长 164.4%，渗透率达到 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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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自动化：行业高景气度延续，政策加持工业母机前景广阔。当前机器人、机床、
激光等细分子行业景气度仍然较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 7月国内工
业机器人产量 31342 台，同比增长 42.3%。近日，国资委召开扩大会议，强调工
业母机是未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首要方向，未来有望针对数控机床产业出台
配套支持政策，利好行业发展。目前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国产化率低，高度依赖进
口，作为卡脖子的关键所在，未来国产化势在必行。建议关注泛自动化各细分龙
头埃斯顿、绿的谐波、拓斯达、汇川技术、信捷电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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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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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994.SZ 久祺股份 2021-07-29 202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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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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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上市 

688776.SH 国光电气 2021-08-20 未上市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真空及微波应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 

301053.SZ 远信工业 2021-08-23 未上市 专用设备制造业 新型节能环保拉幅定形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688187.SH 时代电气 2021-08-26 未上市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装备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

销售并提供相关服务。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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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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ME 预估，8月挖掘机（含出口）销量 17200台左右，同比增速-21%左右，其中

国内市场预估销量 11700台，增速-38%左右，出口市场预估销量 5500 台，增速 92%左右。 

 

图表 2.挖掘机月销量情况（台）  图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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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北美半导体销售额 38.6亿美元，同比增加 49.8%。 

 

图表 4.费城半导体指数  图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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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全国新能源车销量 2.71 万台，同比增长 164.4%，渗透

率达到 14.5%；1-7月累计销量 147.8万辆，增长 197.1%，渗透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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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辆）  图表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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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 11.3GWh，同比增长 125.0%，环比增加 1.7%，保

持快速增长。全年累计装车量 63.8GWh，同比增长 183.5%；按动力电池厂商来看，7 月宁德时代

（5.44GWh）、比亚迪（1.90GWh）和中航锂电（0.77GWh）的装车量排名前三。 

 

图表 8.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GWh）  图表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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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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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设备 

