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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压铸风头正劲 持续利好设备厂商 
——机械设备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行情回顾：申万机械上周上涨 1.45%，位列 31 个一级子行业第 20 位。整体市场

来看，上周沪深 300、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的涨幅分别为+2.52%、

+1.76%、+2.89%、+3.2%，机械板块相对各指数涨幅分别高出-1.07 pct、-0.3pct、

-1.44pct、-1.75pct；申万机械上周 PE（TTM）31.39 倍；PB（LF）2.41 倍。 

 

每周一谈：一体化压铸风头正劲 持续利好设备厂商 

一体化压铸概念 

 一体化压铸简化车身制造过程。一体化压铸是由特斯拉首先提出并付诸实践的

一种汽车制造工艺。主要指汽车车身结构件的一体化加工，将原本设计中多个

单独、分散的小件通过重新设计高度集成，再利用压铸机进行一次成型压铸成

完整大零件。特斯拉的 Model Y 车型是首次尝试使用一体化压铸结构件的车

型，将一体化压铸技术用于后轴的后底板，大型压铸机将 Model Y 的大部分框

架组装成一个大件。 

 一体化压铸具备生产效率、制造成本、材料回收等多方面优势，有望颠覆传统

汽车制造工艺。对比传统汽车制造工艺的冲压、焊装、涂装及总装四个环节，

一体化压铸将冲压及焊接环节进行合并，简化了车身的制造过程。与传统汽车

制造相比，汽车一体化压铸在制造成本、生产效率、人力成本、材料回收等多

方面具备优势。 

大型压铸机成为关键 设备厂商有望持续受益 

 车企及压铸厂商积极布局，未来一体化压铸应用领域有望延伸，前景广阔。目

前一体化压铸主要有主机厂自研模式及向压铸厂商采购两种业务模式。根据佐

思汽研统计，压铸厂商方面，文灿股份、拓普集团、广东鸿图等已积极采购大

型压铸设备布局一体化压铸，主机厂商方面特斯拉、蔚来、小鹏、高合、沃尔

沃、长城等车企已在汽车一体化压铸领域布局。目前各大主机厂一体化压铸主

要用于后底板、前机舱等部位，随大吨位压铸机问世，未来有望延伸至下车身

总成、上车体一体化大铸件甚至白车身，应用前景广阔。 

 大型压铸机是实现汽车一体化压铸的关键，设备厂商有望持续受益。目前来看，

一体化压铸所需的压铸机基本都在 6000T 以上。根据佐思汽研统计，目前全球

范围内能够生产 6000T 以上的压铸机的企业主要为国外的意德拉（力劲科技

全资子公司）、瑞士布勒集团；国内的力劲科技、海天金属、伊之密。 

我们认为，一体化压铸相比传统汽车制造工艺优势突出，应用前景广阔，在此背

景下大型压铸机厂商有望持续受益，建议关注大型压铸机领先企业力劲科技、伊

之密。 

 

风险提示：下游恢复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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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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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一体化压铸风头正劲 持续利好设备厂商 

1.1 一体化压铸概念 

一体化压铸简化车身制造过程。一体化压铸是由特斯拉首先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一种

汽车制造工艺。主要指汽车车身结构件的一体化加工，将原本设计中多个单独、分

散的小件通过重新设计高度集成，再利用压铸机进行一次成型压铸成完整大零件。

特斯拉的 Model Y 车型是首次尝试使用一体化压铸结构件的车型，将一体化压铸技

术用于后轴的后底板，大型压铸机将 Model Y 的大部分框架组装成一个大件。 

图1：特斯拉 Model Y 一体化压铸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一体化压铸具备生产效率、制造成本、材料回收等多方面优势，有望颠覆传统汽车

