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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解一惑系列：     

数控机床多重需求刺激下开启复苏周期 
 

 2022 年 11 月 07 日 

 

➢ 本周关注：郑煤机、先导智能、鸣志电器、天宜上佳 

➢ 本周核心观点：当前人形机器人、新能源行业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需

关注技术变化带来的设备需求。 

➢ 制造业复苏+国产替代+进口发力，数控机床需求复苏。我们认为，本轮机

床行业的复苏不单单是制造业复苏带来的需求，还将有国产替代、出口提升及更

新周期的几重需求的叠加。1）我国机床数控化率提升潜力较大：国外发达经济

体机床数控化率高，日本机床数控化率维持在 80%以上，美国和德国机床数控化

率超过 70%。2021 年中国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60.2 万台，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产

量 27 万台，金属切削机床数控化率为 43.3%；金属成型机床产量 21 万台，数

控金属成型机床 2.4 万台，金属成型机床数控化率 11.4%。2）中国逐年减少对

进口机床的依赖，“俄乌冲突”或刺激俄罗斯增加进口中国机床。根据中国机床工

具工业协会和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统计显示，中国机床进口额自 2011 年总体呈

下降趋势，进口额自 2018 年 82 亿欧元下降至 2020 年 52 亿欧元。其中中国大

陆对前五的供应地区（占进口总额 83%）：日本、德国、中国台湾、瑞士及意大

利在 2020 的进口比例均有 1%至 37%的减少。中国机床行业在过去十年间出口

量呈增长趋势，已从 2011 年 18 亿欧元出口额增长至 2019 年近 40 亿欧元出口

额，2020 年尽管全球制造业受疫情影响发展滞缓，也使中国机床出口增长率较

2019 年下降 10%，但美国、俄罗斯和韩国进口中国机床的消费额分别有 2%、

11%和 26%的增长。近期，“俄乌冲突”给中国机床产业带来的机遇为俄罗斯境

内机床需求可能会加大对我国机床的采购需求。根据 World Trade Atlas 的资料

统计，2017 年，俄罗斯机床前十大进口来源依序为德国、中国大陆、意大利、

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瑞士、美国、捷克和西班牙。中国为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2017 年进口额 1.90 亿美元，比 2016 年增长 68.45%，占进口比重的 13.94%，

但仍以欧美企业为主，本次“俄乌冲突”或刺激俄罗斯加大进口中国机床。 

➢ 我国机床企业整体向好，集中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数控机床上游原材料及零

部件包括机床主体零部件、功能部件、电气元件、数控系统等，下游广泛用于汽

车、通用设备、模具、自动化装备、电子设备、船舶、航空等多个行业。我国铸

件、轴承手等传统机械产业发展成熟，工艺技术水平较高，给数控机床产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但高端领域数控系统等精密部件领域与国外领先经济体有着

较大差距，进口依赖度较高。我国机床市场总体集中度较低，竞争相对激烈。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我国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为 60.2 万台（其中数控金

属切削机床产量为 27 万台），主要 10 家企业市占率约 11.36%（占机床口径），

数控机床市占率为 25.33%，集中度仍偏低。2017-2021 年，国内主流公司营收

均实现提升，意味着数控机床头部企业整体的发展趋势较好，预计后续随着制造

业复苏、国产替代、出口发力，更新周期开启等多重利好刺激，我国机床企业均

有良好表现。 

➢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产业链企业，包括创世纪、海天精工、秦川机床、纽威

数控、国盛智科、华中数控、日发精机、浙海德曼、科德数控。 

➢ 风险提示：行业需求低于预期风险、核心件进口受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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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造业复苏+国产替代+进口发力，数控机床需求

复苏 

1.1 中国占全球需求 1/3，产值占全球近 30% 

从机床供给市场来看，2020 年全球机床行业产值为 578 亿欧元，中国产值位

居世界第一位，产值为 169.5 亿欧元，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份额为 29%。德国、日

本产值分别为 86.6 亿欧元和 82.2 亿欧元，分别位居全球第二和第三，在全球市

场中的份额分别为 15%和 14%。中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占据了全球 58%的份

额。 

从机床需求市场来看，2020 年全球机床行业消费额为 573 亿欧元，其中中国

消费额位居世界第一位，消费额为 186.1 亿欧元，在全球需求市场中占据份额为

32%。美国、德国消费额分别为 66.7 亿欧元和 45.1 亿欧元，分别位居全球第二

和第三，在全球需求市场中的份额分别为 12%和 8%。中国、美国和德国三个国家

占据了全球 52%的份额。 

 

