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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相关股票 
 

股票 股票 归母净利润（亿元）  PE  评级 

代码 名称 2021 2022E 2023E 2021 2022E 2023E 上期 本期 

688006.SH 杭可科技 2.4  5.4  10.0  117  51  27  买入 买入 

688516.SH 奥特维 3.7  5.6  8.1  84  56  38  买入 买入 

688377.SH 迪威尔 0.3  1.5  2.5  210  44  27  买入 买入 

002353.SZ 杰瑞股份 15.9  20.3  25.3  23  18  15  买入 买入 

300450.SZ 先导智能 15.8  25.5  34.8  57  35  26  买入 买入 

300776.SZ 帝尔激光 3.8  5.1  8.2  100  75  46  买入 买入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以上公司盈利预测均来自于德邦机械团队，收盘价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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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表现 

 
  

7 月 PMI 转弱但专用设备有所恢复，

持续推荐船舶、油服行业 
——第 39 期周观点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通用自动化：7 月制造业 PMI 转弱，但专用设备产需恢复。7 月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为 49.0%，比上月下降 1.2个百分点，继上月恢复性扩张后，本

月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主要原材料价格指数明显回落，一方面体现了当前

市场整体需求不足，但同时也有利于下游终端需求率先回暖。专用设备等行业产

需持续恢复，且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位于较高景气区间。7 月制造业继续去

库，建议持续跟踪制造业景气度，并关注顺周期、强α企业在后续终端需求持续

恢复时的业绩表现。 

 船舶：供给侧改革红利正持续释放，长期盈利中枢有望持续上行。我们认为本轮

周期船舶行业供给端将长期趋紧，一方面，十多年来周期下行使得中小船厂被动

出清、行业公司扩产意愿仍偏谨慎。另一方面，自 2015年底以来，国内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实际也长期改变了船舶行业的业态。此外船舶

行业本身固有的行业特点也将制约本轮周期船舶产业向海外低成本区域如东南亚

等转移，使得全球产能实际也将有限扩张。 

 本周行业及公司动态： 1）光伏设备：硅料持续涨价，产业链价格维持高位；2）

半导体设备：台海局势强化半导体自主可控逻辑，上海精测中标福建晋华一台 12

吋扫描式电子显微镜；3）锂电设备：国轩柳州基地新增 10GWh 锂离子电池产

能；4）油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宣布 9 月日均原油产量上调 10 万桶；

5）激光及通用自动化：三部委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加快推进工

业绿色低碳转型；6）机器视觉：行业快速发展，上半年梅卡曼德等企业完成亿

元融资。 

 本周组合核心标的：建议关注具备高景气的成长赛道与高弹性、拐点向上的周期

板块投资机会。油服板块推荐【迪威尔】、【杰瑞股份】、【中海油服】，锂电

设备板块推荐【杭可科技】、【先导智能】，光伏设备推荐【奥特维】、【帝尔

激光】，通用自动化方面推荐【锐科激光】、【汇川技术】，船舶板块推荐【中

国船舶】。 

 风险提示：1、宏观经济增速不及预期；2、疫情影响超预期；3、推荐公司业务

增长不及预期。 
 

-24%

-20%

-15%

-10%

-5%

0%

5%

2021-08 2021-12 2022-04

沪深300



                                                                                                                         行业周报  机械设备 
 

 
 

                                                       2 / 1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内容目录 

1. 每周一新：7 月 PMI 转弱但专用设备有所恢复，船舶长期盈利中枢有望持续上行 ...... 4 

1.1. 通用自动化：7 月制造业 PMI 环比-1.2pp 为 49.0%，整体景气度转弱，但其中

专用设备等行业产需继续恢复 ................................................................................... 4 

1.2. 船舶：供给侧改革红利正持续释放，长期盈利中枢有望持续上行 ..................... 4 

2. 组合核心标的：杭可科技、奥特维、迪威尔、先导智能、帝尔激光、锐科激光 .......... 6 

3. 本周行业及公司动态..................................................................................................... 7 

3.1. 光伏设备：硅料持续涨价，产业链价格维持高位 ............................................... 7 

3.2. 半导体设备：台海局势强化半导体自主可控逻辑，上海精测中标福建晋华一台

12 吋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 7 

3.3. 锂电设备：国轩柳州基地新增 10GWh 锂离子电池产能 .................................... 8 

3.4. 油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宣布 9 月日均原油产量上调 10 万桶 ............ 8 