制造工艺。对比传统汽车制造工艺的冲压、焊装、涂装及总装四个环节，一体化压

铸将冲压及焊接环节进行合并，简化了车身的制造过程。与传统汽车制造相比，汽

车一体化压铸在制造成本、生产效率、人力成本、材料回收等多方面具备优势。 

表1：传统汽车制造与一体化压铸制造对比 

 传统汽车制造 一体化压铸制造 一体化压铸优势 

制造成本 后底板 70 多个零部件；焊接点约

700-800 个 

后底板零部件被整合为 1-2 个大件；

焊接点为 50 个 

制造成本约减少 40%（以特斯拉为

例） 

工厂面积 模具、机械臂、夹具、组装零部件等

需要不同的生产线，占地面积大 

生产线被减少，一台压铸机占比仅

100 平方米 

工厂占地面积减少约 30%（以特斯拉

为例） 

生产效率 冲压焊接一个零部件至少需要 2 个

小时；可能需要再进行机加工 

一次压铸加工时间仅为 80-90 秒，每

小时完成 40-45 个铸件；采用新的合

金材料，基本不用再进行机加工 

生产效率提高约 79 倍 

人力成本 平均每个焊接车间配备 200-300 名

生产线工人 

技术工人最多 20-30 名 技术工人数量减少约 10% 

原材料回收利

用率 

白车身用料复杂，混合使用多种材

料、报废后的整车白车身智能作为炼

钢炼铝的原材料，原材料回收利用率

低于 70% 

只使用一种材料，全铝车身的材料回

收利用率可达 95%以上 

原材料回收利用率提高 25 个百分点

以上 

车型开发周期 开发周期长达 6 个月 一体化压铸下，零部件减少带来物流

的简化和匹配难度的降低，开发周期

缩短为 1-2 个月 

车型开发周期缩短 1/3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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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型压铸机成为关键 设备厂商有望持续受益 

车企及压铸厂商积极布局，未来一体化压铸应用领域有望延伸，前景广阔。目前一

体化压铸主要有主机厂自研模式及向压铸厂商采购两种业务模式。根据佐思汽研统

计，压铸厂商方面，文灿股份、拓普集团、广东鸿图等已积极采购大型压铸设备布

局一体化压铸，主机厂商方面特斯拉、蔚来、小鹏、高合、沃尔沃、长城等车企已

在汽车一体化压铸领域布局。目前各大主机厂一体化压铸主要用于后底板、前机舱

等部位，随大吨位压铸机问世，未来有望延伸至下车身总成、上车体一体化大铸件

甚至白车身，应用前景广阔。 

表2：全球部分车企一体化压铸布局 

主机厂布局 布局模式 布局车型 压铸机供应商 

特斯拉 自建+采购（计划中） Model Y、Cybertrunk 意德拉/布勒（计划中） 

蔚来 采购 ET5、ES7 力劲科技 

小鹏 自建+采购 2023 年新平台车型 力劲科技 

理想 采购 W 平台车型 力劲科技 

高合 采购 后续新车型 力劲科技 

沃尔沃 自建 2025 年后新车型 布勒集团 

长城 自建 - 力劲科技 

资料来源：佐思汽研《2022年中国汽车一体化压铸行业研究报告》，申港证券研究所 

表3：主要压铸厂商一体化压铸布局 

主要压铸厂商 合作设备厂商 配套车企 

文灿股份 力劲科技 蔚来、理想 

拓普集团 力劲科技 高合 

广东鸿图 力劲科技 小鹏、比亚迪（对接中）、特斯拉 

旭升股份 海天金属 - 

泉峰汽车 - - 

宜安科技 布勒集团 - 

美利信 海天金属 - 

江西森萍科技 力劲科技 - 

海威股份 力劲科技 - 

爱柯迪 布勒集团 - 

云海金属 力劲科技、伊之密 - 

资料来源：佐思汽研《2022年中国汽车一体化压铸行业研究报告》，申港证券研究所 

大型压铸机是实现汽车一体化压铸的关键，设备厂商有望持续受益。目前来看，一

体化压铸所需的压铸机基本都在 6000T 以上。根据佐思汽研统计，目前全球范围内

能够生产 6000T 以上的压铸机的企业主要为国外的意德拉（力劲科技全资子公司）、

瑞士布勒集团；国内的力劲科技、海天金属、伊之密。 

表4：全球主要大型压铸机生产厂商 

国内/国外 厂商 主要合作伙伴/客户 产品系列 锁模力（吨） 

国内厂商 力劲科技 特斯拉、文灿股份、拓普集团、广东鸿图、

长城精工 

IMPRESS & D-Series 130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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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之密 云海金属、一汽、长安 DM-H 4500-9000 