光伏产业链价格跟踪： 

1）硅料价格：尽管不少大厂尚未开始新一轮洽谈，但在硅料短期内仍可能小幅拉抬下，部分企业已

陆续开始签订九月订单。在大厂还在商谈、但较小硅片厂已陆续开始签订的情况下，致密料成交区

间较广，主流价格落在每公斤 203-207元人民币之间，但每公斤 210 元甚至以上的价格也已经开始出

现。下周将进入大厂间的主要商谈期间，但由于下游需求已开始拉动，九月整体供应链开工率处于

较高水位，因此预期九月硅料供应较紧张，价格可能仍处于缓涨情势。然而在终端组件价格难以上

涨的情况下，预期硅料价格涨价空间有限。 

2）硅片价格： 8月 19日隆基公布价格公示：170μm 厚度 G1、M6、M10硅片上涨至每片 4.99、5.09、

6.11 元人民币，尽管对比先前另一大厂中环的价格更进一步拉抬，但在下游开始步入需求旺季的情

况下买气旺盛，中环以外的其他厂家也几乎都跟进隆基涨幅，M6市场主流价格落在每片 5.07-5.09元

人民币。海外 G1、M6价格也随新一轮的公告价出现涨势。在硅片这轮上涨后，电池片、组件其实并

未出现先前大幅调降开工率的情况，因此本次高档价格预期将延续至九月，不排除短期内仍出现小

幅上涨。另一方面，为解决接下来数月硅片仍较短缺的情形，各大厂正积极推动薄片化来因应。 

3）电池片价格：上游端的涨价未停歇，隆基官宣价格调整后，本周 M6、M10 电池片价格持续上扬，

报价上看每瓦 1.05-1.06 元人民币。本周实际成交价格：158.75 均价维稳每瓦 1.1-1.12 元人民币、166

均价落在每瓦 1.03-1.04元人民币、182均价每瓦 1.04-1.05 人民币、210 均价维稳在每瓦 0.99-1元人民币。

对比涨价幅度，M6、M10上涨每瓦 0.02元人民币，G1、G12价格维稳。 

随着供应链中上游大幅涨价、再加上辅材料价格上涨，组件厂家已不堪负荷，近期组件厂家开始酝

酿涨势，新单报价预期 M6 单玻组件约每瓦 1.75-1.79元人民币、500W+组件每瓦 1.8-1.82元人民币，试

探下游接受程度。当前双玻与单玻组件价差约每瓦 2-3 分人民币。 

经历去年至今年轮番涨价，终端承受能力有限，此番调整订单价格若要单面组件稳居每瓦 1.8元人民

币以上的水位恐有难度。因应市况，部分组件厂家商谈延长交货时间到明年 Q1。当前国内市场项目

重谈、新签订项目，部分转由私下议价的方式进行、而非过往公开招投标的形式。 

整体海外组件价格暂时稳定在当前水位，大型地面电站价格暂时无变化，M6组件均价约每瓦 0.23-0.24

元美金、M10组件均价约每瓦 0.24-0.245元美金。分销价格预期调整约每瓦 1-1.5 分美分。值得注意，

长单延期交付的状况在海外亦开始出现。 

当前光伏玻璃价格约每平方米 22-23元人民币、部分小单每平方米 23-24元人民币。然而因应纯碱、

天然气上涨，成本上扬使得光伏玻璃 9 月新单有上涨趋势，期望上调每平方米 2-5 元人民币。然而买

卖双方仍在博弈，当前组件一线厂家尚未接受此番调价。 

4）组件价格：随着供应链中上游大幅涨价、再加上辅材料价格上涨，组件厂家已不堪负荷，近期组

件厂家开始酝酿涨势，新单报价预期 M6 单玻组件约每瓦 1.75-1.79元人民币、500W+组件每瓦 1.8-1.82

元人民币，试探下游接受程度。当前双玻与单玻组件价差约每瓦 2-3分人民币。 

经历去年至今年轮番涨价，终端承受能力有限，此番调整订单价格若要单面组件稳居每瓦 1.8元人民

币以上的水位恐有难度。因应市况，部分组件厂家商谈延长交货时间到明年 Q1。当前国内市场项目

重谈、新签订项目，部分转由私下议价的方式进行、而非过往公开招投标的形式。 

整体海外组件价格暂时稳定在当前水位，大型地面电站价格暂时无变化，M6组件均价约每瓦 0.23-0.24

元美金、M10组件均价约每瓦 0.24-0.245元美金。分销价格预期调整约每瓦 1-1.5 分美分。值得注意，

长单延期交付的状况在海外亦开始出现。 

当前光伏玻璃价格约每平方米 22-23元人民币、部分小单每平方米 23-24元人民币。然而因应纯碱、

天然气上涨，成本上扬使得光伏玻璃 9 月新单有上涨趋势，期望上调每平方米 2-5 元人民币。然而买

卖双方仍在博弈，当前组件一线厂家尚未接受此番调价。 

（信息来源：PVInf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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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光伏产业链价格变化情况 

产品种类 2021/7/28 2021/8/4 2021/8/11 2021/8/18 2021/8/25 涨跌幅(%) 