3.5. 激光及通用自动化：三部委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加快推进工业

绿色低碳转型 ............................................................................................................ 8 

3.6. 机器视觉：机器视觉行业快速发展，上半年梅卡曼德等企业完成亿元融资 ....... 9 

4. 重要行业数据图表 ...................................................................................................... 10 

5. 股票池盈利预测表 ...................................................................................................... 12 

6. 风险提示 ..................................................................................................................... 12 

  
  



                                                                                                                         行业周报  机械设备 
 

 
 

                                                       3 / 1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图表目录 

图 1：制造业月度 PPI 情况 ............................................................................................ 10 

图 2：月度 PMI 情况 ...................................................................................................... 10 

图 3：光伏每月新增装机情况 ......................................................................................... 10 

图 4：硅料与组件价格情况 ............................................................................................ 10 

图 5：全球半导体月度销售额 ......................................................................................... 10 

图 6：半导体设备中标国产率 ......................................................................................... 10 

图 7：布伦特原油价格(美元/桶) ..................................................................................... 11 

图 8：新能源汽车销量月度统计(辆) ............................................................................... 11 

 

 

表 1：股票池盈利预测表 ................................................................................................ 12 

 
 
  



                                                                                                                         行业周报  机械设备 
 

 
 

                                                       4 / 1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1. 每周一新：7 月 PMI 转弱但专用设备有所恢复，船舶长
期盈利中枢有望持续上行 

1.1. 通用自动化：7 月制造业 PMI 环比-1.2pp 为 49.0%，整体景气度转

弱，但其中专用设备等行业产需继续恢复 

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

继上月恢复性扩张后，本月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国统局指出，一方面，有

传统淡季等惯例因素影响，另一方面，纺织、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高耗能行业 PMI 明显低于制造业总体水平，也是本月回落的

主要因素之一。 

主要原材料价格指数明显回落，一方面体现了当前市场整体需求不足，但同

时也有利于下游终端需求率先回暖。此前 6 月，配送环节显著改善，助力制造业

PMI 恢复性上行至 50.2%，本月有所回落，环比-1.2pp 为 49.0%。从分类指数来

看，本月生产、新订单、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供应商配送指数分别为 49.8%、

48.5%、47.9%、48.6%、50.1%，环比分别-3.0pp、-1.9pp、-0.2pp、-0.1pp、-

1.2pp，产需两端均有所承压。从价格指数来看，7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环

比-11.6pp 为 40.4%，出厂价格指数环比-6.2pp 为 40.1%，制造业整体需求不足

的情况，应已传导至上游环节。我们认为，原材料价格指数的显著回落，既是整

体需求不足的体现，但也有助于下游行业利润修复，如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盈

利能力有望在 6 月份基础上继续修复（6 月单月，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利润

总额/营业收入”分别为 7.2%、7.4%，环比分别+0.3pp、+0.7pp），进而促进下

游需求率先回暖。 

专用设备等行业产需持续恢复，且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与高耗能行业景气度走低形成对比，7 月，部分行业保持恢复态势，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0 个行业 PMI 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 PMI高于 52.0%，连续两个月保持扩张，产

需持续恢复，且这些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位于 59.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多个维度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当前制造业整体景气度虽然位于收缩区间，但

已经在高耗能行业与其他行业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若后续高耗能行业景气

度逐步企稳，其他行业继续恢复，则整体景气度有望抬升，目前或处于磨底阶段。 

7 月制造业继续去库，持续关注后续复苏。从制造业 PMI 中的产成品库存指

数来看，今年 1-7 月的数值分别为 48.0%、47.3%、48.9%、50.3%、49.3%、

48.6%、48.0%，期间受到了疫情较大影响，但自 5 月以来环比上月持续下行，

制造业应正处于去库阶段，且受益物流恢复等因素加速进行。我们建议持续跟踪

制造业景气度，并关注顺周期、强α企业在后续终端需求持续恢复时的业绩表现。 

 