图1：2020 年中国机床产值居世界第一  图2：2020 年中国机床消费额占全球近三分之一 

 

 

 
资料来源：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德国国家级协会，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德国国家级协会，民生证券研究院 

 

1.2 我国机床数控化率提升潜力较大 

机床作为工业母机，是工业生产最重要工具之一。国外发达经济体机床数控化

率高，日本机床数控化率维持在 80%以上，美国和德国机床数控化率超过 70%。

根据日本机床工业数据显示，2021 年日本机床产量 6.76 万台，其中数控机床产

量 5.63 万台，机床数控化率 83.3%，2022 年 1-5 月机床产量 3.11 万台，其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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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机床 2.66 万台，机床数控化率 85.6%。2021 年中国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60.2 万

台，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产量 27 万台，金属切削机床数控化率为 43.3%；金属成

型机床产量 21 万台，数控金属成型机床 2.4 万台，金属成型机床数控化率 11.4%。 

图3：日本机床数控化率  图4：中国机床数控化率偏低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1.3 中国逐年减少对进口机床的依赖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和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统计显示，中国机床进口

额自 2011 年总体呈下降趋势，进口额自 2018 年 82 亿欧元下降至 2020 年 52 亿

欧元。其中中国大陆对前五的供应地区（占进口总额 83%）：日本、德国、中国台

湾、瑞士及意大利在 2020 的进口比例均有 1%至 37%的减少。 

图5：中国机床行业在过去十年间进口量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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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20 年中国大陆机床进口前五国家或地区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民生证券研究院 

 

1.4 “俄乌冲突”或刺激俄罗斯增加进口中国机床 

中国机床行业在过去十年间出口量呈增长趋势，已从 2011 年 18 亿欧元出口

额增长至 2019 年近 40 亿欧元出口额。越南、美国、印度、俄罗斯及韩国为中国

机床行业 2020 年全球前五消费市场，占总出口量 35.5%，消费金额达 12.47 亿

欧元。2020 年尽管全球制造业受疫情影响发展滞缓，也使中国机床出口增长率较

2019 年下降 10%，但美国、俄罗斯和韩国进口中国机床的消费额分别有 2%、11%

和 26%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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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中国机床行业在过去十年间出口量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8：2020 年中国机床出口前五国家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民生证券研究院 

近期，“俄乌冲突”给中国机床产业带来的机遇为俄罗斯境内机床需求可能会

加大对我国机床的采购需求。根据 World Trade Atlas 的资料统计，2017 年，俄

罗斯机床前十大进口来源依序为德国、中国大陆、意大利、中国台湾、日本、韩国、

瑞士、美国、捷克和西班牙。中国为第二大进口来源国，2017 年进口额 1.90 亿美

元，比 2016 年增长 68.45%，占进口比重的 13.94%，但仍以欧美企业为主，未

来我国机床企业的机会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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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016-2017 年俄罗斯机床主要进口来源（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宜选研究院，民生证券研究院 

1.5 十年更新周期或将开启 

机床一般更换周期约为 10 年，国内机床消费量和产值在 2011 年达到顶峰

后回落，进入长达 10 年的下行周期。国内制造业复苏深化，机床产业迎更新替换

新周期。 

机床使用寿命普遍超过设计寿命，行业下行期更新需求小。机床的设计使用寿

命即折旧年限一般为 8~10 年，受机床本身质量、使用期间维护情况、为延长寿

命所采取的设备大项修等影响，其实际使用寿命普遍超过 10 年，但超过 10 年

的机床稳定性和精度均会下降。目前我国大部分机床处于超期服役状态。 

更新替换的原因：1）原有机床设备，尤其是数控类机床，在经历多年的高强

度使用后，设备加工精度、稳定性明显下，需要及时进行更替换；2）传统机床设

备在经历多轮的升级迭代后，无论从效率还是精度上，均无法适应当前材料及工艺

的加工需求，因此，需要使用更为先进的切削机床进行升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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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010-2013 年机床产量维持高位，目前处在机床替代周期中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我们认为，本轮机床行业的复苏不单单是制造业复苏带来的需求，还将有国产

替代、出口提升及更新周期的几重需求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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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机床企业整体偏小，高端机床进口依赖度高 