硅料 

多晶用（美元/kg） - - - - - - 

单晶用（美元/kg） 26.3 26.3 26.5 26.5 26.7 0.8 

菜花料（元/kg） - - - - - - 

致密料（元/kg） 203 202 203 203 205 1.0 

硅片 

多晶-金刚线（美元/片） 0.250 0.250 0.270 0.295 0.305 3.4 

多晶-金刚线（元/片） 1.750 1.800 1.900 2.050 2.280 11.2 

单晶-158.75mm（美元/片） 0.648 0.648 0.666 0.680 0.683 0.4 

单晶-158.75mm（元/片） 4.620 4.620 4.700 4.840 4.990 3.1 

单晶-166mm（美元/片） 0.635 0.635 0.635 0.670 0.694 3.6 

单晶-166mm（元/片） 4.540 4.540 4.725 4.950 5.080 2.6 

单晶-182mm（美元/片） 0.811 0.811 0.811 0.811 0.836 3.1 

单晶-182mm（元/片） 5.800 5.800 5.800 5.900 6.110 3.6 

单晶-210mm（美元/片） 1.050 1.050 1.050 1.120 1.120 - 

单晶-210mm（元/片） 7.610 7.610 7.880 8.050 8.050 - 

电池片 

多晶-金刚线-18.7%（美元/W） 0.095 0.097 0.098 0.104 0.114 9.6 

多晶-金刚线-18.7%（元/W） 0.696 0.707 0.717 0.761 0.837 10.0 

单晶 PERC-158.75mm/22.4%+（美元/W） 0.146 0.146 0.149 0.153 0.153 - 

单晶 PERC-158.75mm/22.4%+（元/W） 1.070 1.070 1.090 1.120 1.120 - 

单晶 PERC-166mm/22.4%+（美元/W） 0.134 0.134 0.135 0.139 0.142 2.2 

单晶 PERC-166mm/22.4%+（元/W） 0.970 0.970 0.990 1.020 1.040 2.0 

单晶 PERC-182mm/22.4%+（美元/W） 0.137 0.136 0.136 0.141 0.143 1.4 

单晶 PERC-182mm/22.4%+（元/W） 0.990 0.990 1.010 1.030 1.05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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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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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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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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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 1.740 1.740 1.740 1.76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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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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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元/W） 1.770 1.770 1.770 1.770 1.79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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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mm单面单晶 PERC组件（元/W） 1.770 1.770 1.770 1.770 1.790 1.1 

资料来源：PVInfoLink，中银证券 

 

国内需求：据中电联统计，2021年 7月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4.93GW，同比增长 67.69%，1-6月累计光伏

新增装机 17.94GW，国内光伏需求持续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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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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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 31342 台，同比增长 42.3%，2021 年 1-7 月工

业机器人累计产量 205094 台，同比增长 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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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国内工业机器人月产量及增速  图表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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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工机械】徐工汉云布局电气设备行业，助力兴盛通打造数字化精益智能工厂 

8 月 24 日，徐工汉云与湖北兴盛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在武汉举行签约仪式，兴盛通总经理余燎原、

徐工信息营销公司副总经理胡长艳代表双方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徐工汉云与兴盛通公司的协同合

作，对推进电气设备行业的转型升级，对武汉工业互联网示范园区的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未来，

徐工汉云将跨领域、跨行业持续赋能更多传统产业，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助力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 

（资料来源：第一工程机械网） 

 

半导体设备 

【至纯科技】拟募资不超过 11亿元，用于半导体清洗设备扩产升级等 

8 月 24 日，至纯科技发布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预案显示，公司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11.00 亿元（含 11.00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预案，至纯科技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单片湿法工艺模块、核心零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至纯

北方半导体研发生产中心项目；集成电路大宗气体供应站及配套项目；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

款。 

其中，单片湿法工艺模块、核心零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总投资 5.23 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80

亿元。该项目基于公司现有半导体湿法清洗设备 28nm 的研发及生产的技术积累（包括湿法去胶、刻

蚀、清洗、刷洗），将针对 14nm及以下工艺节点的高阶单片湿法工艺模块、单片式腔体进行研发和

产业化。 

（资料来源：万得） 

【政策】工信部：将碳化硅复合材料等纳入“十四五”相关发展规划 

8月 24日，工信部答复“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 1095号（工交邮电类 126号）提案称，

将把碳化硅复合材料、碳基复合材料等纳入“十四五”产业科技创新相关发展规划。公示指出，国

家高度重视碳基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

益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合有关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新

材料产业发展指南》均将碳基新材料列为重点支持对象，并针对碳基新材料产业发展专门出台了《加

快推进碳纤维行业发展行动计划》《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专项政策，在《重点

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目录》中列入了高性能碳纤维、石墨烯等碳基新材料品种。 

下一步，工信部将以重大关键技术突破和创新应用需求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强化产业政策引导，将

碳基材料纳入“十四五”原材料工业相关发展规划，并将碳化硅复合材料、碳基复合材料等纳入“十

四五”产业科技创新相关发展规划，以全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卡脖子”品种，提高碳基新

材料等产品质量，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资料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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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总投资 175亿的碳化硅项目或将落地山西 

近日，山西省商务厅发文指出，第三代半导体 SiC 实验室项目方负责人修雷明与阳城开发区初步达

成了意向性合作协议。据悉，该项目总投资 175 亿元，占地 300 亩。启动资金 8000 万元，建设实验

室、测试中心、长晶房、办公区等约 2000 平方米，形成月产 5000片碳化硅功率芯片制造能力。项目

核心团队是由著名半导体技术专家组成，掌握 250多个专利，覆盖原材料制造、芯片制造、IC 设计、

SiP封装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技术水平。 

（资料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 

 