1.2. 船舶：供给侧改革红利正持续释放，长期盈利中枢有望持续上行 

市场普遍担心船舶制造行业虽然需求端持续向好，但仍存在大量周期底部暂
时休眠的船厂产能。这种供给端产能的高弹性将压制行业中长期盈利中枢、以及
本轮复苏周期的长度。但我们认为，本轮周期船舶行业供给端将长期趋紧，实际
存在“错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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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十多年来周期下行使得中小船厂被动出清、行业公司扩产意愿仍偏
谨慎。另一方面，自 2015 年底以来，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三去一降
一补”实际也长期改变了船舶行业的业态。在环保等政策压力下，大量中小船企
已刚性出清出局。供给侧政策指引下，龙头船企也通过整合重组、减量置换等手
段大幅降低了行业产能。此前由于需求尚未复苏、产能利用率长期低位，从而使
得效果尚未完全显现。我们认为，行业正迎来“迟到”的供给侧改革“红利”。 

此外，我们判断船舶行业本身固有的行业特点也将制约本轮周期船舶产业向
海外低成本区域如东南亚等转移，使得全球产能实际也将有限扩张。船舶行业本
身有着区域地带限制、多产业配套、资本密集、劳动密集等要求。这使得本轮周
期很难出现能够承接产能转移的后来者。全球角度看，本轮周期产能或将长期趋
紧，行业盈利中枢与持续性有望显著超过上一轮周期。 

投资建议：错位的供给侧改革红利正持续释放，行业长期盈利中枢有望持续
上行，龙头公司有望持续受益。推荐【中国船舶】、 【亚星锚链】 ，关注【中
国重工】、【中船防务】、【杭齿前进】、【潍柴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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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合核心标的：杭可科技、奥特维、迪威尔、先导智
能、帝尔激光、锐科激光 

【杭可科技】全球电动化大趋势不可阻挡，锂电池设备厂商产能稀缺。公司

在国内新客户及新技术方面屡获突破。随着 LG、SK 分拆上市的逐步推进，持续

上调的扩产计划也将有序推进。韩系电池厂供应链体系较为封闭，公司已打入大

客户体系有望深度受益韩系大客户扩产进程。预计 2022-2024 年归母净利润为

5.4、10.0、14.3 亿元，对应 PE 51、27、19 倍。 

【奥特维】光伏组件串焊机龙头，产品定位领先，市占率维持高位。大尺寸

换机尚未结束，HJT、TOPCon 等技术催生 SMBB 低温串焊机迭代，有望保障未

来串焊机订单增长。依托自动化、焊接、视觉检测等底层技术拓展半导体（键合

机）、锂电（模组+PACK）、光伏（串焊机、分选机、划片机、单晶炉、退火

炉），构建平台化设备公司，半导体键合机及单晶炉有望开启第二成长曲线。预

计 2022-2024 年归母净利润为 5.6、8.1、10.9 亿元，对应 PE 56、38、29 倍。 

【迪威尔】公司是油气开采设备核心零部件领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深

度受益深海设备供应链向亚太转移。一方面，公司以锻造工序为起点向产业链延

伸，正逐步覆盖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另一方面，公司深耕多向模锻技术，进一步

提高公司批量化精密专用件的生产能力，来巩固技术优势。目前已成为亚洲领先

的油气开采设备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预计 2022-2024年归母净利润为 1.5、2.5、

3.8 亿元，对应 PE 44、27、18 倍。 

【先导智能】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锂电装备制造商，致力于打造成为平台型专

用高端设备龙头。受益于全球电动化的大趋势，国内、海外电池厂已进入扩产新

周期，公司新接订单持续高增。费用前置影响已逐步消化，业绩弹性将逐季显现。

预计 2022-2024 年归母净利润为 25.5、34.8、45.9 亿元，对应 PE 35、26、20

倍。 

【帝尔激光】技术壁垒高，光伏激光设备市占率超 8成。公司 TOPCon布局

硼掺杂、激光转印、特殊浆料开槽等工艺，单 GW 投资有望达 PERC阶段 4-5倍，

激光转印整线设备推动公司设备从提效走向工艺必备，近期有头部客户交付预期。

公司 HJT 布局激光修复+激光转印换机等工艺，IBC、钙钛矿均有设备出货，换

机+单 GW 投资提升双重逻辑，有望推动公司订单、估值双升，多技术均衡布局

保障公司长远发展。预计 2022-2024年归母净利润为 5.1、8.2、11.7亿元，对应

PE 75、46、33 倍。 

【锐科激光】国内光纤激光器龙头，享有技术领先、上游产业链完善等优势，

在切割传统应用中，品牌效应不断增强，规模效应逐渐释放；在焊接、清洗、超

快等盈利能力更强的新应用方面，卡位精准，处行业领先地位，业绩弹性有望充

分释放。预计 2022-2023 年归母净利润为 7.4、9.8 亿元，对应 PE 25、1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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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周行业及公司动态 