2.1 我国机床整体偏小 

数控机床结构复杂，具备高精度及精度保持能力的数控机床对厂商的技术积

累有极高要求。凭借雄厚的技术积累， 目前全球领先的机床厂商主要为日本、欧

美企业。 2019 年，全球机床行业前十名机床厂商均为日本、德国或美国企业，

且该等厂商产品均主要为数控机床产品。 

表1：2019 年全球机床行业前十名机床厂商 

排名 公司名称 国家 营业收入（亿元） 

1 山崎马扎克 日本 368.3 

2 通快 德国 295.8 

3 德玛吉森精机 德国&日本 266.5 

4 马格 美国 227.4 

5 天田 日本 217.0 

6 大隈 日本 135.3 

7 牧野 日本 131.2 

8 格劳博集团 德国 117.2 

9 哈斯 美国 103.3 

10 埃马克 德国 60.7 

数据来源：纽威数控招股说明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2：我国 2011 年机床行业前十名企业、2020 年机床行业上市公司前十名 

2011 年 2020 年 

排名 企业名称 
机床业务收入规模

（亿元） 
企业性质 排名 企业名称 

机床业务收入规模

（亿元） 
企业性质 

1 沈阳机床 96.1 国有控股 1 创世纪 30.1 无实控人 

2 大连机床 - 国有控股 2 秦川机床 17.0 民营控股 

3 齐重数控 - 国有控股 3 海天精工 16.0 民营控股 

4 齐二机床 - 国有控股 4 亚威股份 15.6 无实控人 

5 北京第一机床 - 国有控股 5 沈阳机床 13.4 国有控股 

6 济南一机床 - 国有控股 6 华中数控 6.2 民营控股 

7 济南二机床 - 国有控股 7 日发精机 5.9 民营控股 

8 汉川机床 - 国有控股 8 国盛智科 4.8 民营控股 

9 秦川机床 9.3 国有控股 9 华东重机 4.1 民营控股 

10 天水星火机床 - 国有控股 10 浙海德曼 4.1 民营控股 

数据来源：纽威数控招股说明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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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端机床核心部件依赖进口 

从我国进口数控机床的金额和数量来看，我国进口的数控机床的平均单价处

在 10-21 万美元/台，显著高于国内金属切削机床的平均单价，主要因为我国高端

数控机床对外依赖度高，从进口金额来看，2019-2020 年进口金额开始减少，可

能与贸易冲突以及疫情影响有关，2021 年有所恢复，但整体相比 2017-2018 年

呈现走低趋势。假设进口数控机床均为五轴机床的话，我们计算得出 2017-2018

年我国五轴机床的自给率不足 5%，2020-2021 年因为疫情影响进口，国产化率

可能会有所提高。 

表3：我国最近几年进口数控机床情况 

时间 
数控机床进口金额 

（亿美元） 

进口台数 

（台） 

进口均价 

（万美元/台） 

2017A 33.9 33,407 10.1 

2018A 34.7 29,035 11.9 

2019A 21.3 10,287 20.7 

2020A 18.5 14,644 12.6 

2021A 26.7 24,049 11.1 

2022M1-8 16.5 14,258 11.6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民生证券研究院 

 

五轴机床关键功能部件包括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及电机，电主轴，铣头，转台，

刀库等，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高端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及效率。主轴是机床上带

动工件或刀具旋转从而实现机床切削加工的核心部件，分为机械主轴及电主轴，电

主轴为近些年来新兴技术，特点为转速高、精度高、体积小、适应性强，转台及摆

头是三轴机床实现向五轴机床升级转型的必要提升条件，要实现五轴联动功能必

须要配备转台或者摆头。 

表4：数控机床关键零部件供给结构 

核心零部件 进口企业 国产企业 差距 

数控系统 
发那科、西门子、三菱、

海德汉等 

华中数控、科德数控、

广州数控等 

国产数控系统在高精度、高速等性能方面与国际先

进水平尚存较大差距，高端数控系统不足 10% 

主轴 

德国 Kessler，瑞士

Fischer，瑞士 MCT，瑞

士 IBAG，英国西风，英

国 ABL 等 

昊志机电、轴研科技、

科隆电机，阳光精机，

科德数控等 

具备一定的产能，技术仍需迭代升级 

丝杠 
日本 THK，德国

Rexroth 等 
汉江机床、江门凯特等 产品技术水平有待提升 

刀具 
瑞士山特维克、美国肯

纳、日本京瓷等 

株洲钻石、厦门金鹭、

欧科亿、华锐精密等 

部分刀具已国产达到日韩水平，与美国产品有一定

差距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科德数控招股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参考科德数控 2020 年的原材料采购情况，主要原材料可以分为结构件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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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防护件、床体等）、电机原材料类（磁钢、线缆等）、控制系统类（主板、 FPGA 