海天金属 旭升股份、美利信 HDC 180-8800 

国外厂商 意 德 拉 集

团 

特斯拉、文灿股份、拓普集团、广东鸿图、

长城精工 

GIGA PRESS/OLS 5500-9000/420-4000 

布勒集团 宜安科技、沃尔沃、大众、爱柯迪、汉德曼 Fusion 340-9200 

资料来源：佐思汽研《2022年中国汽车一体化压铸行业研究报告》，申港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一体化压铸相比传统汽车制造工艺优势突出，应用前景广阔，在此背景

下大型压铸机厂商有望持续受益，建议关注大型压铸机领先企业力劲科技、伊之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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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情回顾 

申万一级子行业涨跌幅： 

 上周申万一级子行业上涨 30 个，下跌 1 个。其中，涨幅居前的一级子行业为社

会服务，周涨幅为+8.49%；跌幅居前一级子行业为煤炭，周跌幅为-0.44%。机械

设备行业周涨跌幅为+1.45%，位列 31 个一级子行业第 20 位。 

 大盘来看，上周沪深 300、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的涨幅分别为+2.52%、

+1.76%、+2.89%、+3.2%。机械板块相对各指数涨幅分别高出-1.07 pct、-0.3pct、

-1.44pct、-1.75pct。 

 细分版块来看，本周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轨交设备、工程机械、自动化设备的

涨跌分别为+1.89%、+1.07%、+0.01%、-0.55%、+3.17%。 

 具体个股方面，通润装备（61.01%）、泰林生物（37.82%）、江苏北人（23.85%）

涨幅靠前；永和智控（-12.63%）、标准股份（-10.63%）、禾川科技（-10.5%）

跌幅较大。 

 上周申万机械设备行业 PE（TTM）为 31.39 倍，近三年均值为 27.79 倍；PB

（LF）为 2.41 倍，近三年均值为 2.5 倍。 

 

图2：申万一级子行业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3：四大指数周涨跌幅（%）  图4：机械设备行业细分版块周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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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5：机械设备行业本周涨幅前十位（%）  图6：机械设备行业本周跌幅前十位（%）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7：申万机械设备近三年 PE（TTM）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8：申万机械设备近三年 PB（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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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 数据跟踪 

 

图9：PMI（%）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0：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增速（%）  图11：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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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2：工业机器人产量累计同比增速（%）  图13：工业机器人产量单月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4：我国金属切削机床产量累计同比增速（%）  图15：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当月值（辆）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4. 风险提示 