3.1. 光伏设备：硅料持续涨价，产业链价格维持高位 

据 solarzoom 数据显示，本周光伏产业链各环节需求持续旺盛，价格维持

高位。 

硅料：8 月国内硅料供给产量虽环比有所增加，但相比当前下游需求整个硅

料市场依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下游硅料采购端对硅料整体采购依然较为积极，

从当前 8 月硅料长单落地成交来看，单晶复投料的成交低位价格相比 7 月的长单

低位价格高出 10 元/公斤左右，当前国内长单落地价格在 296-301元/公斤，在未

签完的硅料量中，不排除出现更高价位的长单价格。 

硅片：本周国内市场上单晶 M10主流价格区间维稳在 7.52-7.54元/片，单晶

M6 主流硅片价格在 6.26-6.33 元/片，单晶 G12 155μm 主流价格来至 9.93元/片

左右。N 型硅片方面，单晶 M6/M10/G12 150μm 硅片价格维持在 6.71、8.07、

10.42 元/片。本月随着上游硅料新产能或检修产能的陆续放量，硅料缺货等情况

将会有所缓解，但同时石英砂的紧俏所带来的坩埚供应紧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硅

片产量的释放有一定制约。 

电池：本周单晶M10电池主流成交价格在 1.29-1.30元/W，个别厂商有 1.31

元/W 的高位报价；单晶 M6、G12 电池需求相比单晶 M10 电池需求一般的情况

下价格落在 1.25-1.28 元/W 区间。N 型电池方面，同样也是随着上游硅片价格的

水涨船高，N 型电池价格也是小幅上涨，整体跟 PERC 电池价格保持合理价差相

0.15-0.2 元/W 左右，当前国内 N 型电池价格在 1.45 元/W 左右。 

组件：持续的上游涨价带动着组件价格不断上涨，本周国内主流功率组件价

格上涨至 2-2.1 元/W。辅材方面，进入八月国内组件主要辅材价格目前基本维持

七月水平，本月市场上胶膜的需求订单有出现下滑的情况；焊带，玻璃上目前整

体需求订单相对较为平稳。 

 

3.2. 半导体设备：台海局势强化半导体自主可控逻辑，上海精测中标福建

晋华一台 12 吋扫描式电子显微镜 

据彭博社报道，KLA 和 Lam Research 两家关键的半导体设备供应商称，美

国正在收紧对中国获得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华盛顿禁止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向中国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公司出售大多数可以制造 10 纳米或更好芯片的设备。

由于美国一意孤行破坏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紧张，再一次强化半导体设计、制造、

封测环节的自主可控逻辑。 

根据中国国际招标网数据，2022.8.1-2022.8.6，福建晋华开标 1 台 12 吋扫

描式电子显微镜，上海精测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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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锂电设备：国轩柳州基地新增 10GWh 锂离子电池产能 

7 月 30 日，柳州国轩新增年产 10GWh 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在柳州签约，

主要生产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新增产能项目预计 2026 年达产，与柳州国轩

一期项目合计形成20GWh产能。一期项目已有5GWh产线于2021年9月投产，

预计年底满产。 

今年 5 月，宜春国轩电池 10GWh 项目和南京新能源智能制造 20GWh 项目

相继投产。宜春国轩目标 2022 年底公司总体产能突破 100GWh，2025 年突破

300GWh。 

 

3.4. 油服：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宣布 9 月日均原油产量上调 10 万

桶 

8 月 3 日晚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以视频方式举行

第 31 次部长级会议，决定维持原定增产计划，即今年九月小幅增产，产量上调

10 万桶/日，增幅为 1982 年欧佩克引入配额以来最小之一。 

高价位原油抑制民众出行需求，美联储加息、市场信心不足，导致需求预期

走弱，美国原油库存增加 450 万桶。 

随着原油需求前景“蒙阴”以及全球经济衰退担忧情绪的持续升温，国际油

价昨晚收盘价创下近半年内新低，WTI 9 月原油期货跌 3.98%，报 90.66 美元/桶，

逼近 90 美元；布伦特 10 月原油期货跌 3.74%，报 96.78 美元/桶，失守 100 美

元。 

 

3.5. 激光及通用自动化：三部委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加快

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 

2022 年 8 月 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三部委

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要求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

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3.5%，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大于全社会

下降幅度，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方案》发布六大重点任务：（1）调整产业结构。包括构建有利于碳减排