等）、传动类（丝杠、导轨等）、润滑水冷类（水冷机、泵、密封、紧固等）、光栅

类（光栅尺、圆光栅等）、传感测量类（传感器等）及其他。 

图11：五轴数控机床主要材料 

 
资料来源：科德数控招股书，民生证券研究院 

 

2.2.1 数控系统：高端数控系统占成本 20%-40%，自给率不到 10% 

高档数控系统通常由控制单元、驱动单元、电机单元、传感单元构成完整的闭

环控制系统，对应的技术复杂，将直接影响高端数控机床的精度、动态特性等重要

参数。高档数控系统具备强大的性能、丰富的功能来实现各类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复

杂运动控制，是高端数控机床的大脑，是最具核心价值的关键部件，一直是重要的

战略资源，被各发达国家严格管控，禁止对外销售或完全开放功能。 

科德数控招股书披露，高档数控系统价值约占高端数控机床成本的 20%-40%。

目前国内高档数控系统主要依赖于国外进口，但国外高档数控系统的功能通常无

法完全开放甚至是禁止对中国出口，从而使我国高端数控机床产业受制于国外。 

发那科、西门子、三菱三大龙头 2020 年合计市场份额达 65%，排名第五的

苏州新代为中国台湾数控系统供应商新代科技在大陆设立的子公司。仅有国产厂

商广州数控凭借在中低端车床数控系统领域的拓展跻身国内市场前列。整体而言，

目前国内主流数控系统市场还是被外资龙头垄断，整体国产化率较低导致我国整

体机床产品仅为中低端产品，高端五轴数控机床仍主要依赖进口。根据科德数控招

股书披露，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下，国内涌现了一小批研制高档数控系统的企

业并实现部分国产化，但市场占有率不足 10%，目前国内高档数控系统包括德国

西门子 840D、日本发那科 30i 以及科德数控的 GNC 系列数控系统。 

 

 

 

 

结构件类, 
39.3%

传动类, 17.3%

控制系统类, 
13.1%

润滑水冷气类,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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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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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栅类, 4.6% 传感测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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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020 年我国数控系统竞争格局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华经产业研究院，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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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机床企业整体向好，集中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数控机床包括数控金属切削机床、数控金属成型机床、数控特种加工机床、加

工中心等，上游原材料及零部件包括机床主体零部件、功能部件、电气元件、数控

系统等，下游广泛用于汽车、通用设备、模具、自动化装备、电子设备、船舶、航

空等多个行业。我国铸件、轴承手等传统机械产业发展成熟，工艺技术水平较高，

给数控机床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持，但高端领域数控系统等精密部件领域与

国外领先经济体有着较大差距，进口依赖度较高。 

图13：中国数控机床产业链情况 

 

资料来源：智研咨询，民生证券研究院 

 

3.1 主流 10 家企业合计机床市占率约 11.4%，数控机床

市占率 25.3% 

我国机床市场总体集中度较低，竞争相对激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我国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为 60.2 万台（其中数控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为 27 万台），

主要 10 家企业市占率约 11.36%（占机床口径），数控机床市占率为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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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021 年国内主要机床企业产销量、均价及市占率情况 

排名  企业名称  产量（台）  销量（台）  
机床业务销售 

收入（亿元） 

台均价格 

（万元/台）  

产量占比 

（占机床） 

产量占比 

（占数控机床） 

1 创世纪  25,769 25,093 51.2 20.4 4.28% 9.54% 

2 秦川机床  13,196 13,277 24.3 18.3 2.19% 4.89% 

3 沈阳机床  10,100 10,100 10.8 10.7 1.68% 3.74% 

4 海天精工  4,882 4,357 27.3 62.7 0.81% 1.81% 

5 浙海德曼  4,211 3,994 4.6 11.5 0.70% 1.56% 

6 华东重机  3,508 2,782 5.0 18.0 0.58% 1.30% 

7 纽威数控  3,025 2,948 17.1 58.1 0.50% 1.12% 

8 国盛智科  1,850 1,747 11.4 65.1 0.31% 0.69% 

9 日发精机  1696 1553 7.9 50.8 0.28% 0.63% 

10 科德数控  158 126 2.3 185.2 0.03% 0.06% 

 合计  68,395 65,977 162 24.5 11.36% 25.33%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3.2 均价差异较大与业务布局有关，出口有较大提升潜质 