下游恢复不及预期，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2
0

1
6

-0
5

2
0

1
6

-0
9

2
0

1
7

-0
1

2
0

1
7

-0
5

2
0

1
7

-0
9

2
0

1
8

-0
1

2
0

1
8

-0
5

2
0

1
8

-0
9

2
0

1
9

-0
1

2
0

1
9

-0
5

2
0

1
9

-0
9

2
0

2
0

-0
1

2
0

2
0

-0
5

2
0

2
0

-0
9

2
0

2
1

-0
1

2
0

2
1

-0
5

2
0

2
1

-0
9

2
0

2
2

-0
1

2
0

2
2

-0
5

2
0

2
2

-0
9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2
0

1
6

-0
6

2
0

1
6

-1
0

2
0

1
7

-0
2

2
0

1
7

-0
6

2
0

1
7

-1
0

2
0

1
8

-0
2

2
0

1
8

-0
6

2
0

1
8

-1
0

2
0

1
9

-0
2

2
0

1
9

-0
6

2
0

1
9

-1
0

2
0

2
0

-0
2

2
0

2
0

-0
6

2
0

2
0

-1
0

2
0

2
1

-0
2

2
0

2
1

-0
6

2
0

2
1

-1
0

2
0

2
2

-0
2

2
0

2
2

-0
6

2
0

2
2

-1
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2
0

1
6

-0
5

2
0

1
6

-0
9

2
0

1
7

-0
1

2
0

1
7

-0
5

2
0

1
7

-0
9

2
0

1
8

-0
1

2
0

1
8

-0
5

2
0

1
8

-0
9

2
0

1
9

-0
1

2
0

1
9

-0
5

2
0

1
9

-0
9

2
0

2
0

-0
1

2
0

2
0

-0
5

2
0

2
0

-0
9

2
0

2
1

-0
1

2
0

2
1

-0
5

2
0

2
1

-0
9

2
0

2
2

-0
1

2
0

2
2

-0
5

2
0

2
2

-0
9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20

2
0

1
6

-0
6

2
0

1
6

-1
0

2
0

1
7

-0
2

2
0

1
7

-0
6

2
0

1
7

-1
0

2
0

1
8

-0
2

2
0

1
8

-0
6

2
0

1
8

-1
0

2
0

1
9

-0
2

2
0

1
9

-0
6

2
0

1
9

-1
0

2
0

2
0

-0
2

2
0

2
0

-0
6

2
0

2
0

-1
0

2
0

2
1

-0
2

2
0

2
1

-0
6

2
0

2
1

-1
0

2
0

2
2

-0
2

2
0

2
2

-0
6

2
0

2
2

-1
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2
0

1
6

-0
5

2
0

1
6

-0
9

2
0

1
7

-0
1

2
0

1
7

-0
5

2
0

1
7

-0
9

2
0

1
8

-0
1

2
0

1
8

-0
5

2
0

1
8

-0
9

2
0

1
9

-0
1

2
0

1
9

-0
5

2
0

1
9

-0
9

2
0

2
0

-0
1

2
0

2
0

-0
5

2
0

2
0

-0
9

2
0

2
1

-0
1

2
0

2
1

-0
5

2
0

2
1

-0
9

2
0

2
2

-0
1

2
0

2
2

-0
5

2
0

2
2

-0
9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2
0

1
6

-0
4

2
0

1
6

-0
8

2
0

1
6

-1
2

2
0

1
7

-0
4

2
0

1
7

-0
8

2
0

1
7

-1
2

2
0

1
8

-0
4

2
0

1
8

-0
8

2
0

1
8

-1
2

2
0

1
9

-0
4

2
0

1
9

-0
8

2
0

1
9

-1
2

2
0

2
0

-0
4

2
0

2
0

-0
8

2
0

2
0

-1
2

2
0

2
1

-0
4

2
0

2
1

-0
8

2
0

2
1

-1
2

2
0

2
2

-0
4

2
0

2
2

-0
8



机械设备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0 / 11 证券研究报告 

      
 

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独立研究成果，引

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授意。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

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

和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

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机械设备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1 / 11 证券研究报告 

免责声明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是具有合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机构。 

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被认为是可靠的，但本公司不保证其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 

申港证券研究所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报告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或征价，投

资者不应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自身独立判断，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投资者据此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

公司和作者无关。本公司并不对使用本报告所包含的材料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与此相关的其他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申港证券研究所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

收入可能会产生波动，在不同时期，申港证券研究所可能会对相关的分析意见及推测做出更改。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

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

相关服务。 

本报告仅面向申港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当然客户。本报告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未

经事先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转载或引用，需注明出处为申港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

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翻版、复制、发布、转载和引用者承担。 
 

行业评级体系 

申港证券行业评级体系：增持、中性、减持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减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申港证券公司评级体系：买入、增持、中性、减持 

买入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增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减持 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