锂电设备 

【宁德时代】宁德时代进入特斯拉储能供应链 

外媒报道称，特斯拉将与日本电力公司 Global Engineering 和工程商 Ene-Vision 达成合作，在北海道打

造总容量达 6095kWh 的锂电池储能项目，预计将耗资 3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772万元）。根据协议，

特斯拉将为该项目提供其最新的 Megapack 巨型电池技术，Ene-Vision 负责工程、采购与施工，Global 

Engineering负责运营销售，预计将在 2022 年夏季开始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指出，该储能项目所使用的锂电池来自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此前，马斯

克表示，考虑到需要对镍钴的消耗降低，未来特斯拉所有的储能系统有可能都会采用 LFP电池。 

（资料来源：高工锂电） 

【国轩高科】与 VinFast达成合作：共同研发纯电动汽车锂电池 

8 月 27 日消息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中国电池厂商国轩高科近日与  越南最大的综合企业 Vingroup 旗下

的 VinFast 达成协议，两家公司将在纯电动汽车的锂电池的研发和生产方面合作。 

国轩高科和 VinFast 还考虑在越南建设电池工厂，VinFast 的母公司 Vingroup 计划在年内开始在越南国

内销售电动汽车，该电动汽车将搭载自家生产的车载电池。这两家公司合作研发的是不使用钴等高

价材料的磷酸铁锂（LFP）电池。该类型的电池的成本非常低，并且随着研究不断推进，其能量密度

得到改善，续航距离也会变长。特斯拉也在此前宣布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该类型电池的使用。 

（资料来源：Ofweek锂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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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设备 

【晶澳科技】募资 50亿元，布局 HJT和 20GW单晶硅棒、硅片项目 

8月 24日，晶澳科技(002459.SZ)发布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显示，公司拟向不超过 35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479,507,127股，预计募资总额不超 50亿元。晶澳科技称，此次定

增将提升公司硅棒/硅片产能规模，降低成本，完善公司垂直一体化产业链，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行

业竞争力。 

本次募投项目拟新建生产厂房，购置先进生产设备并利用先进工艺技术进行 182mm 及以上大尺寸硅

片产品的生产。182mm 及以上大尺寸硅片制成的组件产品能进一步降低终端系统成本及度电成本，

降本效果显著。此外，本次募投项目将采用大尺寸热场直拉单晶生产工艺、特殊的降氧提速拉晶技

术等多项工艺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增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综上，实施本次年产 20GW 单

晶硅棒和 20GW 单晶硅片项目，将加速公司优势产能扩张，匹配自身下游的电池/组件产能，提升公

司一体化盈利能力。 

晶澳科技还指出，公司光伏产品以单晶 PERC 技术路线为主，但由于目前 PERC 电池转换效率进一步

提升空间有限，而“平价上网”的政策指引持续倒逼光伏产业提升转换效率、降低发电成本，亟需

大力发展新一代高效电池技术。目前，实验室的异质结光伏电池的转换效率已经突破了 26%，且工

艺步骤相对简单、转换效率高、发电性能优异，是未来高效电池的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本次募投项

目中的高效太阳能电池研发中试项目是公司在新一代高效太阳能电池领域的战略布局，有利于打通

研发和生产的关键环节，为未来规模化生产奠定坚实基础，持续引领行业发展。该项目整体建设周

期预计 18个月。 

（资料来源：光伏前沿） 

【迈为股份】拟募资 28亿元布局异质结项目 

8 月 27 日，迈为股份发布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81,156.00 万元（含本数）。随着本次募投项目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片设备产

业化项目的不断推进以及流动资金的补充，公司将持续加大对 HJT 电池生产设备的技术研发与产品

创新的资源投入，巩固公司在高端智能制造装备行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资料来源：光伏前沿） 

 

自动化设备 

【中大力德】再投 2.5亿元成立工业机器人业务子公司 

8月 25日，中大力德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不超过 8.5 亿元在广东佛山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

中大致远智能驱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拟不超过 10,000 万元。  

公告显示，该项目尚处于拟设立阶段。中大力德将以该子公司为主体，建设高端智造产业园，聚力

打造公司位于华南地区的科研中心、智造中心和营销中心，依托大湾区的人才、技术、产业、市场、

政策和国际化等优势，持续夯实驱动器、伺服电机、精密 RV 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和生产

制造基础及一体化集成能力，丰富和完善智能执行单元产品品类。 

（资料来源：高工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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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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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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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12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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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12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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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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