2017-2021 年，下表公司营收均实现提升，意味着数控机床头部企业整体的

发展趋势较好，但每家企业有各有差异： 

1）从均价来看，企业之间差距较大，主要与产品类型有关，科德数控主攻五

轴机床，均价较高，华中数控为数控系统价格，海天精工以龙门机为主，均价较高，

纽威数控、国盛智科的均价呈现上行趋势与其高档机占比提升有关； 

2）从毛利率来看，科德数控的毛利率最高，与其五轴机床占比较高有关，其

次，浙海德曼、华中数控、日发精机、国盛智科、创世纪保持在 30%及以上，日

发精机保持上行趋势，或许与其业务结构变化有关。 

3）从出口收入占比来看，我国数控机床企业出口占比整体偏低（日发精机比

较特殊，其海外业务非机床业务），与全球数控机床巨头差距较大，与我国机床产

业整体仍偏中低端有关。这里，纽威数控出口收入占比保持在双位数，今年受“俄

乌冲突”影响，俄罗斯出口收入提升明显，国内龙头创世纪和海天精工出口收入占

比最近几年仍在 10%以内，国盛智科前些年因为智能产线业务出口占比在双位数，

该业务并非机床设备业务，最近今年随着公司机床业务的快速发展，出口占比降低。

随着我国机床产业的升级，2018-2019 年我国机床进口依赖度开始降低，出口开

始提升，在全球疫情扰动下我国制造业优势进一步体现，我们预计未来将看到我国

机床企业出口提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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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我国主要机床企业数控机床业务的经营数据情况 

公司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2020A 2021A 

营收（百万元） 

创世纪 1,547 2,566 1,942 2,181 3,011 5,123 

海天精工 1,008 1,281 1,272 1,165 1,632 2,730 

秦川机床 1,158 1,418 1,533 1,430 1,704 2,428 

纽威数控 - 636 968 970 1,165 1,713 

国盛智科 - 319 447 414 477 833 

华中数控 640 554 349 408 620 839 

日发精机 440 615 669 620 593 789 

浙海德曼 194 304 383 323 345 461 

科德数控 - 68 95 129 172 233 

销量（台/套） 

创世纪 7,056 12,446 8,054 11,228 15,657 25,093 

海天精工 1,200 1,796 1,455 1,346 2,529 4,357 

秦川机床 8,180 9,355 11,096 9,676 10,586 13,277 

纽威数控 - - 2,178 1,835 2,091 2,948 

国盛智科 - 824 1,047 926 1,040 1,747 

华中数控 - - 7,414 9,807 12,242 20,300 

日发精机 689 1,143 1,202 1,298 909 1,553 

浙海德曼 - 3,893 4,150 3,104 3,402 3,994 

科德数控 - - 78 96 95 126 

均价（万元/台（套）） 

创世纪 - 20.6 24.1 19.4 19.2 20.4 

海天精工 - 71.3 87.4 86.5 64.5 62.7 

秦川机床 - 15.2 13.8 14.8 16.1 18.3 

纽威数控 - - 44.4 52.9 55.7 58.1 

国盛智科 - 38.7 42.7 44.7 45.9 47.7 

华中数控 - - 4.7 4.2 5.1 4.1 

日发精机 - 5.8 3.8 47.8 65.2 50.8 

浙海德曼 - 7.8 9.2 10.4 10.1 11.5 

科德数控 - - 121.4 133.9 180.8 185.2 

毛利率（%） 

创世纪 40.3% 39.4% 37.9% 29.4% 31.5% 30.0% 

海天精工 25.5% 24.8% 23.5% 22.1% 24.2% 25.5% 

秦川机床 13.1% 13.8% 13.5% 10.1% 13.0% 16.7% 

纽威数控 - 26.4% 26.2% 26.9% 25.1% 25.3% 

国盛智科 - 32.6% 28.1% 29.0% 32.6% 30.2% 

华中数控 39.1% 38.6% 39.3% 37.0% 36.3% 32.0% 

日发精机 22.3% 32.7% 28.8% 29.3% 31.5% 32.8% 

浙海德曼 34.1% 36.8% 35.7% 33.2% 34.6% 34.6% 

科德数控 - 53.3% 42.1% 44.2% 42.2%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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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率（%） 