的产业布局、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优化重点行业产能规模、

推动产业低碳协同示范；（2）推进节能降碳。包括调整优化用能结构、推动工

业用能电气化、加快工业绿色微电网建设、加快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提升重

点用能设备能效、强化节能监督管理；（3）推行绿色制造。包括建设绿色低碳

工厂、构建绿色低碳供应链、打造绿色低碳工业园区、促进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

展、提升清洁生产水平；（4）发展循环经济。包括推动低碳原料替代、加强再

生资源循环利用、推进机电产品再制造、强化工业固废综合利用；（5）加快工

业绿色低碳技术变革。包括推动绿色低碳技术重大突破、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推广

力度、开展重点行业升级改造示范；（6）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包括推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建立数字化碳管理体系、推进“工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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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 

相较于今年 6 月印发的《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此次《方案》涉及范围

面更广，不止聚焦能效提升，还重点关注如低碳产业布局、低碳原料替代、固废

利用、低碳技术、数字化碳管理等其他方面，更全面地给出了具体目标与行动方

案。 

 

3.6. 机器视觉：机器视觉行业快速发展，上半年梅卡曼德等企业完成亿元

融资 

高工机器人发布《2022 年机器视觉产业发展蓝皮书》。自 1998 年配套

机器视觉的整套生产线和高级设备引入中国以来，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国

内机器视觉上、中、下游均取得了高速增长。据 GGII 数据，2021 年中国市

场机器视觉各大核心部件的国产化份额均已超过 70%，其中光源国产化率超

过 90%，镜头国产化率 80%左右，工业相机国产化率超过 70%。2021 年中

国 3D 视觉市场增速超过 100%，其中国产厂商开始崭露头角，预计未来 10

年将会是机器视觉发展的“黄金期”。据高工机器人不完全统计，仅 2022 年

上半年（1-6 月），机器视觉领域就发生融资事件 16 起，其中融资金额在亿

元及以上的融资事件占 7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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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行业数据图表 

图 1：制造业月度 PPI 情况  图 2：月度 PMI 情况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3：光伏每月新增装机情况  图 4：硅料与组件价格情况 

 

 

 

资料来源：中电联，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solarzoom，德邦研究所 

 

图 5：全球半导体月度销售额  图 6：半导体设备中标国产率 

 

 

 

资料来源：wsts，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招标网，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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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布伦特原油价格(美元/桶)  图 8：新能源汽车销量月度统计(辆)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图 9：全球船舶新增订单情况 

 

资料来源：克拉克森，德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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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票池盈利预测表 

表 1：股票池盈利预测表 

行业 股票简称 总市值(亿元) 
市盈率 PE 

市净率 PB 
TTM 2022E 2023E 2024E 

激光及自动化 锐科激光 184 25 25 19 - 5  

激光及自动化 柏楚电子 386 53 53 41 33 8  

激光及自动化 天准科技 78 35 35 25 - 4  

激光及自动化 埃斯顿 215 86 86 56 - 6  

激光及自动化 汇川技术 1,677 40 40 32 28 10  

油服 杰瑞股份 369 18 18 15 12 3  

油服 博迈科 33 19 19 16 10 1  

油服 迪威尔 68 44 44 27 18 4  

锂电设备 杭可科技 276 51 51 27 19 10  

锂电设备 先导智能 902 35 35 26 20 10  

锂电设备 利元亨 189 49 49 35 - 10  

光伏设备 奥特维 312 56 56 38 29 19  

光伏设备 帝尔激光 382 75 75 46 33 12  

光伏设备 迈为股份 784 88 88 55 39 13  

光伏设备 晶盛机电 938 35 35 26 22 12  

光伏设备 高测股份 178 38 38 25 19 14  

半导体设备 新益昌 150 42 42 27 - 9  

半导体设备 长川科技 336 65 65 42 30 14  

影像设备 美亚光电 190 30 30 25 21 9  

影像设备 奕瑞科技 365 60 60 42 32 11  

通用设备 中密控股 83 20 20 15 - 3  

通用设备 江苏神通 71 17 17 13 - 2  

其它专用设备 杰克股份 92 13 13 10 7 3  

其它专用设备 华宏科技 120 17 17 14 12 4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以上公司盈利预测均来自于德邦机械团队，公司总市值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收盘） 

 

6.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增速不及预期；2、疫情影响超预期；3、推荐公司业务增长不
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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