创世纪 2.6% 7.2% -52.1% 0.1% -20.0% 9.4% 

海天精工 6.4% 8.1% 8.0% 6.6% 8.5% 13.6% 

秦川机床 0.8% 1.3% -8.8% -10.0% 5.1% 6.5% 

纽威数控 0.0% 3.3% 6.4% 6.4% 8.9% 9.8% 

国盛智科 14.1% 15.7% 12.8% 12.8% 16.6% 17.7% 

华中数控 0.6% 3.7% 1.3% 2.1% 3.1% 2.6% 

日发精机 6.7% 6.0% 9.5% 8.2% 5.6% 2.3% 

浙海德曼 4.7% 11.0% 13.5% 11.9% 13.0% 13.5% 

科德数控  9.5% -36.5% 30.0% 17.7% 28.7% 

出口收入占比（%） 

创世纪 14.7% 14.1% 8.0% 0.8% 1.9% 5.6% 

海天精工 3.1% 2.5% 4.6% 7.3% 8.4% 7.0% 

秦川机床 11.4% 10.7% 8.2% 7.9% 6.8% 6.4% 

纽威数控  12.7% 14.8% 15.6% 11.7% 12.3% 

国盛智科 4.4% 6.9% 16.1% 14.8% 4.3% 4.2% 

华中数控 0.0% 0.0% 0.0% 0.0% 0.0% 0.0% 

日发精机 66.2% 56.6% 74.8% 74.8% 76.8% 73.1% 

浙海德曼 6.7% 3.6% 1.8% 2.7% 1.2% 0.8% 

科德数控  0.0% 0.0% 0.0% 0.0% 0.0%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不同机床企业产品略有差异： 

1） 海天精工：龙门机为主，2016 年占营收比例达 61%，2021 年降至 51%，

立式设备营收占比从 2016 年的 13%升至 26%，卧式机床营收占比从

2016 年的 11%提升至 16%； 

2） 纽威数控：龙门机为主，2016 年占营收比例从 2017 年的 23%提升至

2021 年的 45%，立式占比从 2017 年的 45%降至 2021 年的 29%； 

3） 日发精机：从公司披露的 2016-2018 年数据看出，公司以磨床和卧式为

主，其中磨床主要为公司为轴承企业提供，该业务为日发精机发家业务； 

4） 科德数控：目前以立式为主，但公司设备为五轴联动设备，因此均价较高，

卧式也开始形成批量销售； 

5） 国盛智科：高档机床的收入占比从 2017 年的32%提升至 2021 年的53%，

产品呈现逐年提升趋势； 

6） 浙海德曼：高档机占收入比例从 2017 年的 43%提升至 2021 年的 63%，

产品呈现升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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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我国主要机床企业数控机床业务分类情况 

指标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2020A 2021A 

海天精工 

龙门 61% 58% 62% 62% 56% 51% 

卧式 11% 14% 15% 15% 11% 16% 

立式 13% 16% 13% 12% 23% 26% 

纽威数控 

龙门 - 23% 30% 41% 39% 45% 

卧式 - 28% 30% 26% 29% 23% 

立式 - 45% 38% 31% 30% 29% 

日发精机 

龙门 10% 9% 14% - - - 

卧式 43% 42% 40% - - - 

立式 9% 7% 7% - - - 

磨床 43% 42% 40% - - - 

科德数控 

龙门 - - - - - - 

卧式 - - - 5% 28% - 

立式 - 67% 62% 78% 64% - 

国盛智科 

高档机床 - 32% 38% 47% 52% 53% 

中档机床 - 68% 62% 53% 48% 47% 

浙海德曼 

高档机床 - 43% 52% 56% 55% 63% 

中档机床 - 57% 48% 44% 45% 37%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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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1）行业需求低于预期风险。疫情对宏观经济影响稳定运营有一定影响，若后

续疫情继续反复，可能会导致机床的需求低于预期。 

2）核心件进口受限风险。机床核心件进口依赖度偏高，存在进口受限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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